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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区域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通过分析福建与长崎区域交流与合作历史、区域经济现状、积极

作用 ,提出加强福建长崎经济合作可以通过加强高层交往 ,推进农业、服务业、海洋经济等合作 ,共促两地经济发展 ,

造福两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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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经济是构成国民经济的地域单元或空间体

现〔1〕,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机

制的不断完善 ,区域经济发展、区际关系协调、加强

与国外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地方政府和理论学

界关注的核心 ,区域经济学也以此受到社会的广泛

重视 ,从 1950 年代开始发展的 ,在西方国家 1980 年

代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中国从

1980 年代开始 ,经济学者〔2〕一方面引进国外的区域

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另一方面 ,积极地参与各区域

经济发展战略等具体的实践工作 ,不断地拓展区域

经济的研究空间 ,1990 年代以后 ,面对中国区域经

济实践的深入和区域问题的具体化 ,区域经济研究

注重区域空间经济格局演变、区际经济联系、区域政

策、宏观经济政策的区域效应等问题的研究 ,同时进

行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结构转换与优化、城市经

济、城乡一体化、区域市场建设、城市和区域可持续

发展问题、区域城市与区域形象设计与建设以及区

际间差异、区际分工与合作等诸多方面的研究 ,关注

外资企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企业组织、多工厂企业

区位与空间组织、企业兼并及组建企业集团、跨地区

跨行业的联合与区域产业重组与改造等经济活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

在加快 ,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在中

国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主要研究中国某个地区

如“长三角”或中国与东盟等地域相联地区经济合

作。空间跨度较大区域经济之间如福建与长崎分属

两个国家的地区之间经济合作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

应用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试图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

讨 ,供相关研究者及实践者参考。

二、福建长崎区域经济现状

(一) 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分析

福建省经济自 1949 年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

25 年来 ,发挥自身优势 ,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经

济发展战略措施 ,促使福建经济跨越式发展 ,核心竞

争力持续提升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人民生活水平明

显提高。2004 年 ,福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RMB

6053114 亿元① ,1978 年以来年均增长 1219 % ,比中

国同期的平均水平高 315 个百分点 ,居中国第四位。

“五五”计划后的六个五年计划均实现 GDP 翻番 ,经

济总量在中国的位次由 1978 年的第 22 位前移到

2003 年的第 11 位。人均 GDP 由 1978 年的 273 元

增加到 2004 年的人均 GDP 达到 17218 元 ,超过了

2000 美元 ,达到 2082 美元。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三

次产业的比例关系由 1978 年的 3610∶4215∶2115 调

整为 2004 年 1313∶4716∶3911。总体上看 ,福建经

济社会发展现状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产业结构日

趋合理。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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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快速发展 ,效益质量同步提升。投资规模

