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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沿边开放与加强跨国区域合作研究》

内容概要

《提升沿边开放与加强跨国区域合作研究:以CAFTA背景下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为例》主要收录了
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总体思路调整、合作建设与开发地缘经济区的数量规模与地域布局调整、合作
开发地缘经济区的协调机制调整、强化地缘经济区的生产性功能并提升其辐射带动作用的策略调整、
地缘经济区开发与经济走廊建设相结合的实践思路拓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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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黎鹏，广西桂平人，广西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区域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区域经济、产业
经济、企业管理及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与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广西区域科学学会副会长、广
西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广西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推介评选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区域经济
发鼹与管理、组织环境评估与发展战略、企业发展与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具有多
学科交叉整合的复合型专业结构和教学科研工作阅历。近10多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教育部哲社研究重大澡题攻关项目子课题1项，参加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和自科基金项目5项；丰持或参加省部级项目、地方政府和企业委托项日20多项，为企业或地
方政府提供咨询、策划等服务20多项；出版或发表学术沦著120多篇部，《边境区位价值形成演化机理
及其开发利用模式研究——以中国与东盟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带为例》、《区域经济协间发展研究》、
《广西与周边区域协同发展的理论与策略研究》、《论地缘经济区的合作开发与实线策略调整》、《
中越合作开发人力资源的现状、前景和支持条件分析》、《论广西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建设思路
与对策》等10多项成果获优秀成果奖，其中省部级（政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省
级学会一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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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提升沿边开放与加强跨国区域合作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第一节提升沿边开放与加强跨国区域
合作的研究背景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与地缘经济地位重要性的上升 二、世界空间经济系统的
形成与中国—东盟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 三、中国—东盟处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核心地带 四、我国
区域发展战略的“叠加”与相互作用 五、中国西南边境地带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地缘关系 第二
节提升沿边开放与加强跨国区域合作的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与科学价值 二、现实意义与应用前景 
第三节本书的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标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第二章相关研究成果的回
顾与述评 第一节地缘关系与地缘经济的相关研究 一、地缘关系、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二、我国的地
缘关系与地缘战略 三、简要评价与思考 第二节边境区位研究述评 一、边境区位研究综述 二、简要评
价与思考 第三节提升沿边开放的相关研究 一、提升沿边开放的一般性研究 二、针对特定边境地区的
提升沿边开放研究 三、简要评价与思考 第四节边境合作与跨国增长三角研究述评 一、边境合作研究
综述 二、跨国增长三角研究综述 三、中国西南边境合作开发研究综述 四、简要评价与思考 第五
节CAFTA建设问题研究述评 一、对CAFTA建设背景的研究 二、CAFTA建设的动因、意义与效应分析 
三、CAFTA的建设实施与主要困难 四、简要评价与思考 第三章经典理论依据及其应用探讨 第一节区
位理论及其应用 一、区位理论的含义 二、工业区位理论与海港区位理论 三、区位理论在加强边境跨
国区域开放合作中的应用思考 第二节区域分工理论及其应用 一、区域分工简释 二、比较优势理论及
其应用思考 三、资源赋予理论及其应用思考 四、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及其应用思考 第三节系统理论及
其应用 一、系统理论内涵简析 二、系统理论在边境跨国区域合作开发中的应用思考 第四节协同理论
及其应用 一、关于协同学的基本原理 二、协同理论在边境跨国区域开放发展与合作开发中的应用思
考 第四章沿边开放与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条件、特征与原则 第一节沿边开放与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
基本条件与障碍因素 一、跨国区域关系的特点 二、沿边开放与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条件分析 三、沿
边开放与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障碍因素 第二节沿边开放与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主要特征分析 一、伴
随地缘经济区形成发展的必然性与动态性 二、跨国区域开放与合作开发活动的地缘政治关联性 三、
开放合作形式与内容的多样性与层次性 四、开放与合作开发目标的共赢（要求）性 第三节沿边开放
与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基本原则 一、比较优势与互利共赢原则 二、相互尊重与沟通协调原则 三、经
济与政治分离原则 四、与国际或地区性合作框架相接轨的原则 五、统筹规划与务实渐进原则 第五章
西南边境地带开放与合作开发的区域背景 第一节东盟区域的自然与人文背景 一、东盟区域的自然格
局 二、东盟区域的人文格局 第二节中国—东盟合作的东亚区域背景 一、现状：经济关系密切但整体
合作关系较为松散 二、动因：影响东亚合作的因素较为复杂 三、趋势：东亚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必
然性 第三节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 一、东盟及其目标与宗旨 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与发
展 第六章西南边境地带跨国区域的区情基础与合作开发条件分析 第一节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与经济
发展区情基础 一、区位与区域范围 二、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区情基础 三、相关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
概况 第二节西南边境沿边开放与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条件 一、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与地缘人缘条件 
二、资源与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互补共生性 三、良好的口岸与交通联系对接条件 四、良好的动力机
