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创新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4130379

10位ISBN编号：7514130373

出版时间：2013-4

出版时间：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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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

内容概要

《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创新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从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
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软环境优化六个方面，探讨了城市圈（群
、带）一体化的机制问题，并得出了系统的见解。
《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创新研究》是第一次对武汉城市圈乃至其他的城市圈（群、带）
一体化发展的机制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具有开创性。
其研究见解不仅对武汉城市圈的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全国其他城市圈（群、带）
的一体化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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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个层面是对中国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长
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
银温泉、才婉如（2001）以路径依赖理论为分析工具，指出我国地方市场分割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特有
的现象，以财政大包干、大量国有企业事实上的地方所有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性分权是其深层次的体
制原因。
在此基础上，她们从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等方面提出了消除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政策建议。
戴学珍（2002）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现状，指出了目前京津区域
市场不完善的原因在于存在众多市场壁垒，并据此提出了促进市场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史晋川、谢瑞平（2003）在分析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动因和条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和探讨了长三角经
济一体化的市场基础，并从制度层面、产业层面和都市连绵带三方面揭示了长三角市场一体化发展的
趋势，并从政府改革、企业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促进长三角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对策建议。
徐现祥、李郇（2005）以1990～2002年间的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长三角城市经
济协调会的成立、运行，地方市场分割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阻碍作用已下降了近50%。
保健云（2006）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指出区域发展政策的相互协调配合、产业与产业集群的跨地
区分工合作、公共投资跨地区优化配置是推进发达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关键。
马骥（2008）研究了环渤海地区市场一体化进程，指出对外开放水平、地方政府行为、国有经济比重
等都是影响环渤海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的重要因素。
 近些年来，随着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的建设与发展，对这些新兴城市圈的研究
也随之逐年增多。
尤其是自2002年湖北省委、省政府开始提出建设“武汉城市圈”以来，对武汉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研
究成果不断涌现。
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课题组组长毛汉英、湖北省社科院陈
文科、武汉经济研究所沈金华等专家学者对武汉城市圈经济一体化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这些成果大多发表在《湖北社会科学》、《学习与实践》等武汉本土期刊上。
 （三）国内外研究评价 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认真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的研究成果有如下几
个特点： 第一，总体来说，国外研究市场一体化的成果大多包含在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中，专门研究市
场一体化进程的成果则相对较少。
这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经济体制较完善，每个国家内部的市场一体化水平
都很高，促进其经济一体化更多的是拆除国家之间国界所形成的壁垒，所以促进其市场一体化进程的
举措更多的是操作层面。
因此，国外专门研究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理论成果相对较少也不足为奇。
 第二，在当前的研究中，我国许多研究人员对经济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以及相关概念常常混淆使用。
如目前经济一体化与市场一体化两词常常相互替代使用，好像这两个词语是同义词。
不可否认这两个词语词义相近，但事实上这两个词语有着细微的差别。
弄清这些差别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城市圈市场一体化研究存在明显的“冷热不均”现象。
主要表现在对长三角、珠三角等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圈研究成果较多、较完善，但对武汉城市圈、
长株潭城市群等新兴城市圈的研究成果仍相对较少，但发展较为迅速。
 第四，当前对武汉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一体化的方式、方法上，尤其是宏观层面
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如五个一体化的研究，但对武汉城市圈市场一体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
在这些仅有的研究成果中，从机制理论的角度去研究武汉城市圈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成果几乎还是空白
。
机制理论是近些年来备受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新兴经济理论，尤其是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美国3
位研究机制理论的经济学家后，机制理论更成为经济学工具箱中的热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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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嗣明、刘希、李志扬、罗金阁编著的《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创新研究》以武汉城市圈
为研究对象，从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软
环境优化六个方面，探讨了城市圈（群、带）一体化的机制问题，并得出了系统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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