迅速扩大 ,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对外经济喜结硕果 ,

外向程度日益提高 ,截止 2003 年福建对外贸易总额

累计达 2434104 亿美元 ,25 年来年均增长 2013 % ,

其中出口额 1403134 亿美元 ,年均增长 1917 %。

2003 年出口和进口总额在中国的位次分别为第六

位和第八位[ 3 ]。

(二) 长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分析

日本国经济较发达 ,长崎县位于日本列岛的西

南角 ,九州西端 ,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隔海相望。

长崎海洋资源丰富 ,全县岛屿众多 (约 588 个) ,约占

陆地总面积 409114 平方千米的 40 % ,海洋面积则

为陆地面积的 25 倍。沿海的无数半岛、小港口、海

角和海湾构成漫长曲折的海岸线 ,总长达 4165 千

米 ,仅次于北海道 ,居日本第二。从事渔业的劳动力

占全县总劳动力的 5 % ,居日本第一。渔港数居日

本第一 ,渔产量全国第二。长崎服务业发达 ,特别是

旅游业发展水平高。长崎旅游资源丰富 ,位于县北

部西海岸的西海国立公园是著名风景区。横跨长

崎、熊本两县的云仙国立公园更以其春天的杜鹃花、

秋天的红叶、冬季的冰霜和温泉而闻名于全日本。

据统计 ,每年到此旅游的人数都在 2200 万人左右 ,

大大超过本地人口 (长崎县人口约 15312 万) ①。长

崎也是日本现代工业的发祥地 ,长崎的造船业早已

享誉世界 ,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无论技术还是产量

均居世界前列。

(三) 福建与长崎合作的现状

福建省与日本长崎于 1982 年结成友好省县 ,到

2004 年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两省县在经贸、科

教、农林、水产、轻工业、交通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

流与合作 ,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 ,福建

省与长崎县贸易总额已达数千万美元 ,长崎县企业

还在福建省兴办了长福石材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

福建省 - 长崎经济混合委员会每年都轮流在两地召

开。1980 年代福建省从长崎县引进甜瓜、枇杷、葡

萄品种 ,试种获得成功 ,并在福建省内外推广。1990

年 ,两省县开辟了福州 - 长崎的海上直达航线。

1997 年发展为福州、厦门 - 长崎的货运集装箱航

线 ,厦门 - 长崎货运临时包机航线试航〔4〕。20 多年

来 ,福建与长崎人才交流紧密 ,福建省先后聘请长崎

县水产、农业、造船、电焊等专业专家和日语教师来

福建省工作和讲学 ;福建省接受了长崎县政府八名

官员来福建省学习中文 ;福建省内几所大学接受了

长崎县一百六十五名自费留学生、进修生来福建省

学习 ;长崎县共接收了福建省二百六十七名留学生、

进修生到长崎学习水产养殖、汽车维修、果树栽培、

造船、建筑、林业、计算机、环保等专业知识。可见福

建与长崎两地合作不仅时间长 ,而且涉及面广。

三、福建长崎经济合作的可行性

(一) 福建与长崎经济合作积极作用

加强福建与长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双方甚至

对中日两国都有积极作用 ,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 ,有利于双方市场扩大。加强两地区域合

作组织以后 ,可以使两地企业市场扩大 ,通过两地扩

大至中日两国市场及其他国际市场。第二 ,贸易创

造良好效益。通过加强两地贸易合作 ,在条件许可

情况下进行相关的税收优惠 ,成本高的产品被伙伴

城市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 ,原来由本地生产的 ,现在

从伙伴地进口 ,新的贸易得到创造。从生产角度讲 ,

本地成本高的产品被伙伴地成本低的产品所替代 ,

资源使用效率提高 ;从消费角度讲 ,使本地在该项产

品中的消费开支减少 ,这两项所得使国民福利提高。

第三 ,促进未来中日自由贸易区或中日韩东盟自由

贸易区成立。

(二)福建与长崎悠久历史关系

长崎是日本国距离中国最近的城市 ,由于地理

上的优势 ,长崎自古以来一直同中国有着密切的交

往。从公元 607 年开始向当时的中国派遣的外交使

节“遣隋使”和其后的“遣唐使”,通过长崎海域的壹

歧、对马、五岛三岛过渡到大陆 ,长崎凭借着有利的

地理条件 ,起到了外交和通商的窗口作用。17 世

纪 ,日本进入江户幕府时代几乎全部停止了同外国

的交往。长崎成了当时日本唯一能够同中国从事贸

易往来的港口。江户幕府设置了“唐人屋敷”(专门

为中国人设置的居住区) 。后来 ,由于来长崎从事贸

易活动的中国人相当多 ,常常使“唐人屋敷”爆满 ,不

得不将供中国人居住的区域逐步扩大。中日贸易最

盛时 ,整个长崎地区的人口只有 5 万左右 ,而来自中

国的商人就达到了 1 万之多。孔庙则是长崎现存最

大的凝聚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物 ,也是日本唯一的

孔庙。在长崎市内 ,还有兴福寺 (又称南京寺) 、关帝

堂和中华街以及其他与中国文化交流历史见证。早

在中日邦交恢复之前 ,长崎县议会就通过决议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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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复交。1972 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 ,该县积

