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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是研究产业经济的一部专著性教
材。
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博采众长，以我为
主，融合提炼，自成一家”为编著的基本
原则，以揭示矛盾、分析矛盾和探索解决
矛盾对策为基本思路，以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为主线，在科学地总结中国产业增长经
验并吸取外国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
和阐明有关产业经济增长的29个重要课题，
以揭示产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本书分为导论和五篇专论。
导论阐明
了两类学科与一化两转、指导思想与研究
对象和经济增长与生产目的。
五篇专论分
别是增长理论、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增
长方式和运行机制。

本书内容丰富，有理论深度，是高等
院校研究生用的好教材，也可作大学本科
用教材，又是一本对于经济理论研究人员
和广大经济实际工作者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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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李悦天津市宝坻县人，1932年
8月生。
经济学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
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顾问，北京市
经济学总会副秘书长。
出版了9本专著和
教材，发表论文百余篇。

主要著作有：《中国工业部门结构》
（第二版）（1988年）、《工业经济》（1987年）；
合著《生产力经济学教程》（1988年）、《现
代组织学》（1989年）、《工业生产专业化与
协作》（1981年）、《管理心理学》（1993年）
和《职业设计与优选人才》（1995年）； 主
编《产业经济学》（1997年）和《企业家成
功之路》（1997年）等。
其中获一项全国光
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二等奖，
四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成果
二等奖，四项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
奖。
他的传略及学术成果已载入《中国社
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和《中华当代文
化名人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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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导论 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
一、两类学科与一化两转
二、指导思想与研究对象
三 经济增长与生产目的
第一篇 增长理论
第一章 经济增长理论与趋势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理论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二、经济增长：共同的追求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
四、经济增长理论的类型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论经济增长
一、马克思有关经济增长的论述
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理论
第三节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流派
一、经济增长的模型论
二、经济增长的结构论
三、经济增长的阶段论
四、经济增长的因素论或来源论
五、简要评论
第四节 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
一、“新增长理论”
二、经济增长与分工演进
三、经济增长与制度演进
四、对经济增长理论新进展的评论
第五节 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
一、现代经济增长的特点
二、经济增长的一般过程
三、现代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
第二篇 产业结构
第二章 结构理论与趋势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理论
一、经济结构的实质
二、产业划分理论
三、结构均衡理论
四、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
五、结构调整机制理论
第二节 西方的结构理论
一、结构演变趋势理论
二、结构调整理论
三、结构演变模式
第三节 中国结构理论的发展与展望
一、趋势分析论
二、机理分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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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状分析论
四、关联分析论
第三章 结构分析方法
第一节 静态分析法
一、投入产出模型的内容和局限性
二、产业结构分析原理及应用
三、产业直接关联效应
第二节 动态分析法
一、结构变动度的测度
二、结构变动趋向的测度
第三节 效益分析法
一、结构的效益分析
二、结构的相似性分析
三、结构演变的稳定性分析
四、相关分析
第四章 产业结构合理化标准和调整目标
第一节 合理化标准
一、符合国情，发挥优势
二、按比例协调发展，增长速度适度
三、建立和完善“两个体系”
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技术进步
五、具有创汇能力
六、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和应变能力
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
第二节 调整目标
一、产业结构协调化的内涵及标志
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涵及标志
三 产业结构协调化与高度化的关系
第五章 世界产业结构的新格局和发展趋势
第一节 世界产业结构的新格局
一、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
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并举
三、国际剥削依然存在
第二节 十大发展趋势
一、新中心取代老中心趋势
二、由“一 二 三”向“三 二 一”转变趋势
三、重点产业选择与转移趋势
四、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不断提高趋势
五、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变趋势
六、军民结合、平战结合趋势
七、由农业国、农业工业国、工业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趋势
八、由以轻工业为主向以重工业为主转变趋势
九、由原料不足向原料有余转变趋势
十、机电一体化趋势
第六章 第一、二、三产业结构
第一节 三次产业结构理论的建立与发展
一、三次产业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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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第克拉克定理
三、库兹涅茨法则
第二节 三次产业的关联结构
一、三次产业的关联及其趋势
二、每次产业的各层次与另外两次产业的各层次之间的相互关联
三、相关结构的关联
第三节 三次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
一、“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转变
二、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因素
第四节 对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现状的分析与展望
一、对我国产业结构现状的分析
二、对今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展望
第七章 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及其发展趋势
第一节 第一产业的地位与作用
一、农业是粮食等基本生活资料的来源
二、农业是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三、农业是原料的重要来源
四、农业是重要市场
五、农业是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
第二节 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及其发展趋势
