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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说过，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能使人们的，交互作用达到一种
和谐的效果。
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再结合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谐”与“可持续”最为契合社会经济发展的
现实要求。
从某种程度上说，“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观，即是追求均衡协调的经济发展以合理的增进社会
的整体福利。
　　本文运用西方经济学外部性理论与经济和谐理论共同交融于社会“福利”的特质，结合我国实施
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在秉持“社会和谐的基础是经
济和谐，而经济和谐的基础是产业和谐”的认知中提炼出“产业和谐发展”的命题。
同时，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选择最能体现外部效应且在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的“教育培训产业”作为。
示范”，以达致对“产业和谐”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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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产业和谐即是要解决产业发展中产业内部结构、产业之间、产业与环境之间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其目标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一、二、三次产业健康协调发展，逐步形成农业为基础、高
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
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产业和谐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产业组织内部的和谐，包括产业结构和谐、产业行为和谐、产业绩
效和谐与产业政策和谐。
二是产业之间的和谐，包括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产业集聚、产业融合、产业均衡发展等。
从外部性及“和谐”的视角来看，影响产业和．谐的外部要素包括：影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
境、产业安全、产业竞争力、产业和谐机制等。
    本书共分7个章节，主要对外部性视角下的产业和谐发展问题作了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产业内
部和谐分析、产业和谐的外延性分析、教育培训产业内部和谐、教育培训产业外部和谐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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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绪论　　1.1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回望中国经济近3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时，几乎每
一个关注经济发展的人都试图去探究其背后的真实原因。
有人将此归结为如下模型：制度红利+人口红利+要素“红利”（刻意压低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环
境成本）+全球化红利=GDP高增长。
在这个模型中，人口红利与要素红利无疑是中国取得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
不过，恰如SamuelJohnson所言，“任何变化都会引起麻烦（成本），即使是从坏变好”②。
在上述模式下，中国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却也带来了环境赤字、社会赤字和产业结构赤字。
中国要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力求将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型——这即是
经济和谐发展趋势中的产业和谐发展路径。
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因而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立足于劳动力的转型——从低技
能人才向高技能人才的转变——这正是教育培训产业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最终目的。
　　作者力图运用西方经济学外部性理论与经济和谐理论共同交融于社会“福利”的特质，结合我国
实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在秉持“社会和谐的基础是经
济和谐，而经济和谐的基础是产业和谐”的观念中论述“产业和谐发展”的命题。
为避免“产业和谐”的研究沦为“一只空盒子”（OneEmptyBox），笔者以“可持续发展”与“和谐
”为指针，运用外部性理论与经济和谐理论，阐述了产业和谐发展的内涵及外延，同时遵循“以人为
本”的理念，选择最能体现外部效应且在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教育培训产业”
作为“示范”（pilot），以达致对“产业和谐发展”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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