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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对欧盟区域政策体系的法律基础、历史演变过程、机构设置、目标体系、原则、实施对象、政策
工具、全面管理、政策评估和政策效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
同时，对超国家层次、国家层次和区域层次上的区域政策进行了辨析，对欧盟区域政策与中国区域政
策异同点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此基础上，对欧盟区域政策自身优缺点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充分探讨了欧盟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以及
欧盟在运作其区域政策时可能会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本书《欧盟区域政策及其对中国中部崛起的启示》围绕欧盟区域政策体系展开，最后在对欧盟区域政
策体系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探讨了我国及中部地区
区域政策目前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希望能够为我国区域政策体系的构筑和完善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并为中部地区区域政策的健全和改进也提供—些思路。

《欧盟区域政策及其对中国中部崛起的启示》由李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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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申请欧盟的结构基金项目以及共同体倡议计划和其他项目的资金支持来
确保所在区域和地方的项目获得欧盟资金支持。
他们还要支持区域或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起一定的网络并开展各种合作活动。
他们需要参加当地政府当局的各种工作组和委员会，帮助政府机构按照欧盟的要求开展各项工作。
同时，他们还需要代表地方当局参加欧洲地区协会以及欧洲城市和区域理事会的各项活动，帮助宣传
他们所代表的城市的名字和形象，从而使他们在欧盟的各种区域组织和游说机构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
其他的任务还包括寻找和评估潜在的合作者、支持诸如参与环境和能源项目等其他一些国际活动以及
支持欧洲理事会的项目等。
所有的这些都取决于该区域是否位于欧盟区域政策的目标区域之中、相关的项目是否紧扣欧盟的政治
目标以及区域和地方当局的发展战略。
　　区域和地方政府的这种安排在不同的成员国和不同的政府当局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英国和德国的情况最具有典型性，其他的成员国具体安排则是居于两者之间。
拥有比较成熟的区域或联邦政府体系的成员国的欧盟联络事务由成员国或区域政府当局来完成。
而在那些区域政府不是特别完善的成员国，市政当局则更加偏向于使用他们自己的欧盟联络官。
因此，英国绝大多数的大城市（特别是位于目标2区域中的城市）多年以来一直任命自己的欧盟联络
官。
而这却并不是德国的市政当局所必备的功能。
　　另外，由于相邻的地方政府当局甚至同一个成员国的不同地方政府当局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关系，
它们与其他成员国的地方或区域政府当局之间的合作将会比较有益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不可能是同
一个项目领域的竞争对手。
同时由于存在着不止一个成员国，这样它们联合进行的游说就会更加具有效率，而它们也能从其他地
方和区域的政策和规划思想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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