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移
二、农林牧渔协调发展
三、农工商相结合
四、农业产业化
第八章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及其发展趋势
第一节 第三产业的性质与作用
一、第三产业的性质
二、第三产业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节 发展趋势
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对应关系
二、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的上升趋势
三、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影响第三产业的客观因素
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消费结构的变化
三、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
第九章 民用工业与国防工业结构
第一节 两类工业的地位与作用
一、民用工业的地位与作用
二、国防工业的地位与作用
三、国防工业的任务
第二节 两类工业的联系
一、民用工业与国防工业的联系
二、民用工业与国防工业的比例关系
第三节 两类工业结构合理化的途径
一、在发展民用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工业
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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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经济技术合作，转让科技成果
四、把国防安全与提高经济效益结合起来
第四节 充分发挥三线工业的作用
一、三线工业的现状
二、三线工业的战略地位
三、三线建设对我国宏观工业布局的影响
四、三线工业结构的调整
第十章 重点产业的选择与转移
第一节 重点产业的特征与作用
一、重点产业的主要特征
二、重点产业的作用
第二节 重点产业的转移论与趋势
一、罗斯托和佐贯利雄的重点转移论
二、重点产业转移的趋势
第三节 选择重点产业的科学依据
一、符合技术进步的方向
二、在经济增长中的战略地位
三、是供求矛盾的瓶颈和关键
四、成组原则
五、序列化原则
第四节 对我国今后重点产业的设想
一、五种不同的设想
二、中央的建议和“九五”计划的安排
第十一章 高新技术产业
第一节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趋势
一、高新技术与高新技术产业
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趋势
第二节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
二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第三节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策略
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模式
二、高新技术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改造
第十二章 基础产业与支柱产业
第一节 基础产业
一、基础产业的意义
二、能源工业
三、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
四、原材料工业
第二节 支柱产业
一、支柱产业的意义
二、机械、电子工业
三、石油化工
四、汽车工业
五、建筑业
第十三章 采掘与加工、原料与制造工业结构
第一节 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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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的生产联系
二、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原材料及其发展趋势
一、原材料及其分类
二、原材料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三、原材料的节约和合理利用
四、依靠科技进步，开发新型原材料
五 原材料工业的发展方针
第三节 原料工业与制造工业结构
一、加工阶段高度化
二、原料工业与制造工业脱节
第十四章 工业分布与区域经济
第一节 工业分布
一、工业分布的含义
二、影响工业布局的因素
三、工业布局合理化原则
四、工业布局战略
第二节 区域经济
一、区域经济理论
二、区域经济的影响因素
三、区域结构的变动导向
四、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
五、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模式的转变与重新选择
第三篇 产业组织
第十五章 组织理论与趋势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论产业组织
一、马克思、列宁论分工与协作
二、马克思、列宁论集中与企业规模
三、马克思、列宁论垄断与竞争
四、列宁论联合化
第二节 外国产业组织理论与趋势
一、外国产业组织理论渊源
二、结构―行为―绩效框架
三、非主流的产业组织学派
四、外国产业组织理论的最新发展
五、评价与启示
第三节 中国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一、建国以来产业组织的历史沿革
二、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组织的基本状况
三 问题与对策
第十六章 工业集中与集中度
第一节 集中与集中度
一、集中与集中度
二、集中与集中度的影响因素
三、集中的判别与度量
第二节 集中的作用与经济性
一、集中与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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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与企业行为
三、集中与市场绩效
第三节 我国工业集中与行业集中的现状及趋势
一、对我国工业集中现状的分析
二、对我国行业集中现状的分析
第十七章 专业化与协作
第一节 工业生产专业化
一、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进程与经济性
二、专业化生产的形式
第二节 工业生产协作
一、工业生产协作的实质
二、工业生产协作的形式
三、工业生产协作与交易费用
四、生产协作的经济性
第三节 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的发展
一、工业生产专业化与生产协作的关系
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生产专业化协作
三、我国工业生产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
第四节 工业生产专业化协作发展的经济条件
一、专业化协作水平的客观影响因素
二、推进市场化进程
三、实施倾斜政策
四、建立社会中介机构和相关组织
第十八章 企业规模与企业规模结构
第一节 企业规模
一、企业规模与工厂规模
二、划分企业规模的标准
三、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
第二节 规模经济
一、规模经济的实质
二、工厂规模经济与企业规模经济
三、确定经济规模的方法
四、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经济规模
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经济规模标准
第三节 企业规模结构
一、企业规模结构的类型
二、影响企业规模结构的因素
三、企业规模结构的发展趋势
第十九章 经济联合与企业集团
第一节 联合化和集团化的必然性与地位
一、联合化和集团化的必然性
二、联合化和集团化的地位作用
第二节 联合化和集团化的组织形式
一、企业联合体
二、横向经济联合
三、企业集团
四、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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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国企业集团
第三节 企业联合化与集团化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的发展趋势
二、我国的现状与问题
三、我国的发展模式
第四节 合理化标准与对策
一、我国企业联合化与集团化的合理标准
二、我国企业联合化与集团化的合理对策
第二十章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
一、企业国际化的实质
二、企业国际化的途径
三、企业国际化的经济动因
四、经济开放与企业国际化
第二节 跨国公司
一、跨国公司及其主要特征
二、跨国公司的形式
三、跨国公司的发展条件
四、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三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的发展
一、工业化进程和工业结构的决定作用
二、我国企业国际化与发展跨国公司的准则
三、如何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
