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9>>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9>>

13位ISBN编号：9787030257598

10位ISBN编号：7030257596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廉水 编

页数：58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9>>

前言

　　《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9》已是“中国制造业研究报告”的第六辑，它既保持了前五辑的
风格，在大量运用权威数据的基础上，顺着总体评价、区域分析、产业和企业研究的思路进行了系统
的研究阐述，也有了几点不同，主要是：　　“新型制造业”在连续五辑作为第一章的内容进行不断
延伸和深入的研究阐述之后，在《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8》中已经形成稳定的框架、明晰的理
念和丰满的内涵，今年不再作为正文进行阐述。
　　今年报告中所涉及的原始数据资源，以及我们整理的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包括中国）的相关资
料，均作为附表提供给各位读者，以方便大家查阅。
　　在今年的报告中，新增加了“中国制造业：国际比较研究”一章，专门就中国制造业的经济创造
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资源环境的保护能力与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全球主要制造
业国家的“制造业综合竞争能力”（新型化程度）进行了评价与排名，今后我们会加大国际比较研究
的分量，努力提升国际比较的深度。
　　在以往的研究报告中，我们都将主要内容翻译为英文供国外同行们参考，但因为今年的《中国制
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9》直接出版了完整的英文版参加国际图书展，因此，在本期研究报告中不再将
主要内容翻译为英文。
　　从《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4》开始，我们的研究始终贯穿着“新型制造业”的理念，不断
探索科技支撑和引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在这五年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见证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创造能
力、科技创新能力和资源环境保护能力等快速提升的事实，我们希望这份研究报告能够在建设创新型
国家、推进自主创新的进程中，成为准确反映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轨迹的研究报告。
　　在今年的报告写作过程中，杜占元同志已经担任科技部副部长，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主编，并向所
有关心和支持《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他表示他会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这份研究报告，继续提供一些见解和建议，并祝这份研究报告越来
越好！
祝中国的新型化道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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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9》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资源约束与自主创新的中国制
造业发展路径研究”（70873063）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03JZD0014）的后续研究成果，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4、2005、2006、2007、2008）
后的第六辑研究报告。
　　《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9》回顾了中国制造业30年发展的成就、经验和教训，评价了中国
制造业发展的“新型化”程度，预测了未来十年中国制造业总量成为世界第一的时点、预测了中国制
造业资源消耗及污染治理的前景状况，点评了中国制造业“十大强省”、“十大强市”，评选了中国
最受尊敬的30家制造业企业，述评了2007年国内外研究制造业的学术文献，推荐了最值得阅读的国内
外各10篇优秀学术论文，同时推荐了30年来最值得阅读的30篇论文及10种学术期刊。
　　《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9》是一部研究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年度报告，是一部汇集中国制造
业发展数据的工具书，是一部国内外研究制造业发展学术动态的导读书。
　　《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09》适合政府机关决策人员、企业领导、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的研
究人员以及关心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所有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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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廉水，男，1957年10月生。
江苏泰州市人　　1978年3月～1982年1月，东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
～1987年，东南大学科技哲学专业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996～1999年，清华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
专业毕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曾在江苏省泰县俞垛知青农场务农，1982年毕业留东南大学工作，先后任社会科学系副主任、经
济学系主任、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其中，1990～1992年，由省委组织部派往
江苏省建湖县任科技副县长）；2004年经过公推公选，任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2006年经公推公选，
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
技术创新中心教授；长期从事技术经济及管理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已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
学术论文100余篇，2004年以来合著年度《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
　　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省政府决策咨询奖；合作获得教育
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获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办公室颁发的“国家中长期
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重要贡献”荣誉证书；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中国优秀技术经济教育家”；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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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指标设置的综合性　　制造业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涉及的范围广、综合性强，指标的设置应
弥补传统制造业统计体系反映资源环境成本能力较弱的空缺，包括有关制造业活动对自然系统的影响
。
　　4.指标设置的动态性　　制造业发展程度评价指标，应体现静态与动态的统一，具有时间和空间
变化的敏感性；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当能够反映一般、突出重点；指标选择应能够与时俱进，把符合新
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的制造业发展看做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进行考察，把“新型制造业”进程放在特定
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中作出科学评价。
　　5.指标设置的简明性　　制造业发展涉及面较宽，其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应尽可能从多
角度出发构建指标体系，以免遗漏重要信息。
但构建过程中必须避免相同或含义相近以及相关性较强的变量重复出现，做到简明、概括、实用，尽
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适当选一些辅助指标。
　6.指标设置的一致性　指标设置应当和评价目标具有一致性，不是也不可能建立一套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指标体系。
针对区域进行评价时，指标设置时从总量、效率、潜质、对地方贡献等方面出发；针对产业进行评价
时，则侧重从均量、效率、潜力等方面考虑，避免新兴产业因发展时间短、规模不够大而出现评价偏
差。
　　1.1.3 三维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评价指标的定位和指标设置原则，本节主要是构建并进行中国制造
业总体评价和各行业评价指标。
评价中国制造业发展，我们从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资源环境保护能力3个方面选取51个指标
，通过专家咨询和因子分析方法，测评和选择了19个指标，构建了综合反映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各
行业制造业“新型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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