制 五、cafta建设进程提供的推动力量与制度保障 第七章西南边境经贸联系与跨国区域合作现状 第一
节边境贸易的发展与存在问题 一、中越、中缅、中老边贸现状特点 二、边境贸易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现状评析 一、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位置与范围 二、澜沧江—湄公河
次区域的合作机制 三、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成果 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困难与
问题 第三节边境地带跨国区域合作发展的主要趋势 一、CAFTA合作进程日益推动边境跨国区域合作
的趋势 二、中越两国积极推动“两廊一圈”建设的趋势 第八章提升开放与合作开发的模式构建及其
功能整合 第一节增长极发展与口岸特色经济建设相融合模式 一、增长极理论简释及其应用途径 二、
增长极的选择与布局 三、增长极发展与口岸特色经济建设的良性互动 第二节“增长三角”发展与地
缘经济区合作开发相融合模式 一、“增长三角”式地缘经济区开发的相关理论问题 二、合作开发地
缘经济区的普遍性效应及现实意义 三、西南边境“增长三角”式地缘经济区的构建 第三节点轴开发
与跨国经济走廊建设相融合模式 一、点轴开发模式在跨国区域中应用的可行性 二、中国西南边境跨
国区域点轴开发框架的选定 第四节跨国城市体系与城市经济区构建相结合模式 一、城市体系及其与
区域的相互作用 二、跨国区域城市体系与城市经济区的构建 第五节不同模式的功能整合与“复合模
式”的构建 一、不同模式的特点与功能分析 二、“复合模式”的构建与时空布局 第九章以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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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加快地缘经济区的合作开发 第一节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实践成果与存在问题 一、
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基本现状与主要成果 二、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主要存在
的问题 第二节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实践策略调整 一、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总体思路
调整 二、合作建设与开发地缘经济区的数量规模与地域布局调整 三、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协调机
制调整 四、强化地缘经济区的生产性功能并提升其辐射带动作用的策略调整 五、地缘经济区开发与
经济走廊建设相结合的实践思路拓展 第十章引导要素流动重组加快边境地带的合作开发 第一节要素
流动重组相关理论问题 一、现阶段影响要素流动及其地域组合的主要因素 二、现阶段要素流动的主
要特点 三、现阶段要素流动过程中的地域组合新形式 四、要素流动组合的主要规律 第二节实证研究
：以中国广西与越南边境的合作开发为例 一、要素流动组合基础：良好的经济互补性与通联条件 二
、加快中国广西与越南边境地带合作开发的对策途径 第十一章加强提升沿边开放与跨国区域合作的保
障体系建设 第一节战略与规划层面的跨国协调体系建设 一、西南边境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战略目标 
二、战略与规划层面的跨国协调措施 第二节组织运作层面的跨国协调体系建设 一、建立组织协调职
能机构的探讨 二、建立健全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协调机制与协调措施 第三节基础设施保障体系建设 
一、边境地带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基础设施要求 二、西南边境跨国区域基础设施的协同建设措施 结
语 一、基本结论 二、研究创新 三、不足及遗留问题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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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地域分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
人类经济活动按地域空间进行的一种分工形式，分工与合作相互依存、相互给对方以保障与促进，并
通过分工与合作提高效率、增进效益其直接原因是区域之间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经济结构、生产
效率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与比较优势，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优势互补，获得最佳的整体效益和个体（
地区）效益。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发展到今天，其基本观点可归纳为地域分工发展论、地域分工竞争论
、地域分工协调论、地域分工合作论、地域分【效益论和地域分工层次论6个方面。（1）地域分工发
展论，主要强调地域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确定（或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
发展方向，有效地避免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问题；（2）地域分工竞争论，主要认为区际之间必然会
为了自身利益而对有限资源及市场展开竞争，从而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整体效益的提高，但前提
条件是要有统一的区域市场与保证公平竞争的政策、制度等“规则”；（3）地域分工协凋论，强调
由合理分工实现资源配置在区域之间的优化重组，使区际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区域人口、资源、环境
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保持高度和谐统一的自组织状态，利于形成高级有序的区域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
；（4）地域分工合作论，认为分工与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分工是合作的前提，合作利于分工的更好
实施和区际专业化的发展，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使区域之间实现优势互补、优势共享或优势叠加，由
此获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合成效益”，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协作（或一体化）区域在上一级区域巾
劳动地域分工的地位和作用；（5）地域分工效益论，强调以发挥区域优势为前提的地域分工与合作
，这种分工合作有利于提高效率和整体效益；（6）地域分工层次论强调建立有序的地域分工层次体
系，高层次上的地域分工对低层次上的地域分工有指导和制约作用，使地域分工实现纵向上的有序性
和有效性。 笔者认为，前述关于资源赋予的差别与区域比较优势，是区域之间进行劳动地域分工、优
势互补与联合发展的重要依据，在资源赋予差异与比较优势清晰或可预见的基础上，就可以科学地组
织合理的区域分工与经济或产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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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提升沿边开放与加强跨国区域合作研究:以CAFTA背景下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为例》以CAFTA建
设背景下的西南边境跨国区域合作开发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推进CAFTA进程与西南边境地带有序协调
发展的实际需要、边境区位及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等研究基础与相关经典理论等为依据，探讨沿边开放
与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基本特征、相关条件与基本原则等，对西南边境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条件和区
情进行评析，研究提出西南边境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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