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2939

10位ISBN编号：750973293X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戚本超,景体华　主编

页数：357

字数：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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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内容概要

　本书揭示了区域联动与统筹发展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东部业
有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产业结构的提升、转型创造了条件。
目前东西
部经济出现的增长差，有利于调整期我国经济的“软着陆”，是我国“中求
进”、深入改革的必要战略路径。
本书从五个层面展现了2011年全国一棋、 区域互补性改革全方位突进的特色。

2012年，对我国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份，也是重大战突破期的发力年份。
一是，以科学的国土空间开发规划为主导，区域将更注重差异化的策略。
二是，在发达国家提出“重回制造业”的国际形势下．国，应抓紧调结构，促转型，打牢实体经济基
础，并加大金融改革与创新力度三是，区域改革将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努力探索社管理创新，将成为各区域改革创新、奋力拼搏的又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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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 世界经济大格局的变化 （一）进入后金融危机阶段，发达经济体国债危机发酵
，经济复苏步履艰辛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虽然在各国启动政策刺激下，有效缓解了经济
的大幅下滑，但是，并未从根子上破解危机。
三年多来，其深层次的问题仍在发酵，从希腊，到爱尔兰、葡萄牙，再到西班牙和意大利，欧洲等债
务危机国的解困方案迟迟出不了台，美国的债务风险也越来越大。
美国政府债务余额已经接近GDP的100％，远远超出60％的国际警戒线；美国政府赤字亦超过了GDP
的10％。
其实希腊政府赤字也不过11％，美国的债务困局与欧债五国几乎处于同一个水平。
2011年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美国AAA级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下调一级至AA+，
评级前景展望为“负面”。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丧失3A主权信用评级。
 要解决欧洲经济困局，如果从债务国和欧洲整体出发，首先，需防止本次债务危机国出现债务违约。
这需要用欧洲的优质债券买下希腊等国的全部债务，然后再用这些优质债券进行融资。
实际上是在欧洲内部实行债务转移，即将债务危机国的风险由整个欧洲国家分担。
其次，债务危机国还要实行高强度的紧缩政策，即收缩本国财政支出，整改国内经济结构，削减冗杂
体制，逐年扭转国家财政盈亏。
虽然这是欧洲债务国的根本出路，但是，在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偏高、通胀势头明显的情况下，民
众的反对浪潮强劲。
总之，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再看美国的困局：21世纪以来，以基准利率长期保持低位，错误地鼓励家庭大量借债购房，由于金融
体系缺乏合理监管，最终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由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而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以政府名义借债，援助大型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大量支出刺激经济，将
原来私人部门的债务危机转移到了政府。
美国目前的整个国家负债过高，超过正常承受水平，也处于一种难以解决的境地。
 综合观察：经历了几个世纪，堪称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和稳定秩序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已经处于一种多
方运筹帷幄，却无治理良策的尴尬境地。
应对危机不力反映了政府经济战略和领导力的失败。
高失业、高赤字与高债务，由此而引发美国和欧元区民众几乎同时发生信心崩溃。
应该说，原来“不可一世的资本主义”现在却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陷入了“望不到头”的困境。
 2012年1月第42届达沃斯论坛，“大转型：塑造新模式”成了此次年会的主题。
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的2600余名代表，公开提出“反思资本主义”，不仅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提出
严厉批评，甚至还对“改造资本主义”、“重塑资本主义”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世界发达经济体正面临着一次大转变和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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