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1982 年与中国福建省结为

友好省县关系。中国于 1985 年 5 月 ,在长崎开设了

总领馆 ,并开辟了上海至长崎的定期航班。

(三)中国与日本区域经济互补性

日本的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 ,1975 年进入了以

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5〕。中国二十年

来经济发展强劲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维持

增长的重要支撑 ,为日本经济借出口拉动复苏提供

了重要的外需市场 ,这在日本被称之为“中国特

需”〔6〕。据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提供的资料 ,“中国特

需”对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拉动至少在 1 %。未来 5

年到 10 年 ,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可能还会比现

在增加一倍。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往 ,还有利于抵

消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压力 ,在新的基础上形成分工

体制 ,使双方受益。中国劳动力成本大约是日本的

1/ 20 ,吸引了大量日本企业来华投资 ,以获取更高效

益。日本企业也不会轻易放弃中国这个 13 亿人口

的市场。同时 ,中日贸易某种程度上还表现为日本

的“企业内贸易”〔7〕,也就是日本的母公司将生产设

备、零部件等出口到在华子公司 ,子公司再加工成制

成品返回母公司。由于中日双方在经济上仍存在较

大差距 ,利用好日本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 ,以及其

在企业管理、金融改革、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验 ,推

动中日两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对两国人民都有

好处 ,稳定发展的中日经济关系有利于维护两国人

民的根本利益。福建与长崎两地经济也可从两国、

两地经济互补性中获益。

四、福建长崎经济合作的
机遇与挑战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快 ,甚至超过了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速度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参与多

边贸易机制时也参与到不同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中。目前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 WTO 成员 ,同时

从属于各个不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于排他

性的区域一体化实质性安排 , WTO 成员的基本态

度是容忍或欢迎。从更广泛意义上看 ,区域性组织

和多边性行动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可以互相补

充 ,而不是互相排斥。正如经济学家诺斯所说 ,“有

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成长的关键 ,一个有效的组织

在西欧的发展 ,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8〕。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形态从低级到高级划分为关税同盟、自

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货币同盟、经济与货币联盟、完

全经济一体化六种形态。目前影响面比较大、涉及

优惠范围比较广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欧洲联盟

(EU) 、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等。中国与东盟

自由贸易区也将在 2010 年成立 ,加强中日自由贸易

区或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是两国发展必然需

要。福建与长崎两地经济合作对于两地经济一体化

可能趋势、未来两国可能实现经济贸易一体化也将

是有益的。

(二) 福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

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合作与竞

争势头强劲的新形势 ,福建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

区的战略构想〔9〕,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立足福

建山海资源得天独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

日臻完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社会事业更加进步的

现实基础 ,在国际和国内发展的大格局中找准福建

的位置 ,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实力竞争中掌握发展的

主动权 ,赢得竞争优势 ,加快发展步伐 ,使战略机遇

期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时期。福

建提出遵循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战略布局的理

论和方针 ,突出福建作为区域经济联结点的重要地

位 ,积极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更大范围、更广领

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国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

争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将推进与其他经济区的

对接 ,加强分工协作 ,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福建经济

实力 ,发挥福建作为内陆地区出海口的重要功能。

海峡西岸经济区实现需要福建省进一步加强与国

内、国外相关地区的经济对接 ,为福建也为长崎经济

界提供更大的空间。

(三) 中日关系出现新变化

1970 年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 ,两国经济

关系获得长足进步 ,日本曾经连续 11 年成为中国最

大的贸易伙伴 ,并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 ,

日本还是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最多的国

家。近年来 ,中日经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去

年两国的贸易额虽然创下新高 ,但增幅则低于中欧、

中美贸易。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 ,日本的位次已从

长期占据的第一位下滑至第三位 ,落后于欧盟和美

国。2004 年 ,韩国对华实际投资已达到 6215 亿美

元 ,首次超过日本对华投资。日本对中国提供的政

府开发援助 (ODA) 中的日元贷款 ,不仅数额从 2000

年以来逐年下降 ,而且日方对中止贷款的日期也有

了时间表。导致这些新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 ,其中有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国与国之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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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发展的动力在于互利 ,由于中日经济存在很大

的互补性 ,从中长期看 ,中日经济关系还会向互惠互

利的方向发展 ,两国经济关系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进一步发展中日经贸合作 ,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

