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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世界形势正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一大批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壮大，使国际格局不断向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进。
由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组成的南亚区域合作联
盟，其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3亿，已成为新兴国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南亚各国是中国的近邻，中国人民同南亚各国人民有历史悠久的深厚友谊。
近年来，中国同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新发展。
中国和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日趋频繁，经贸合作不断增加，文化交流丰富多彩。
中国并已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员。
和平，友好，互信，合作，是中国和南亚各国关系呈现的四大可喜的特点。
了解南亚，研究南亚，更成为中国各界人士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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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内容包括南亚各国是中国的近邻，中国人民同南亚各国人民有历
史悠久的深厚友谊。
近年来，中国同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新发展。
中国和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日趋频繁，经贸合作不断增加，文化交流丰富多彩。
中国并已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员。
和平，友好，互信，合作，是中国和南亚各国关系呈现的四大可喜的特点。
了解南亚，研究南亚，更成为中国各界人士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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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从事南亚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现任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和南亚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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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信息技术作为目前世界发展最快、影响面最广的高新科技，极大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以美国为例，信息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5．8％上升到目前所估计的8．3％。
信息技术每一方面的进展都在创造新的市场，都在拓展现有市场，并提高各企业和各产业的经济效率
。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1984年，信息产业的产值只有100亿元人民币，经过20年的发展，2004年中国信
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2．65亿元人民币，出口2000亿美元，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产业。
虽然信息产业在2000年由于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而遭受了重创，但是世界信息产业在这场波动中
仍然保持着增长的势头。
在进行全行业大调整的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产业全球化和规模化，信息产业也表现出明显的全球
化趋势，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梯度转移步伐也开始加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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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11月24-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云南省政府在北京联合举行“第三欧亚大陆桥西南通道建设国
际学术研讨会”，出席此次会议的除中国的学者和云南省政府官员外，还有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
加拉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的学者，本书作者陈继东、文富德也参加了会议，文富德还
作了关于第三欧亚大陆桥西南通道建设对印度经济发展影响的大会发言。
会议主题是研讨建设第三欧亚大陆桥西南通道的相关问题，与本书第七章第三节所讨论的云南省建设
陆路贸易通道问题直接相关，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开展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正得到中外学者
越来越大的关注。
参会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和大会发言及相关讨论，对我们思考相关问题启迪颇多，促使笔者重新审视对
云南省建设陆路贸易通道问题的看法。
为此，笔者于2009年1月11～21日赴云南省相关地区专门就通道状况进行了实地考察，收获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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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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