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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运行与发展的突出特征，它在为世界各国创造广阔竞争舞台的同时
，也使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明显增强。
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已经成为各国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生产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客观上决定了各国
的国际分工格局必然是不断深化和细化；贸易全球化——世界市场为全球性贸易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有
利的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投资全球化——国际投资自由化已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政
策目标；金融全球化——各国间的融资渠道日益扩大，管制逐步减少，各国的金融命脉更多地与国际
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今已遍布
世界各地，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的积极运作，为各地所关注。
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自由流动，有力地提高
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了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
是西部地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其意义是深远的。
　　1．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有助于西部地区资源优势的发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内容概要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运行与发展的突出特征，它在为世界各国创造广阔竞争舞台的同时
，也使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明显增强。
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已经成为各国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研究》对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开发战略作了深入研究。
从开放战略的选择上看，西部重点应考虑的问题主要包括：选择切合实际的招商引资模式；选择有地
方独特优势的重点产业；选择有强力拉动效应的重点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发挥当地中介组织商、协会
在西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与功能；理顺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在对外开放中的关系；明确政府在对
外开放中的社会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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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西部对外经济关系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特点显现出其多元化的风格
。
从物质文化层的起居、饮食、服饰到精神文化层的风俗、信仰、艺术等都能体现出这种多元性。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为主体，传统的经济类型为农耕，但是其文化综合体的特点
却与东部农业文化差别很大，游牧经济、刀耕火种农业、水田稻作农业现在仍然存在。
虽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外交流较多，但地理环境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与内地
和其他地区各民族的更为广泛的交往和联系。
“聚族而居”、“大杂居、小聚居”现象仍旧存在，这也使得各民族间的交流以及民族问题的协调出
现了一定难度。
　　藏传佛教一直是青藏地区最大的宗教，但是在云南，各民族信仰的就不止是藏传佛教，佛教的其
他派系如梵文经典系佛教、汉传佛教等在此地都有很多信徒。
其次是傈僳族、苗族、彝族等信奉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伊斯兰教在云贵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此外，在西南地区更为广泛而又深入民间生活的宗教还有道教，它与各个民族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相结
合，形成来源更为庞杂的新的民族文化类型。
道教自身的灵活多神等特点使之非常易于与西南少数民族原有的信仰文化相结合，彝族、苗族、纳西
族等都有很多道教的信奉者。
巨大的文化差异成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现实基础。
　　3．西南地区对外交往的优势　　西南地区有着较长的边境线和海岸线，是我国对外交往最为便
利的地域之一。
整个西南地区与邻近国家的边境线超过5000公里，其中西藏与缅甸的边境线超过180公里，云南与缅甸
的边境线长1997公里，与老挝的边境线长710公里，与越南的边境线长1353公里，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
长10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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