益。中日关系对福建与长崎的关系有一定影响 ,只

要两地加强交流 ,可以增进友谊 ,可以共谋两地两国

的持续发展。

五、福建长崎区域经济合作的措施

(一) 加强两地政府高层交往

区域经济的合作往往需要区域政府高层重视 ,

福建与长崎空间上有一定距离 ,通过加强两地高层

交往 ,深入互相了解 ,有利于增加经济合作意向。长

期以来 ,福建与长崎两地政府官员对两地经济合作

高度重视 ,两地高层交往持续进行。1982 年 10 月

16 日 ,原省长马兴元与长崎县前知事高田勇正式签

署了福建与长崎县缔结友好省县关系的协议书。据

不完全统计 ,20 年来 ,双方通过友城渠道累计互派

团组和人员 523 批、8486 人次。其中福建派出团组

和人员 229 批、3877 人次 ,接待对方来访团组和人

员 294 批、4609 人次。福建先后派出 37 个由省级

领导率领的友好或经贸代表团访问长崎县 ,长崎县

历届知事、议长也先后率团对福建进行友好访

问〔10〕。高层间的互访 ,有力地推动了两地国际交

往 ,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促进了双方在各个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今后还可继续加强。

(二) 推进两地人才互动

人才是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加强两地

人才交流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引进日本文

教和经济技术专家 ,派遣人员到日本进修培训 ,是福

建学习借鉴日本先进经验 ,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的有效途径。据不完全统计 ,20 多年来 ,福建通

过友城渠道从日本聘请了 100 多名外国专家、学者

来闽讲学、任教、提供技术咨询或指导。他们带来了

国外科技前沿信息 ,帮助指导福建人员攻克了许多

技术难题 ,提高了福建企业的经济效益。此外 ,根据

福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特点 ,

先后向日本派遣了国际交流人才 ,专业涉及造船、农

业、水产、林业、建筑、环保、医学、金融、管理等 10 多

个门类。长崎高层次人才来闽交流科研合作项目 ,

这些人员回国后 ,大多成为各行业的骨干 ,他们把学

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经

济效益相当可观。但总体上看 ,双方高层次人才交

流人数还是偏少的 ,今后可以在合作的领域及人员

进一步加大加快。

(三) 继续两地文教体育交流

文体交流有利于增进区域之间人民的友情 ,从

而有利于经济合作的开展。20 年来 ,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 ,两省县科教文化交流活跃 ,友城关系不断扩

展 ,城市之间、大学间、研究站所之间的友好关系陆

续建立 ;友谊不断加深 ,长崎县政府和友好人士多次

为福建贫困山区教育事业或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捐

款捐物。通过友城渠道 ,迄今为止 ,福建先后聘请长

崎县专家来福建工作和讲学 ;长崎县官员来福建学

习中文 ;据不完全统计 ,福建各级各类学校先后与日

本友城结为友好校际关系约 20 多对 ,双方留学人员

人数不断增加 ,他们回国后 ,利用在对方所学的专业

和知识 ,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为推动两省县的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1982 年来 ,福建歌舞团、杂技团、木偶剧

