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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报告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竞争力经济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人文地理
学等学科的理论为一体，充分运用数理分析、空间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
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起比较科学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及数
学模型，对“十一五”期间中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的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比较分
析和评价；同时，还根据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按照兼顾这三个区域指标数据的可
获得性原则，建立了港澳台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及数学模型，并对2006～2010经济综合
竞争力进行评价比较。
通过对不同区域的比较分析，深刻揭示中国不同类型和发展水平的省级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特点及
其相对差异性，明确各自内部的竞争优势和薄弱环节，追踪研究全国、省域、直辖市、自治区及港澳
台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演化轨迹和提升路径，着力为增强中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和港澳台地区经济
综合竞争力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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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扩优。
优势指标是支持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上升的重要动力，在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中处于基础地位。
在北京市处于中游区的四级指标中，都有一些持续上升和跨区段跃升的指标，显示了较强的上升活力
，要特别注意加强对这些指标的重点扶持和培育，尤其是对那些接近上游区的指标更要精心扶持和培
育，帮助其尽快上升为优势指标，如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增长率、人力资源利用率
、现金投入量、财政支出对CDP增长的拉动、工业从业人员增长率等。
优势指标中有一些指标波动较大，特别是跨区段跃升的指标中处于持续上升状态的很少，多数稳定性
不强，容易大起大落，要特别注意加强对这部分指标的扶持和培育，不断增强其稳定性，如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最终消费率等。
　　（3）补短。
劣势指标是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中的“短板”，不仅制约竞争优势的形成，而且还对其他上升指标的
上升动力产生抵消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说，补短就是增高，减劣也是增优，劣势指标每减少一个，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整体
水平也会随之提升一步。
一般来说，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越靠后，四级指标中的劣势指标就越多。
从提升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内在动力要求来看，补短成为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
要注意针对不同指标的不同性质和特点，着力帮助那些处于上升趋势的劣势指标增强上升动力，如工
业增加值增长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个体私营企业数增长率、查处商标侵权假冒案件等，及时改变它
们所处的劣势地位，促进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

编辑推荐

李建平、李闽榕、高燕京主编的《十一五期间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12版）》融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竞争力经济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为
一体，充分运用数理分析、空间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建立起比较科学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及数学模型，对“十一
五”期间中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的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比较分析和评价；同时，
还根据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按照兼顾这三个区域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建立
了港澳台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及数学模型，并对2006～2010年其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评
价比较。
通过对不同区域的比较分析，深刻揭示中国不同类型和发展水平的省级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特点及
其相对差异性，明确各自内部的竞争优势和薄弱环节，追踪研究全国、省域、直辖市、自治区及港澳
台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演化轨迹和提升路径，着力为增强中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和港澳台地区经济
综合竞争力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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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