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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吸引着各种学科理论的关注。
总的看来，不同的理论兴趣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二是如何从中
国的发展中生成不同的理论发现。
前者重在印证，后者力于创新，都是在寻求对人类社会发展更全更新的解释。
由于中国的发展是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变迁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中国的发
展具有明显的“转型”特点。
从转型的视野来对中国的变迁进行探讨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可望对人类世界的
发展理论做出突破性的建树。
　　有关社会转型的理论所涉及的三个重要的关键词值得在此一提：即转轨、过渡和转型。
　　“转轨”（transit）是一个基本的社会转型概念。
它本是取自“转车换乘”的意思，被用来形容经济系统运行方式的改变。
转轨一般就是指经济的运行方式从计划走向市场，即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市场调
节为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
这是20世纪最后10年里发生的影响全球经济的一场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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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吸引着各种学科理论的关注。
总的看来，不同的理论兴趣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二是如何从中
国的发展中生成不同的理论发现。
前者重在印证，后者力于创新，都是在寻求对人类社会发展更全更新的解释。
由于中国的发展是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变迁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中国的发
展具有明显的“转型”特点。
从转型的视野来对中国的变迁进行探讨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可望对人类世界的
发展理论做出突破性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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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过制定反垄断法等措施来削弱和阻止垄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而在我国，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政企关系尚未真正分离，企业并非独立的经营者，地方政府和相关
职能部门可以通过有效的行政直接干涉来影响企业竞争，致使企业竞争实际上成为一种地方政府的横
向竞争。
在政府纵向的行政隶属关系中，每一个地方政府在执行上级政府相关政策或规定的同时，从自身利益
出发，努力创造自己更大的发展余地，追求自身发展目标。
而通常的做法是行政直接干预企业的发展，竞相发展税高利大的产业，且实施一定的保护措施，这种
政府干预的结果就是在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中，造成重复建设、重复布局的发展态势，破坏了企业
竞争的公平性，严重制约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2.2 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流动不畅　　各种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流动和重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
本质要求。
而在行政区经济运行状态下，生产要素的流动主要集中在纵向行政区之间，联系相对密切，而行政区
间的要素流动不甚畅通，横向经济发展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各省区工业自成体系的原有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时期生产要素的横向
流动；第二，重复建设减弱了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流动；第三，发育程度较低且不平衡的市场体系，
易于受地方政府干预而导致市场向“切块”甚至“切末”方向演替，造成市场的肢解现象；第四，区
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容易导致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本地市场的严加保护，限制生产要素的正常流
动。
　　2.3 行政区经济呈稳态结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
，既有纵向流动，有又横向流动，且横向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这说明我国的市场发育呈现地区市场、部门市场、行业市场林立的发展格局，而地区市场又呈现逐步
扩大的态势。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跨界区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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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