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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世界银行东亚研究丛书的第四卷，该丛书是由日本政府和世界银行资助的对东亚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

本项研究在1999年开始启动，目标是根据全球和区域的变化找出最有希望的发展之路。本卷《全球变革与东亚政策倡议》

包括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考察了《东亚创新  未来增长》一书已经提到的一些关键制度缺陷。本卷作者探讨了一系列

深奥的主题，从货币和金融合作、贸易和协调引起的区域问题到公共支出、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法律体系、高等教育和

融资这样一些问题。他们也为东亚经济体提供了广泛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政策选择。即使不是全部，某些主题与东亚的所有

国家都有关。这两卷都是《东亚创新  未来增长》的补充，它们适合于研究者、学生和决策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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