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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面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
是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
本书作为我们长期研究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之一，虽然是由各个作者独立撰写的，但是却
始终统一在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下。
即我们要从服务业尤其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分析它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是通
过对服务业与其他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来揭示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
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制度变革中的作用。
作为研究的重点，我们对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发展方式、和谐经济发展中
的机理、机制、行为以及绩效等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规范和实证研究。
 　　本书可以供研究现代经济发展、区域经济运行的学者以及对长三角地区发展问题有兴趣的研究单
位、政府部门、产业界有关人员参考，也是经济管理类的学生学习和了解实践问题的有价值的案例研
究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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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志彪，男，1959年7月生，江苏丹阳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ldquo;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rdquo;执
行主任，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重点学科主要学术
带头人和负责人之一、在二十多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刘志彪教授曾获得过如下几个重要的&ldquo;首
批&rdquo;荣誉：1992年南京大学首批跨世纪中青年学术骨干，1997年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
计划首批入选者及其基金获得者（人文社会科学类），2004年国家人事部等七部委首批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4年国家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经济学）、刘志彪教授于1992
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江苏省&ldquo;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rdquo;（2004年）、主要兼职
为，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经济学会、江苏省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和江苏宏观经济学会副会
长，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学报》编委，南京市政府咨询委员，是国内数家大型企业
的高级顾问和独立董事、曾赴美国做高级访问学者，赴英国、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讲课。
　　郑江淮，男，1968年0月生于江苏盱眙，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教育郎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ldquo;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rdquo;研
究员，南京大学企业家研究所所长，《南大商学评论》副主编。
研究领域为：（1）转型经济学；（2）微观经济学；（3）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为：（1）企业家职
能、企业转型和成长；（2）产业升级与演化；（3）制度变迁、经济转型和发展。
郑江淮教授是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4年），2曾获江苏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评奖一等奖（2003年）、第二届蒋一苇企业改革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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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四、服务业对工业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第二章  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增长：
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考察　一、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演化关系　二、服务业驱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
机制分析　三、服务业驱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据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第三章  服务业发
展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　一、引言　二、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内在机理　三
、基本模型　四、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检验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第四章  长三
角地区吸收服务业FDI的决定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二、文献回顾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处理　四
、计量结果与分析　五、结论　附录一：ADF检验和PP检验　附录二：EG两步法　附录三：判断两变
量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模型第五章  以服务贸易提升长三角地区国际分工地位　一、服务贸易与国际分
工地位的演变　二、长三角地区服务贸易与国际分工的现状　三、以服务贸易提升长三角地区国际分
工地位的路径第六章  国际服务业转移与长三角地区外包中心建设　一、服务业外包中心建设的国际
国内背景　二、长三角地区建设服务业外包中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三、长三角地区建设服务业外包
中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四、长三角地区建设服务业外包中心的对策与建议第七章  长三角地区生产
力布局优化：服务业的协调作用　一、引言　二、文献回顾　三、理论模型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五、结论第八章  服务业城市集聚化与区域服务中心的形成　一、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集聚
化　二、服务业资源在长三角地区城市群中的空间配置　三、长三角区域服务中心的形成　四、区域
服务中心与区域服务业的一体化战略选择第九章  长三角地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与增长　一
、引言　二、相关理论回顾　三、产业集聚与协同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四、相关指标的定义和统计
描述　五、FDI与协同集聚的计量检验　六、协同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检验　七、结论及政策
建议第十章  长三角地区服务业与经济波动　一、引言　二、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与经济波动的基
本事实　三、服务业与经济波动的模型分析　四、实证检验　五、结论第十一章  长三角地区服务业
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　一、引言　二、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和结构变化：描述性统计分析　三、
利用长三角地区的收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四、服务业发展对收入分配效应的作用机制　五、结论　
六、政策建议第十二章  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就业效应　一、前言　二、服务业发展与劳动力就
业：理论回顾　三、长三角地区服务业与就业结构　四、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就业弹性分析与结构偏
离度分析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第十三章  长三角地区服务业与新农村建设　一、服务业促进新农村
建设的理论分析　二、长三角地区农村服务业发展状况的一般性描述　三、长三角地区农村服务业发
展状况实证分析　四、完善农村服务业的政策建议第十四章  服务业对长三角地区人类发展的提升和
优化　一、长三角地区人类发展状况　二、服务业对预期寿命的影响　三、服务业对教育程度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第十五章  体制创新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理论、经验证据及对长三角地区的启示
　一、引言　二、体制创新影响服务业发展的机理　三、相关经验证据　四、长三角地区的体制创新
和服务业发展　五、小结第十六章  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增长差异：基于份额一偏离分析法　一、引言
　二、模型与数据　三、经验结果与解释　四、结论第十七章  在结构变迁中促进服务业发展：OECD
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一、OECD国家服务业发展状况　二、OECD国家服务业发展的动因　三、提
升OECD国家服务业绩效的政策取向　四、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OECD国家经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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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服务业对长三角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的
资源禀赋及所处历史环境的差异，导致其工业化的形式和过程存在着显著差别。
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的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往往是紧随在农业变革之后发生，农业革命可以为其后的
工业化进程提供市场、资金、人力资源等必需的要素，成为工业化进程的催化剂（Lewis，1978）。
在封闭经济中，高水平的农业产出可以通过对工业品需求的创造，来实现对工业化进程的支持，其后
工业部门将以干中学的方式逐渐发展壮大。
相反，在开放经济中，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具有比较优势，将阻碍其自身工业化的实现，并且会促进
其邻近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因为邻近国家在工业品的生产上更具比较优势，如比利时、瑞士等自然资
源贫乏的国家会先于其邻近国家实现工业化。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往往可以通过对工业部门实施保护来促进工业化过程
的实现（Matsuyama，199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类似于加拿大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这类国家在农业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
，同时并未对工业部门采取保护措施，同样实现了工业化。
相关研究发现，在上述工业化过程中，服务部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服务业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以及有效降低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本等途径，促进了工业化进程的实现
（Eswaran，2000）。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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