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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天津市国际贸易学会和天津海关联合组织的本次“学术研究与调研报告”征文活动得到了广大
作者的热烈响应，应征作品158篇，作者240余人，创历届新高。
经评委隐名评审，会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获奖作品70篇。
现将获得特别奖和一、二、三等奖作品集结出版，以飨读者。
　　题材广泛、重点突出是本届征文活动的显著特点。
　　本次征文是在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
许多作品紧抓这一主题，对其发生的背景、表现形式、产生的影响、发展趋势、我国“三外”应采取
的对策乃至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跨国并购、海外投资等都提出了许多可行
的政策建议，成为本届征文的一大亮点。
　　天津滨海新区列入国家发展战略，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并从天津滨海新区的实际出发
，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这不仅为滨海新区提供了改革开放的广阔空间，也为广大专家
学者和管理人员提供了展示才智的平台。
许多作品从滨海新区的管理体制、产业布局、技术创新、招商引资以及如何当好排头兵等各个角度提
出了许多真知酌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次征文活动得到了天津海关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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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与实践：天津市国际贸易学会2009年征文获奖文集》讲述了天津开发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
展望、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龙头的环渤海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对策研究、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
业的互动发展研究、中国不同技术含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国际比较及趋势分析、全球经济衰退背景
下加工贸易政策的适应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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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特别奖天津开发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龙头的环渤海地区扩大对外开放
对策研究一等奖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研究中国不同技术含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
国际比较及趋势分析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加工贸易政策的适应性调整二等奖金融危机、国际贸易与资
本市场调整趋势——全球与中国我国外贸结构失衡视角下投资倾斜策略探讨浅析跨区域外贸协作的路
径选择贸易便利与贸易管制——以海关贸管工作为视角从对外贸易结构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
响RTA对FDI的影响：存在第三国效应吗？
经济危机条件下理性应对贸易保护“日元亚洲化”与日本贸易投资的亚洲导向发展世界金融危机对我
国的影响与对策——与1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对比分析外资对于中国商品房销售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
资本流动自由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汇率、FDI与中美双边贸易的关系——基于VAR模型分析三等奖金
融危机下我国制造业升级路径及升级后竞争优势获取策略研究从天津加工贸易形势看金融危机对我国
外经贸的影响及启示以天津港为核心、以海关特殊监管区为支点构建滨海新区国际贸易物流大格局的
形势分析和对策性建议新形势下滨海新区吸引与引导外资的机制与政策研究——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
互动、融合的视角天津市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分析及发展对策不同类型国家科技研发对服务贸易产
生不同效应的实证研究我国贸易收支的商品结构分析中印对外反倾销比较：基于对称性指数的分析博
弈滨海新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与技术进步我国对外投资涉税政策问题探析试析金融风暴中的我国离岸
服务外包发展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其应对之策金融危机下中国大型企业风险识别与防范研究
——以中远集团为例金融危机促使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我国对策分析中国的大国特征与贸易战略选
择关于建立天津市外贸综合评价体系引导区县对外贸易科学发展的研讨天津文化贸易发展对策研究日
本进口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及特征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市外贸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建议“肯定列表制度”检
验监管对策研究——以天津食品有限公司为例借鉴世界自由贸易区经验推动中国保税区发展天津滨海
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初探论文优秀奖名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研究与实践>>

章节摘录

　　4.区域开放环境有待进一步提升。
环渤海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行政控制力相对较强，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来自市场的力量和活力
远没有充分释放，经济运行和某些社会经济活动还主要靠政府动员。
特别是区域内地区分割、市场壁垒制约着资源的充分流动和有效配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发达地区
与国际产业结构的水平分工以及与不发达地区的垂直分工，削弱了参与国际市场分工的竞争力。
　　5.多中心格局业已形成且很难打破。
事实上，环渤海地区业已形成京津冀、胶东半岛、辽东半岛“一体两翼”的多中心发展格局，各中心
独立运行、自成体系多于相互合作。
相比之下，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龙头，在产业或技术协作上有很多联系；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
对周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很大。
从客观上讲，环渤海地区目前尚未形成真正具备强大极化和扩散效应的单一增长极，这显然不利于区
域扩大开放的协调推进。
　　（三）环渤海地区扩大开放的空间　　当前，环渤海地区扩大开放具备了四大有利因素。
一是区域经济呈现出加快发展态势。
2006年，地区生产总值已占到全国的26.2％，比2001年提高3个百分点。
二是土地资源及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
相对于长三角、珠三角而言，环渤海地区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更为丰富、能源供给更有保障。
三是区域分工合作呈现新机遇。
京津两大城市的发展定位已经清晰，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启动，辽鲁两省规划提出辽西沿海地区和
黄河三角洲地区要接受京津冀、天津滨海新区的经济辐射，这将有利于促进环渤海地区对外开放整体
水平的提高。
四是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国家层面的有力支持，有利于区域增长极的加速培育。
这些有利因素，都为环渤海地区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有力支撑。
　　除此之外，环渤海地区至少还在六个方面形成了相对独特的开放空间。
一是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创造了开放空间。
环渤海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民营经济比较孱弱，外资参与的行业分布不够均衡。
在推进国有经济改革过程中，多元化股份制改造任务比较繁重，同时也为利用外资嫁接改造创造了空
间。
二是承接研发及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具备了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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