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2-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12-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报告-两化融合蓝皮书-2012版>>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5916

10位ISBN编号：7509735912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曹淑敏　主编

页数：321

字数：3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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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报�>>

内容概要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鲜明特征，也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断引领人类生产方式的新变革，正成为
一种全面、动态、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重塑全球化时代国家产业竞争的新优势。

由曹淑敏主编的《“两化”融合蓝皮书: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报告
(2012)(精)》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国际比较和区域评估等实证分析方法全面解读我国及地区“两化”融合
发展现状及变化趋势，并在案例研究和国际借鉴基础上，提出我国“两化”深度融合的战略方向和推
进策略。
总报告、理论框架、区域评估、案例解读、国际借鉴和推进策略等6部分构成了本的主要内容。

在《“两化”融合蓝皮书: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报告(2012)(精)》中全面剖析了我国“两化”融合在全球
的地位、自身发展脉络以及取得的一系列融合成果，深人评估了我国31个省份“两化”融合发展程度
及其基本特征，系统阐述了我国“两化”融合的发展趋势及主攻方向。
在理论框架部分，明确了“两化”融合的三大支柱(融合硬度、融合软度和融合深度)及其现实体现(工
业化、信息化和一体化)，构建了包含三个层级61项指标的区域“两化”融合评估体系。
在区域评估部分，依据所构建的评估体系，对我国31个省份的融合进程及其三大支柱进行了详尽阐述
。
在案例解读部分，对南京、沈阳、昆明、兰州等四个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进行了深度评析。
在国际借鉴部分，不仅总结归纳了美、日、印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更从中提取出信息技术与产
业融合的发展亮点，充分吸收并转化为对我国推动“两化”融合的启示与借鉴。
在推进策略部分，基于对我国
“两化”融合的现实判断，提出了推进“两化”融合的战略方向，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推进“两化”深
度融合的“十大黄金法则”。
本书立足区域“
两化”融合评估，可为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以及相关行业、企业推动“两化”深度融合提供前瞻性、
科学性和实时性决策参考，亦可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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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技术生产过程中的低消耗、高产出、高附加值。
信息技术产业基本上是运用信息资源和智力劳动，信息资源的边际成本是非常低的，可以重复使用，
而智力劳动是一种高效率的劳动，所以信息技术具有非常明显的高收益性。
　　高兼容性。
信息技术在技术标准上具有高度的兼容性。
因为信息技术往往在实际应用时需要多个或多种信息技术配合使用或组合成一个新的完整信息技术系
统，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单独的某种信息技术孤立应用，往往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由于信息技术本身的改进潜力巨大，并需要与其他领域的技术变化配合，因而它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不是一下子实现的，往往要经历比较长的时间。
此外，作为通用技术的一种，其意义并非为特定问题提供最终的完美解决方案，而是在其他领域的技
术支持下，起着为其他领域的改进提供开放机会的作用，通过这种方式，放大了信息技术创新的影响
，并向整个国民经济扩散。
　　（2）理论溯源　　在产业经济学的多种理论和前人的研究中，都把信息技术作为“两化”融合
的内生动力。
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将“技术进步”归为带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因素，解释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原
因。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同样将“技术进步”摆在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位置，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
济增长的源泉和决定因素。
产业创新理论认为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过程是提升产业整体水平的过程。
　　从“两化”融合的角度来看，“两化”融合本身就是工业化、信息化以及二者的融合，这都涉及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是“两化”融合的技术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两化”融合的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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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淑敏主编的《“两化”融合蓝皮书: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报告(2012)(精)》设施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
究院连续出版的第二本关于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蓝皮书。
    该蓝皮书是中国推动“两化”深度融合，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科学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架
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权威年度报告和理论宣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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