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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区域经济开放:制度转型与经济增长效应》汇集了作者赵伟所提出并主持的一个系列研究之第二
阶段工作的部分成果。
该系列研究的主题是“中国区域经济开放”。
以“中国区域经济开放”为主题，但将考察的重心移往经济开放的效应上。
由书名即可想到，本书所要聚焦的中国区域经济开放效应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制度转型，另一个是经
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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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2年在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年至1993年间两度赴英国进修，先后在剑桥、曼彻斯特等
大学深造。
研究涉及国际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世界经济及欧美经济史等多个领域。
多次应邀赴欧洲国家讲学或从事研究工作。
曾任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TH)、苏黎士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等欧洲著名大学客座教
授。
兼任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浙江省委政研室等政府研究机构特邀研究员，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
”第一层次学科带头人之列。
主持过十多项国家及省、部级单位立项研究课题。
在《世界贸易杂志》(Geneva)、《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经济学家》等中外重要学术期刊上
发表中、英文论文100多篇，学术随笔数十篇，出版专著及教材多部。
多篇论文被SSCI收录或被《新华文摘》等权威刊物转载，《温州力量》、《贵州与瑞士的比较》等学
术随笔曾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代表性论文有：《跨国并购与中国企业“走出去”》(2004)；《区域开放：中国独特的模式及其未来
趋向》(2002)；《温州模式：作为工业化范式的一种理解》(2002)；《中国入“世贸”：承诺与前景
》(英文，1998)；《大国规模：中国外贸扩张与管理的新环境》(1997)；《中国外贸：扩张的动力与前
景》(1999)。
代表性论著包括：《现代工业社会与经济体制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干预市场》(经
济科学出版社，1999)；《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政策取向与典型案例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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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已论及，经济开放在一国国民经济层面与区域经济层面的内涵不尽相同。
区域经济层面具有&ldquo;二重开放&rdquo;内涵。
由此对于开放与制度转型的关系，既可在国家总体层面考察，也可在区域经济层面，以一种&ldquo;二
重开放&rdquo;的视野考察。
　　若从区域层面之开放二重视野切入，关于开放的制度转型效应，则有两个并行的机制：一个是区
域经济对外开放效应发挥的机制；另一个是区域经济彼此开放形成的机制。
无论前一个机制还是后一个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制度差异。
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中外尤其是中国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制度差异是不容置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任何地区的对外开放或日国际化，经济交易都可能产生积极的制度转型效应。
　　关于对外开放的制度转型效应，我们早先的研究（赵伟，2001）鉴别出了两个效应，分别
为&ldquo;示范效应&rdquo;和&ldquo;开路机效应&rdquo;。
前者主要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具体说来，一家外资企业在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建立与运营，对于该地区关联企业或者同业企业，都
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或学习的范式，包括企业产权与管理制度，其示范效应显而易见。
不仅如此，外资企业的建立还要求东道地地方政府创造适宜的&ldquo;制度环境&rdquo;，包括对外资
（实质上为私人资本）产权的保护、税收制度的调整，亦即政府一企业关系的规范，等等。
就促成东道地区这些制度环境的变革来看，说外资具有制度上的&ldquo;开路机效应&rdquo;，一点也
不过分。
不仅外资，外贸业也具有类似的制度转型效应。
对于此种效应，有研究（杨亚琴，2002）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作了较系统的梳理。
其中，宏观上主要包括了财产关系与所有制结构、政府管理体制与宏观调控机制、财政货币政策、劳
动分配制度等。
微观上包括企业产权制度建设、经营管理机制、居民就业方式、消费结构、投资者兴起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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