团、京剧团等文艺代表团共 13 批、192 人次赴长崎

县进行文化交流。1987 年长崎县管弦乐团 113 人

也来福建访问演出。福建青年女排、武术、高中足

球、龙舟代表团共 4 批 ,72 人次赴长崎交流 ,长崎龙

舟队和武术代表团也赴福建访问、交流。教育、文

化、体育的交流 ,进一步推动了两省县的友好关系促

进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四) 推进福建长崎经贸合作

福建长崎友城交流促进了经贸合作关系。在与

长崎县的友好交往中 ,双方本着“互利互惠、优势互

补、谋求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 ,开展两省县在多领

域的合作。自 1982 年来 ,福建每年都组织专业考察

团访问长崎县 ,长崎县也相继派团访闽 ,商讨两省县

产业合作的可能性。福建长崎县经济混合委员会每

年轮流在两地召开 ,至今共举办过 15 次。多年来 ,

通过友城渠道 ,促成了福建一大批对外经贸科技合

作项目。来自长崎、冲绳等友城的企业在福建兴办

了 21 家独资或合资企业 ,总投资金额达数亿美元。

近几年来 ,福建先后在日本举办了 20 多场展销会、

推介会和投资说明会等 ,成交额达数千万美元。此

外 ,在每年“5·18”海交会、“6·18”项目成果交易会和

“9·8”投洽会等大型招商活动中 ,日本友城都积极派

人参会、设展 ,促成了福建与友城对口企业签订一大

批合作协议或意向书。未来两地经贸中的工业企业

的合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五) 加强两地农业合作

农业在区域经济合作之中的比重较少 ,但受益

的人口面除农业从业人员外 ,农业经济发展 ,直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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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区域人民的消费质量。农业在福建经济总量中占

13 %左右 ,长崎农业技术水平较高 ,福建长崎两地农

业合作历史较长 ,20 多年来福建引进枇杷、甜瓜、葡

萄等品种 ,并向长崎、冲绳县等提供了甘蔗、花卉、蔬

菜等 28 个品种的种植技术。长崎县农业专家中山

忠治先生 1985 年以来多次到福建指导农业种植 ,在

福建建立了第一家巨峰葡萄种植基地 ,并为巨峰葡

萄的推广做出很大努力。2003 年 ,福建全省种植巨

峰葡萄 518 万亩 ,年产值 115 亿元 ,其产量和产值都

占福建葡萄种植的 80 %。他还引进许多果树栽培

品种 ,协办柑桔园 ,推广数万亩 ,使数以万计的山区

农民通过种植葡萄、柑桔脱贫致富。2004 年 3 月 25

日 ,福建省农科院与日本长崎县综合农林试验场在

福州签署科技交流备忘录。规定从 2004 年 4 月 1

日到 2008 年 3 月 31 日 ,双方将重点围绕农作物可

持续生产技术、亚热带及温带果树的品种及栽培技

术、耐热性家畜及牧草的生产技术等领域开展技术

交流 ;分别由福建农科院与日本长崎县综合农林试

验场、果树试验场及畜产试验场每年互派 3 位研究

人员到对方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未来两地农业

合作空间还很大。

(六) 加强旅游环保经济合作

旅游业是现代化一个重要环节 ,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 ,旅游需求越来越大。长崎旅游业发达 ,旅游

开发水平较高。福建旅游开发水平总体较弱 ,但也

拥有丰富旅游资源 ,如武夷山、厦门鼓浪屿、湄洲妈

祖文化、泉州海丝文化等 ,正积极建设闽南商贸滨海

旅游区、闽北生态文化旅游区、闽中商务休闲文化旅

游区等旅游带。如何以市场促销为手段、旅游节庆

活动为载体 ,塑造区域旅游形象 ,规范旅游服务 ,形

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 ,不断开发旅

游产品 ,延伸旅游产业链 ,促进旅游业结构调整、转

型和升级等方面 ,福建可以进一步加强与长崎合作。

20 年多年来 ,福建与日本友城在旅游、环保方面的

进行初步交流与合作 ,1980 年代福建就开展了日本

长崎和冲绳两县来闽旅游包机业务 ,两县游客占了

来福建的日本客源的相当一部分 ,开辟了福建旅游

的国际新市场。自 2001 年以来 ,福建连续组团赴日

本长崎、冲绳县等开展旅游滚动促销活动 ,使日本游

客每年均突破 10 万人次。在环保方面 ,福建与长崎

签署环保合作与交流备忘录或合作意向书 ,开展治

理大气污染、环境检测、人员培训等合作 ,取得了较

好成效。环保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保证 ,加

强两地环保合作研究 ,最终有利于两地经济合作长

远利益。

(七) 加强海洋经济合作

福建与长崎海洋资源丰富 ,加强海洋资源合作

对两地区域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海洋经济一般是

指人类以海洋资料为劳动对象而进行的各种社会经

济活动 ,特别是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海洋及沿海

区域将进一步成为人类活动的空间。18 - 19 世纪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开发海洋经济尤其是港口经

