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区域产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区域产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505883628

10位ISBN编号：7505883623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经济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世泰，梁传松 著

页数：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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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区域产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区域产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烟台对接天津滨海新区研究》是一部将区域产业合作理论与实
践有机融合的著作。
全书在总结提升产业合作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烟台纳入环渤海经济圈的大视野
进行研究。
客观辩证地分析了烟台市产业发展的宏观背景，对接天津滨海新区的区域优势和限制因素，并针对烟
台市与天津滨海新区产业合作现状，结合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提出了烟台市与天津滨海新区产业对
接的目标、思路、具体策略及保障措施。
　　烟台对接天津滨海新区研究课题，由鲁东大学城乡规划研究所、烟台市发改委共同承担，课题的
顺利完成是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者密切协作、联合攻关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课题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次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
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完成的研究成果是高水平、高质量的，提出的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发展战略
符合烟台实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
《区域产业合作理论与实践——烟台对接天津滨海新区》一书的出版，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环渤海地区
产业合作研究的深入，为指导各地区进行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理论工具和实践经验。
对于烟台市各级各部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重大战略机遇，加强与环
渤海区域城市的合作与融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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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泰，男，山东龙口人，教授。
鲁东大学城乡规划研究所所长、鲁东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人文地理与区域规划教研室主任、中国地理
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产业规划。
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及省级等各类科研项目10余项，在《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城市问题》
、《生态经济》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2部，有1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和市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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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区域产业合作的基本理论　　一、区域产业合作定义　　（一）区域经济合作　　区域合
作多指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之间为了各自经济利益的增长，防止或减少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损害，
在经济发展中以一定的方式联合起来，协调行动，互利互惠的区域经济组织形式（吴殿廷等，2003）
。
也有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含义是指“有一定地缘关系即地理区域比较接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
家或地区，为维护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拟定共同的行动准则和
协调一致的政策，甚至通过建立起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实行长期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
节，达成经济乃至政治上的联盟（屈佳，2007）”。
　　区域经济合作能够实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优势互补，或者是优势共享、优势叠加，把分散于各区
域的经济活动有机地组织起来，把蕴藏于各个区域的潜在的经济活力激发出来，形成一种合作生产力
，从而为参与合作的各个区域提供更大的发展机会，使它们获得更大的经济受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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