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30230324

10位ISBN编号：7030230329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郝寿义　主编

页数：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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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应急研究项目“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研究”的研究报告。
首先，本书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出发，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目标、
设立的理论依据、内涵和模式以及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和界定。
在此基础上，本书重点关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区建设、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区域经济发展、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区域管
理体制创新研究。
最后，本书针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条件、绩效评价和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当前促进国
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本书可供综合配套改革决策部门领导干部、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高等学校师生阅读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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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改革主体的相互作用　　我国体制改革中，各个主体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其在改革中的作用。
在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基于中央权力中心的支持，基层和居民的能动作用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而改
革红利的分配也比较倾斜向城乡居民。
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其对于居民和基层的放权让利一旦结束，居民和基层的作用就随之下降。
而由政府内部“关门”制定制度规则，自上而下改革中，逐渐脱离人民群众的参与，其改革成果并没
有实现全体人民共享，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在改革第一阶段所受惠部分群体的利益被损害。
同时社会形成若干利益集团，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失衡，差距拉大。
　　2.3.1.2 中国改革开放的主体与动力的经验总结　　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选择了以强制性制度变
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渐进式改革方式。
应该说，这一制度变迁基本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力大幅度提升。
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制度变迁同时存在一些缺陷，影响了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与深化。
这种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主要在于：　　第一，改革主体问题。
我国的“政府主导型”改革出于稳定和规范的考虑，有控制地调整各个主体参与程度。
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改革，都要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的准则，政府主导与社会公众
的参与两者不可偏废。
　　而社会公众特别是各群体的组织程度与政府的高度组织，决定了他们处在分散和弱势地位，在政
治决策中拥有较少发言权。
社会公众必须通过组织民间团体的方式，才能有效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改革决策中要充分反映各主体的利益平衡，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方案中，注意对弱势群体的关心
，在群众自发改革中加强引导。
　　第二，改革开放的内外压力。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一个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展的，中国政府处在与外部世界的竞争中，迫使中国
急起直追。
改革后的放权形成了地方之间的竞争，分权的体制使地方政府的利益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地
方政府的动力也在于地区之间的竞争。
正是政府间的竞争存在，制度创新活动才不会中止。
而这一轮综合配套改革的动力，除了来自外部的竞争外，更多在于过去20多年积累的内部问题需要解
决。
20多年改革成型的各项制度、固化的利益和社会运行惯性，使得政府从事直接的制度创新活动的动力
趋弱，需要引入新的改革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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