济 ,增强国力并以此为依托对世界进行殖民掠夺 ,20

世纪美国、日本的发展与其进行海洋经济研究开发

建设是分不开的 ,中国台湾省、香港及新加坡与韩国

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与他们进行海洋经济研究和开发

也是分不开的。因此加强两地海洋经济合作是促进

两地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日本造船专家稻井秀穗

先生根据福建与日本长崎县的友好协议 ,为福建造

船业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他指导福州马尾造船厂

仅耗资 48 万元就把 015 万吨的船台改造成了 2 万

吨级的船台 ,节约资金 300 万元 ,2001 年福建第一

艘 3 万吨出口德国集装箱货轮诞生。双方今后可以

加强科学规划海洋产业布局 ,综合协调各类海洋资

源开发 ,逐步形成海岸带、海岛、近海、远洋等多层次

的海洋开发格局。合理开发利用滨海石英砂、建筑

陶瓷、地下热水等资源 ,加快与海洋密切相关的海盐

及海洋化工、海洋机械等产业的发展 ,力争在海洋生

物工程、海洋能、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等领域有重大

突破。

(八) 加强其他服务业合作

20 年来福建服务业取得很大进步 ,已占经济约

39 % ,但与长崎县服务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双方合作

空间较大。福建未来需要大力发展物流、金融、会

展、会计、律师、公证、保险、咨询、电信以及社区服

务、农村服务等服务业 ,重点建设福州、厦门、泉州物

流枢纽中心、若干个重要物流节点和一批现代物流

园区、现代化大型物流配送中心 ,构建不同能级的现

代物流配送圈 ,发展第三方物流。进一步发展地方

特色金融 ,丰富金融市场产品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

促进各类金融市场发展 ,实现经济、金融良性互动。

坚持政府推动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 ,培育市场定位

准确、科技含量高、影响面广的大中型专业展会 ,不

断提高会展业的产业化、市场化水平。这些都可以

积极借鉴长崎及日本国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 ,

加强相关行业对接及合作 ,使双方在合作中受益。

双方还可加强在市政建设 ,城市改造等方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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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来发展趋势

未来福建经济将进一步对外开放 ,根据中国入

世承诺 ,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 ,大力削减非

关税措施 ,继续执行多领域的开放承诺 ,银行、保险、

旅游、分销、建筑、教育、医疗等众多领域开放程度不

断提高。这将使福建作为新兴市场、投资地的优势

得到进一步延伸 ,这将为长崎、为日本企业优化调整

全球布局 ,继续利用福建生产要素优势提供机会 ,促

进福建长崎区域经济合作取得新发展。未来发展福

建长崎区域经济合作关系 ,要在已有良好合作的基

础上推陈出新 ,不断拓宽合作领域 ,要贸易与投资相

辅相成、相互促进 ,进一步加强双向投资合作推动两

地整体经贸合作发展。在继续扩大传统的产业、技

术、人才合作的同时 ,积极推进两地企业、研究机构

在更多领域的联合研发与合作 ,共同开发具备国际

竞争力的新产品 ,共同开发第三市场。通过加强对

话、合作解决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

情况 ,推动两地经贸合作关系取得新发展。两地区

域经济合作未来可能受中日关系影响 ,希望通过两

地经济合作是为推动两国建立更加良好关系提供物

质基础 ,通过加强文化交流、高层交往加强两地人民

与政府互信 ,为两地更好经济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之 ,福建与长崎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 ,两地

通过深入交流 ,开展更多元合作 ,并拓展到多个领

域 ,共同应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挑战 ,加强更多方面合

作 ,包括贸易、金融自由化的对策、环境节能和循环

经济、农业海洋经济提升、人才的培养与交流、地方

市政建设、防治传染病、老龄化社会的对策、发展新

兴企业、安全生产等 ,共同促进福建长崎两地、中日

两国经济发展 ,造福于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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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istrict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Fukien and Nagas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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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District economy cooperation is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unification ,through analyze the district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histo2

ry , present condition of economic district , positive effect of Fukien and Nagasaki。Bring up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economy cooperation of Fukien and

Nagasaki ,such as to enhance the high layer come2and2go , to push forward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agriculture , servicing business , ocean , etc. To2

gether promote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of Fukien and Nagasaki ,it will benefit the people of Fukien and Nagas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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