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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以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和提升策略为研究中心，考察了目前国内国际盛行的
测评方法的有效性和优缺点，通过翔实的追踪其理论基础和实证检对，提出了作者评价模型和评测指
标。
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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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立敏
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美国纽约大学
和里海大学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国际化战略与产业国际竞争力，战略管理与跨国管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曾在《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国际贸易问题》、《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研究》、《
技术经济》等期刊发表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并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武汉大学985工
程子课题等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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