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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年学术丛书·经济·转型与跨越：“十二五”时期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研究》系统研究和阐
述了“十二五”时期跨越式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战略背景、战略意义、理论基石、战略目标、总体
路径和具体方法，并选择纺织、装备制造、新能源、物流等四个产业展开差异化案例研究，得出了一
系列具有较强实践意义的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独创性的观点，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较高借鉴价
值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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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江涛，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长期从事产业和区域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研究。
在《中国工业经济》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等各类文摘类期刊、
报纸和内参转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著有《产能过剩——问题、理论及治理机制》等。
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十二五”规划重大课题、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重点课题、国家能源办课题及中央企业课题等多项。
参与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重大课题研究多项。
曾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连续两届获国家行政学院优秀科研咨询成果奖。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CSPE)副秘书长、国家节能中心专家、西安交通大学中国
能源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河北金融学院兼职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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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十二五”时期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战略背景和战略意义
　第一节　我国产业竞争力基本评价
　　一、产业竞争力的基本界定
　　二、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
　　三、国际比较下的我国产业竞争力现状
　第二节　“十二五”时期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战略背景
　　一、我国正在跨入资源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并存的经济发展阶段
　　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动力
　　三、国际金融危机凸显出我国继续通过传统模式和路径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道路已经进入了死胡同
　　四、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将为“十二五”时期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奠定一定基础
　第三节　“十二五”时期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战略意义
　　一、产业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二、提高产业竞争力是在“十二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内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动力
　　三、提高产业竞争力是“十二五”时期打造“产业强国”的关键
　　四、装备制造业对我国“十二五”时期产业竞争力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新能源产业的产业深化创新滞后将对我国未来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构成严重的威胁
第二章 “十二五”时期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石
　第一节　传统产业竞争力理论批判
　　一、传统的产业竞争力理论存在着发展中国家产业竞争力提升的经济伦理悖论
　　二、传统产业竞争力理论中，在竞争优势的存在性和多层次性之间有着巨大矛盾
　　三、在传统产业竞争力理论的具体应用中，注重国际比较的“外向性”，而忽略了在国际先进产
业标准下国内生产生活需求高级化引致的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内生性”要求
　　四、传统竞争力理论存在目标状态的理想化和具体路径的复杂性之间的巨大矛盾
　第二节　产业深化理论——打造新的产业竞争力理论基石
　　一、产业深化理论的理论基础
　　二、产业深化的基本内涵和表现形式
　　三、产业深化理论的提出对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重大意义
　第三节　产业深化创新指数体系基本构成
　　一、选择产业深化定量分析指标的原则
　　二、产业深化创新指数体系基本构成
　　三、产业深化发展程度的比较方法
第三章　“十二五”时期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目标
　第一节　产业分类和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
　第二节　“十二五”时期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目标
　　一、“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竞争力目标设定原则
　　二、“十二五”时期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目标内容
第四章　“十二五”时期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路径和方法
　第一节　产业深化创新：“十二五”时期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
　⋯⋯
第五章　推进产业深化创新，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案例研究
参考文献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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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比如，1999年的《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和《工商投资领域制止重复建设目录
》；2000年的《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等。
“九五”期末，产业结构比例失调的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国内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率8.3%，结束了“短缺”经济时代。
　　进入新世纪，我国逐渐从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走出来，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升周
期。
然而，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从长期角度看，我国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对产业政策
的要求越来越高。
“十五”计划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际竞争力增强”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产业政策围
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国家政府对“九五”期间颁布的一些政策规定进行了修订，2002年4月，国务院公布的《指导外商投资
方向规定》正式实施。
　　党的十六大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我国产业政策实践指明了方向。
国务院于2005年12月颁布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明确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产业结构调
整的目标、原则、方向和重点。
200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它由鼓励、限制和淘
汰三类目录组成，其余为允许类。
国务院于2006年3月和2007年3月，分别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和《关
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底发布了我国首份关于产业集群的专项政策，在规范和引导我国产业集群有序发
展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国产业政策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效果越来越显著。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颁布的各项政策法规文件来看，我国产业结构政策与产业深化创新政策是相
互融合在一起的。
这一点可以从90年代以来制定政策规定的倾向中看出来。
1995年制定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从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档次、对资源环境影响程度等
方面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
2002年4月，制定《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
截至2008年底，1995年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分别在1997年、2002年、2004年、2006年
和2007年进行了5次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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