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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堡建设立法研究》

内容概要

《桥头堡建设立法研究》运用区域经济学和法学的理论与方法，借鉴国内外通过立法促进区域发展的
成功经验，提出对上争取国家立法、对虾加强地方立法、对外开展国际立法合作、对内强化国内立法
合作，为桥头堡建设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立法保障，并就云南的地方立法如何适应桥头堡建设的要
求，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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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晏友琼，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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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区域发展立法的经济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存在的基础，也
正是由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产生了区域发展立法的需求。 对什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至今仍然没有
一个统一的认识标准。在国外，著名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的观点得到西方学者普遍认同
，他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一书中提出：“我们建议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a process)，又
是一种状态(a state ofaffairs)。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各种措施；就
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各种形式差别待遇的消失。”国内学者认为，经济一体化是指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内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和共同的经济调节，向
结成一体的方向发展。一般根据国家间的协定建立，有共同的机构”。还有学者给出了更详细的解释
：“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地理上邻近的国家或地区，为了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加强经济联系
与合作，相互间通过契约和协定，在区域内逐步消除成员国间的贸易与非贸易壁垒，进而协调成员国
间的社会经济政策，形成一个跨越国界的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等自由流通的统一的经济区域的过
程。其目的是通过区域经济组织，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分工协作，更有效地利用成员国的资源，获取国
际分工的利益，促进成员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从低到高排列，可
分为优惠贸易安排（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的经济一体
化等6个发展阶段。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与之
脱离，中国也正在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桥头堡建设之所以能够提出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
次，同中国与“一洋四区”国家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是密不可分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与东盟和中国与南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1.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
国与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标志是2010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
盟的简称，建立于1967年，现有10个成员国。其总面积4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3亿。东盟是中国的近
邻和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历来重视维护和发展与东盟国家的睦邻互信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
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欧盟经济合作的巨大成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最新发展，给东盟自由
贸易区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同时也给东盟形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促使其加速实现内部的一体化。中
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济迅猛发展，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但在国际上
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为给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开始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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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桥头堡建设立法研究》编辑推荐：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是中央统筹国
内国外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完善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加快桥头堡建设，需要立法支持和保障。

Page 6



《桥头堡建设立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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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