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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研究基础设施供给竞争对地区经济集聚的影响。
首先，对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基础设施供给、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述评。
其次，系统梳理了基础设施供给和经济集聚的相关理论，并提出了本书研究的新的视角。
再次，从四个层面研究了基础设施供给竞争对地区经济集聚的影响机理。
并用三章实证研究重点分析了经济要素供给与经济集聚的数量关系。
最后基于地区经济集聚能力提高的基础设施供给政策提出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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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世纪的这10年里，中国进入了高速公路发展时期，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积极规划与
建设高速公路运输网络。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们的出行及运输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正从传统的铁路和内河航运向公路和航
空发展。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在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上。
这种基础设施投入上的差异加剧了地区和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要改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还应该从发展落后和贫困地区的交通基础
设施人手。
东、中、西部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巨大差异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巨大差异都决定我国
各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都应当保持较高的规模。
　　（2）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避免过度竞争与过度投资。
　　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性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必须保持适当的超前性。
由于交通基础设施作用的显现具有滞后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适度超前，以满足未来经济增长所产
生的客、货运输需求。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看，目前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考虑至少3年后经济增长的需要。
虽然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部门应重
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划，不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任意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免
出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挤出效应”，也不能因为经济发展了，运输需求增大，而盲目地扩大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造成资源浪费。
　　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要按照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合理布局交
通网络，优化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结构，分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作建设规划，达到区域经
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存在滞后性，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不是立刻就显现出来的，短期
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需要滞后一定的时期，因此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
手段需要建立在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做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保持合适的度。
　　在短期内，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则其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就很小。
过分强调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可能导致片面追求建设规模、交通基础设施过快增长、运输能力过剩的
问题.造成资源浪费，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3.信息基础设施的供给与发展模式　　（1）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代表着
国民经济各产业技术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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