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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协调发展五篇：国际视野下的广东科学发展》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将统筹区域发展的重
大问题归纳为“都市区发展”、“沿海经济带建设”、“城乡区域协调”、“区域产业集聚”和“区
域发展软实力”五个方面，并邀请在这些方面大胆探索，既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又善于理论思考的市
、县党政领导、企业家担任《区域协调发展五篇：国际视野下的广东科学发展》的撰稿人，力图真实
地反映广东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现状、经验，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促进进一步深化改革。
同时，又组织广东省委党校的一批长于区域经济研究的专家学者，对应广东省的实践探索，分五篇介
绍世界各国的做法、效果和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
　　《区域协调发展五篇：国际视野下的广东科学发展》的写作体例或许不甚规范，我们希冀读者在
实践与理论之间、广东与世界之间、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跳跃式”的阅读中，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
，“全景式”地理解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意义，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科学内涵、精神实质的认
识。
这就是编著《区域协调发展五篇：国际视野下的广东科学发展》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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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且具备支撑若干个世界级都　　会区的能力　　中国作为一个高速成
长的发展中经济大国，许多重要经济指标已跃升世界大国前列。
但中国的经济存在明显的大而不强、大而不当的问题。
在国际产业分T中，中国的产业仍然处在中低端。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高端产业、自有核心技术和服务贸易出口比例偏低，导致经济竞争力
和产业附加值偏低，国家经济安全存有隐患。
有西方学者认为，21世纪将是“新兴市场的世纪”，“全球的经济重心会发生一次巨大转移--从发达
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将于2025年超越美国，问鼎全球最大经济体”。
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
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因此，从增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目标出发，未来中国将会进一步形成
经济中心多极化和经济体制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中心城市群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功能将得到更好的发
挥，以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多种需求。
中心城市群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功能也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同时，从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提高中国经济的自主性
和安全性出发，我们也需要培育若干个世界级大都会，使中国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
，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中高端的战略位置。
　　未来的中国将形成若干个功能不同的经济合作区。
其中，粤港澳紧密合作区将成为中国国际化、市场化程度最高，经济能量和竞争力最强的经济区域，
将打造成比肩纽约、东京大都会罔的世界级大经济区，将成为中国经济连接世界经济的主要枢纽之一
。
事实上，目前粤港澳经济合作已经基本实现了从“前店后厂”向“产业竞争与合作”的转变，经济一
体化程度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粤港澳三地在消费、置业、就业、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的往来日益频繁，生活一体化
程度不断提高。
另外，建设第三亚欧大陆桥的战略构想的提出和实现，将推动深港与东南亚及南亚国家更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粤港澳紧密合作区完全有能力成为这个区域空港、海港、陆路吞吐能量最大和经济辐射能力
最强的轴心。
因此，在粤港澳区域打造l～2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大都会，既具备必要性，也开始具备可行性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区域协调发展五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