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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白皮书(2012)》由秦瑞齐主编，结构严谨，内容新颖。
《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白皮书(2012)》共有四篇二十章，主要内容是：创新口岸与港口运
行模式；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合作；天津港口功能向腹地延伸研究；企业家与专家专论经济发展与合
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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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天津口岸、港口创新与无水港战略研究 第一章导论 一、选题背景 二、研究意义 三、主要术语
界定 四、研究思路 第二章国内外重要港口功能延伸述略 一、国内外重要港口发展概况 二、国内重要
港口功能延伸现状分析 三、国内外重要港口功能延伸的影响 第三章天津港建设内陆无水港的成效分
析 一、天津港推动无水港建设的自身优势 二、天津港推动内陆无水港发展的成就 三、主要经验与需
要克服的问题 第四章在黄河区域推广无水港建设模式的战略价值 一、无水港对沿海港口发展的联动
作用 二、无水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 三、黄河区域无水港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五章内
陆地区无水港港口功能拓展的创新思路 一、无水港的惯常运作模式 二、国际无水港建设经验 三、可
供选择的创新思路 第六章港口功能延伸的项目建设模式选择 一、“政府推动+企业配合+项目示范”
的项目建设模式——以无水港的阶段性成就为例 二、“企业自发推动型”的项目建设模式——以集装
箱班列项目的不景气为例 三、建议 第七章天津港口功能向黄河区域延伸的社会经济效益——以宁夏
石嘴山 惠农无水港为例 一、无水港社会经济效益的研究思路 二、惠农无水港概况 三、惠农无水港的
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四、惠农无水港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五、提高无水港社会经济效益的几点建议 
第八章加快天津港与黄河区域无水港建设的保障措施——以无水港为例 一、进一步加大政策的支持力
度 二、统一规划，有序推进无水港建设 三、进一步优化和拓展无水港系统网络 四、加强电子口岸、
信息一体化的建设与合作 五、推进无水港从运输枢纽发展为综合物流平台和服务中心 六、加强统一
组织管理和人才培养 七、进一步拓宽思路，加大宣传力度 参考文献 第二篇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黄河
区域经济竞合发展政策研究——基于区域专业化分工视角 引 言 第一章区域专业化的内涵及其与竞合
发展的关系 一、区域专业化的含义和边界界定 二、区域专业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三、区域
专业化与竞合发展的关系分析 第二章世界典型区域专业化形成历史分析 一、典型发达国家区域专业
化道路分析 二、典型新兴工业化国家区域专业化分析 三、对中国区域专业化发展的启示 第三章滨海
新区与黄河流域区域专业化发展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一、区域专业化发展现状 二、区域专业化水平
的影响因素 第四章区域专业化形成过程及机理分析 一、区域专业化形成过程的理论推演 二、区域专
业化形成的机理分析 第五章区际协调分工的理论体系构建 一、区际协调分工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的保障 二、区际协调分工的阶段性 三、区际协调分工的政策取向 第六章区域竞合发展模式的评价
与创新 一、区域竞合发展模式 一、区域竞合发展模式的评价 三、区域竞合发展模式的创新 第七章促
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黄河流域经济竞合发展的策略 一、竞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竞合发
展的战略构想 三、竞合发展路径的政策设计 参考文献 第三篇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合作与发展研究 引 
言 第一章天津市金融业的发展演进 一、天津市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一、天津市宏观金融结构特征 三、
天津市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创新 第二章黄河—滨海区域媒九省区金融业发展概述 一、山东省金融业发
展概述 一、河北省金融业发展概述 三、河南省金融业发展概述 四、山西省金融业发展概述 五、陕西
省金融业发展概述 六、内蒙古自治区金融业发展概述 七、宁夏回族自治区金融业发展概述 八、甘肃
省金融业发展概述 九、青海省金融业发展概述 第三章黄河—滨海区域金融业发展比较 一、区域金融
发展指标和结构指标比较 二、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因素分析 第四章区域金融合作理论及国
内实践 一、金融合作的概念、内容与特征 二、金融合作理论 三、国内区域金融合作实践与经验借鉴 
第五章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合作的必要性 二、黄河
—滨海区域金融合作的可行性 三、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合作现状 四、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合作发展
的制约因素 第六章促进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合作与发展的对策研究 一、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合作发
展的目标与原则 二、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合作的突破口 三、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合作发展的模式 四
、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合作发展的机制 五、系统构建公共服务平台，为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合作提供
基础支持 六、加快建立金融业联盟，以加强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合作 七、发挥天津金融业比较优势
，促进黄河—滨海区域金融合作 参考文献 第四篇论文集萃 加快北方经济中心建设服务黄河流域经济
发展 以无水港为载体加快建设腹地物流网络为促进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努力建设国际一
流口岸服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扩大对内开放深化区域合作促进黄河—滨海区域共赢发展 港口功能延
伸与区域合作发展 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与取向 加快宁夏石嘴山陆港建设搭建沿黄经济带连
接东部的快速通道逐步打造国家级经济开发开放区、新材料产业聚集区 黄河流域、滨海新区与东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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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合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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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助推滨海新区的腾飞 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发展目标是：经过15年左右
的13.5%滨海新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一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制造和研
发转化基地；建设成为服务辐射能力强、运转效率高的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建设成为
具有综合竞争能力和世界影响力，服务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改革创新先行区；建设成为以近代史和
滨海生态为特色的国际旅游目的地以及宜居的现代滨海城市。
到2020年，新区生产总值达到10000亿元，年递增l3.5%，口岸出口5000亿美元以上。
 通过实施天津港黄河区域无水港战略，加强滨海新区与黄河沿线省、区交流极其重要，具体来说，表
现在“三个有利于”。
 第一，有利于增强滨海新区产业辐射能力，带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首先，滨海新区可以充分发挥极化优势，在优势产业的形成和壮大的过程中，通过延伸产业链的方式
与黄河沿线省区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打造一批全国领先、世界知名企业和产品，力争形成若干围绕
优势产业或优势产业的产业集群，既为滨海新区自身的产业发展夯实基础，也为黄河沿线省市和周边
地区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
其次，对黄河沿线不同地区，滨海新区的产业联系重点将不同。
滨海新区与陕西产业联系的重点可以是加强陕西的高新技术合作；与山西内联的重点是加强地理资源
的合作；与青海、甘肃等比较落后的西北地区的内联重点是加强通道建设，提高大宗货物的国际贸易
服务能力以及产业的专业对接，最后，形成以滨海新区为龙头的蛇形辐射格局。
 第二，有利于滨海新区转变产业发展模式，从单一目标向多元目标转化黄河与滨海新区经济的合作。
首先，将优化滨海新区的产业功能取向，重点培育有自主创新潜力的高端核心功能，把一般性、基础
性产业功能重点向黄河沿线西部地区疏散；其次，将改变滨海新区植入式的发展模式，强化内生力量
，培育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体系。
滨海新区的产业发展应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将带动区域发展作为第一目标，实现规模扩张、功能提
升，带动多元目标的有机统一。
 第三，高水平的研发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源和足够大的市场做支撑，通过内陆无港，加深加强滨海新区
和黄河区域的经济合作，将使得滨海新区大企业集团有能力立高水平的研发平台，从而加快核心技术
的开发，形成强势技术创新主体，为天津海新区早日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区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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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白皮书(2012)》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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