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贸易投资一体化与长三角开放战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贸易投资一体化与长三角开放战略的调整>>

13位ISBN编号：9787010070810

10位ISBN编号：7010070814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二震，马野青　主编

页数：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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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贸易投资一体化与长三角开放战略�>>

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贸易投资一体化与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发展战
略的调整”（课题负责人：张二震；项目批准号：05JJD790012）的研究成果。
 本书系统总结了长三角对外开放的成就和经验，在深入分析当代国际分工贸易新特点的基础上，提出
了长三角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对策思路。
长三角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总的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深入、全面融入国际分工
体系，实现从引进外资和鼓励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双向开放的经
济国际化战略转变；从接受国际制造业转移，建立“世界工厂”，向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
举转变；从技术引进向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变。
继续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体
系，全面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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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要素分工、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过
程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某些产品的生产不再局限于企业与国家的内部，生产环节的不同阶段分
布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一件最终产品经常需要由若干国家共同完成。
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了这种现象的重要性。
根据Hummels，Ishii和Yi（2001）的测算，这种形式的贸易已经占到全球贸易的l／3，并且有不断上升
的趋势。
Feenstra和Hanson（1996）根据美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推断美国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发现美国进口的中
间产品比例从1972年的5.3％增加到1990年的11.6％。
Campa和Goldberg（1997）的研究表明英国和加拿大都有相同的情况。
平新乔（2005），刘志彪、吴福象（2005，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的出口产品中，来自国外
的中间投入部分呈逐年递增之势。
　　无论从世界贸易来看，还是从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来看，国际贸易的形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无论是古典与新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其研究对象都是
最终产品的贸易，而无法对上述中间产品的贸易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一新的贸易现象是当前国际经济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迄今为止尚未出
现有广泛影响并广为接受的理论，这一研究现状体现在对这一现象的定义上，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术语
来描述这一现象。
在我国国内，主要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这种新的贸易形态，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上，存在完全对立的
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加工贸易符合我国比较利益，应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加工
贸易价值链短、增加值低，理应进行价值链上的产业升级。
尽管从理论上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还为时过早，但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迫切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一是这种新的国际贸易分工现象究竟是什么？
它与传统的贸易形式有什么区别？
二是新的贸易分工现象的福利后果是什么？
基于已有的研究，我们尝试从理论上对这种新的贸易分工现象进行刻画，并分析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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