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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竞争性区域是拥有独特“地方品质”的区域，以创新和知识作为其发展的催化剂，竞争性区域的
构建过程体现为集中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战略政策要点和与此相配套实施的多级治理的高效统一。
其中，培育竞争性企业和促进创新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成为构建竞争性区域的战略重心。
地方分权与财政转移、市政联合、公私合营、合同式发展、跨边界治理、地方公务员培训则形成竞争
性区域构建的多级治理框架。
特色产业集群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竞争力提升乃至竞争性区域衍生的催化剂和发动机，而大
学一企业一政府区域三螺旋互动形成培育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空间。
　　伴随着两岸经贸关系30年的发展，两岸经济的互补性和依存度不断提高，海峡两岸的经济整合已
成为大势所趋。
特别是目前两岸政治关系回暖和“大三通”的基本实现，为推动环台湾海峡的海峡经济区迅速崛起，
成为继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之后中国又一重要的世界级竞争性区域
，创造了条件。
基于此，从竞争性区域构建理论视角尝试性探讨海峡经济区竞争性区域构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与现实意义。
　　海峡经济区作为两岸经济整合的独特区域，业已显现出基础设施网络日趋完善对企业可进入性的
改善，闽台教育、研究和企业的合作平台初步建立以及闽台R&D创新合作的深入开展促进竞争性企业
形成；基于台商投资区的闽台产业初步对接，推动台资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初步发育；以海峡西岸
城市群、厦泉漳城市联盟、闽东北翼五市区域协作、闽东北与闽西南两翼协作为试点的区域经济协同
发展初露端倪等竞争性区域特征，未来提升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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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尝试着创设出海峡经济区竞争性区域构建的理论体系，主要涵盖海峡经济区区域邻近性拓展，海
峡经济区教育、研究和企业区域三螺旋合作，海峡经济区市政联合，海峡经济区地方分权与财政转移
，海峡经济区合同式发展，海峡经济区内部公私合营等七方面，这七方面相互关联，彼此促进，共同
演绎出海峡经济区竞争性区域有机衍生的动态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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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转瞬间，自己从繁华喧嚣的大上海来到宁静宜人而柔美祥和的厦门工作生活已近两载。
在细细玩味和逐步融入休闲惬意而又不乏中华文明古韵的闽南文化之余，正值初春万物萌生时节，自
己在经历一番周折后正式告别“蜗居”岁月，乔迁至精心布置的新家，开始感受“候鸟”般长期迁徙
奔波后的归属感和安定。
与此同时，恰逢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将举办“台湾研究新跨越”30周年庆典，值此盛典，忐忑间自己
也尝试着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构思、酝酿和反复斟酌润色后的书稿正式向院庆会务组提交和付梓。
　　海峡经济区构建是海峡两岸近年来较应景的议题，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外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
层面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和探讨。
本书相关研究素材和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地汲取于这些学术先贤的研究积累滋养，可谓“立足于巨人的
肩膀之上”。
而全书思路框架体系则主要发端于自己前年夏天的博士毕业论文和先前开展的相关项目研究。
同时，结合近两年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区域经济学研究团队中的教学和项目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厦
门和台湾参加几次关于海峡两岸区域经济整合发展的学术交流会议，更加激发了自己要尝试着从一个
全新的视角来探究海峡经济区建设的想法。
在此期间，通过在《台湾研究集刊》、《海峡经济》、《产经评论》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关于海峡经济
区建设的相关研究论文，为本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同时，在本书酝酿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海峡两岸呈现出了许多新的区域经济发展现象，例如，两岸“
大三通”、海西建设《意见》出台、福州（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发、两岸四次陈江会、两岸EcFA谈判
启动等，这些新研究素材都被及时吸纳到本书中作为辅助理论提升的案例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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