第四篇 增长方式
第二十一章 速度与效益
第一节 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关系的意义
第二节 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二、坚持以效益为中心
三、坚持以效益求速度
四、坚持以质量求速度
第三节 实施名牌战略
一、必要性
二、必然性
三、创名牌与保名牌
第四节 评价和考核经济效益的原则
一、正确处理局部效益与国民经济效益的关系
二、正确处理当前经济效益与长远经济效益的关系
三、正确处理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的关系
四、正确处理劳动耗费效益与基金占用效益的关系
五、正确处理价值效益与使用价值效益的关系
六、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第五节 评价和考核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
一、我国现行评价工业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
二、工业企业综合评价指标新体系
三 三种评价方法和评价结论
第二十二章 要素配置与素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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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要素配置
一、要素组成与合理配置的意义
二、人与物的配置
三、财与物的配置
四、领导与被领导的配置
五、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的配置以及技工与壮工的配置
六、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配置
七、软件和硬件的配置
第二节 素质提高
一、素质组成及提高的意义
二、上岗前的培训
三、强化在职教育
第三节 资源的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
一、资源综合利用的战略地位
二、矿产 海洋和水资源的开发
第二十三章 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
第一节 技术进步的实质和意义
一、概念的界定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三、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特点和规律
第二节 加速技术进步的方针与对策
一、技术进步的指导原则
二、加速技术进步的政策目标和条件
三、当前技术进步主要对策思路
第三节 政府采购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一、政府采购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必要性
二、政府采购对国有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的特殊意义
三、政论采购应重视技术进步的特点
第四节 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
一、构建市场经济下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
二、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我国产业的竞争力
第二十四章 环境保护与环保产业
第一节 环境保护
一、环境保护的作用
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三、工业和城市的环境保护
四、农村和国土的环境保护
五、生态和生物的环境保护
第二节 环保产业
一、发展环保产业的重要意义
二、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状况
三 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策略
第二十五章 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
第一节 合理确定投资规模和优化投资结构的意义
第二节 合理确定投资规模的基本原则
一、量力而行
二、先生产，后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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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瞻前顾后
四、综合平衡
五、适度积累，投产一批，再建一批
六、集中统一管理
第三节 优化投资结构的基本原则
一、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
二、先改扩建，后新建
三、合理确定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的比例
四、正确处理为当年（近期）服务和为以后年度（远期）服务项目的关系
五、合理确定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购置比例
第二十六章 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
第一节 老工业基地的地位
一、老工业基地的特点
二、老工业基地的分类
三、老工业基地的作用
第二节 老工业基地的历史沿革
一、旧中国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历程
二、新中国老工业基地的发展
三 老工业基地的发展特点
第三节 老工业基地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一、老工业基地的优势
二、老工业基地的老化与相对衰退
三、老工业基地相对衰退的原因
四、老工业基地面临的挑战
第四节 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目标与途径
一、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目标
二、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模式
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途径
第二十七章 乡镇企业的发展与调整
第一节 乡镇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一、乡镇企业产生的历史基础
二、乡镇企业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三、乡镇企业的高度发展
四、乡镇企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第二节 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与基本特征
一、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二、乡镇企业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乡镇企业的发展与调整
一、乡镇企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调整的必要性
三、发展和调整的原则与对策
第五篇 运行机制
第二十八章 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
第一节 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
一、市场与市场主体
二、市场规则
三、市场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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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机制
五、价格机制
六、市场竞争及其手段
第二节 市场体系
一、市场体系
二、商品市场
三、生产要素市场
四、技术和信息市场
五、期货市场
第三节 政府的宏观调控
一、“市场失灵”与宏观调控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
三、宏观调控的目标与原则
第四节 宏观调控手段
一、财政政策
二、货币政策
三、收入分配政策
四、产业政策
五、区域政策
六、计划指导
七、经济监督和社会监督
第二十九章 企业转机与建制
第一节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一、企业经营机制的实质
二、企业经营机制体系
三、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第二节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与内容
二、公司类型
三、现代企业产权制度
第三节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面临的难点与对策
一、国有资产的托管
二、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
三、富余人员问题
四、企业办社会问题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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