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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世界形势正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一大批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壮大，使国际格局不断向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进。
由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国、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组成的南亚区域合作
联盟，其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3亿，已成为新兴国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南亚各国是中国的近邻，中国人民同南亚各国人民有历史悠久的深厚友谊。
近年来，中国同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新发展。
中国和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日趋频繁，经贸合作不断增加，文化交流丰富多彩。
中国并已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员。
和平，友好，互信，合作，是中国和南亚各国关系呈现的四大可喜的特点。
了解南亚，研究南亚，更成为中国各界人士的共同愿望。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该所和该所支撑成立的教育部“985”工程四川大学南亚与中国藏区研究创新基地一起，在南亚研究方
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已成为我国南亚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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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关系发展现状的分析及其演进规律的探索，认知四川与南亚区域
经贸合作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挥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优势和挖掘其发展潜力，调整四川与南
亚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对于推动四川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的大开发和大开放格局的最终
形成，促进四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实施跨越式发展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归纳和实践指导意
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研究>>

作者简介

杨文武，1968年生，四川蓬安人，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创新基地”学术骨干、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南亚学会理事。
1991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政教系政教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1991年至1994年任教于四川省蓬安县中学；199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世界经济专业，获经济
学硕士学位。
200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3年10月至2004年11月留学于印度普拉大学。
主要从事房地产经济管理、国际经济关系和南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在《统计研究》、《社会科
学研究》以及《南亚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了五十余篇学术论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研究>>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中国四川与南亚贸易合作概况  一、中国与南亚贸易规模及其变动趋势  二、四川与南亚贸
易规模及其变动趋势第二章  中国四川与南亚投资合作概况  一、中国与南亚投资合作概况  二、四川与
南亚投资合作概况第三章  中国四川与南亚经济技术合作概况  一、中国与南亚经济技术合作概况  二、
四川对南亚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第四章  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政治经济环境  一、中国（四川）与南亚经
贸合作政治环境  二、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的经济环境第五章  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互补性分析  一、四
川与南亚国家自然资源禀赋的比较及其互补性  二、四川与南亚产业结构比较及其互补性  三、四川与
南亚需求结构比较及其互补性第六章  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潜力分析  一、四川与南亚贸易合作潜力  二
、四川与南亚投资合作潜力  三、四川与南亚经济技术合作潜力第七章  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的机遇  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
给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为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四、中国与南亚各国稳定发展的双边关系为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第八章  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忽视进一步加强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
作的对外经贸发展战略，不利于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扩大  二、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度魄
冷战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三、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
平、相似的经济结构和相近的资源禀赋条件，不利于进一步扩大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的发展  四
、缺乏健全的互信机制和贸易制度安排影响着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五、欠灵活的
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欠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着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六、相
对封闭、保守的思想意识为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第九章  四川与南亚区域
经贸合作发展战略  一、转变观念，增强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的多元化开放发展战略  二、拓展四川与
南亚立体多维的经贸合作发展空间，实践四川与南亚“研、学、贸、产”的大经贸合作发展战略  三
、遵循“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向经贸合作发展路径，以实现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的“互利共赢
”发展战略  四、把握中国与南亚国家在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的合作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并推动中
国西部区域与南亚区域或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第十章  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发展对策  一、
充分发挥政府在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中的导向作用  二、四川企业界应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基础
之上主动出击，加强沟通，探寻南亚新商机  三、强化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的社会化服务功能参
考文献附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四川与南亚贸易合作概况　　一、中国与南亚贸易规模及其变动趋势　　（一）中
国与南亚区域贸易规模及其变动趋势　　1.中国与南亚区域贸易总额及其变动趋势　　第一，自20世
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南亚区域贸易总额（除1998年外）逐年扩大，尤其是2001年以后中国与南亚区
域贸易总额呈直线上升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南亚区域贸易总额从1990年的11.70亿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13.22亿
美元、1992年的13.52亿美元、1993年的19.19亿美元、1994年的22.46亿美元、1995年的31.48亿美元
、1996年的32.97亿美元和1997年的39.72亿美元，之后下降到1998年的38.93亿美元，再上升到1999年
的41.58亿美元、2000年的56.61亿美元、2001年的65.55亿美元、2002年的83.10亿美元、2003年的120.50亿
美元和2004年的195.26亿美元。
由此可见，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与南亚区域贸易总额从1990至2004年15年间（除1998年外）呈现出上
升趋势（如图1-1中国与南亚区域贸易总额走势线所示）。
2004年比1990年的中国与南亚区域贸易总额增长了15.69倍。
这主要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南亚各国政治关系的日益改善，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
，中国分别同南亚各国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战略协作或合作伙伴关系之后，在这种良好的政治氛围中，
各国政府“以政促经”的政策谋略，大力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国家问商贸合作关系的向前发展。
　　第二，中国对南亚区域进出口总额均逐年递增，但中国从南亚区域进口总额的增加幅度逐渐大于
中国对南亚区域出口总额的增加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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