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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写适合全国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教学需要，反映当前理论研究成果的经济学类课程教材，是一
项意义深远、任务艰巨的工程。
　　为适应高等院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需要，我们长期从事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同仁，组成2l世纪高等
院校经济学类教材新系编审委员会，邀请了部分全国知名高校的专家、教授，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以
及多次修改与完善，陆续完成了教材的编写，并交付出版社出版。
参与这套教材编写的作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复旦大学
、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强调了五点要求：第一，要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基本要求编写教材；第二
，要注意吸收经济学已公认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三，要将经济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
践紧密结合，努力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第四，理论讲解要深人浅出，避免晦涩冗长和平淡无味；第
五，篇章结构科学合理，内容形式生动活泼。
　　这套经济学教材，注意了不同层次读者的情况，读者可根据需要学习其中的内容。
其既适合全国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教学使用，也适合各类管理人员及其他读者学习或研究使用。
　　我们希望这套教材能够给使用者带来方便，并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
书中不妥及疏漏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和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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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可以概括为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的现代化和入世后的新变化。
    本书集作者多年教学与科研成果之大成，同时借鉴并吸收了国内外同行学者所发表的具有学科前沿
水平的科研成果。
      本书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思想，以揭示矛盾
、分析矛盾和探索解决矛盾的对策为基本思路，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在科学地总结中国产业
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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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了与产业经济发展方式有关的众多重要课题，以揭示产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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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悦，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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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产业形成　　产业是同类企业、事业的总和。
这样的产业部门，在人类生产发展的历史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在
社会分工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分工协作发展的结果。
因此，研究产业的形成，应当首先从研究社会分工开始。
　　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分工时，曾把它分为三种形式。
他指出：“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
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厂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
”①马克思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产业部门的形成过程。
　　一般的分工，就是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国民经济部门。
特殊的分工，就是在每个国民经济部门中进一步分出许多独立的部门，如在工业中分为能源工业、原
材料工业、机器制造业、纺织工业等部门。
个别的分工，就是企业内部的分工，如机械企业中的车、铣、刨、钻、磨、钳等。
　　在这三种分工中，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这种社会内部的分工与企业内部的
分工是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
企业内部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为前提的；反过来，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又
会促使社会内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从历史上看，第一批产业部门是通过一般分工形成的，也就是说，工业部门曾经是从国民经济其他部
门中分离出来的，如纺织、酿酒等工业部门就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
但目前还有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新工业部门，如渔业加工部门。
不过，现在新工业部门的形成主要是通过特殊分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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