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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在重庆大学召开“技术经济与创新论坛”期间，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倡议编写一套技术经济专
业核心课程的教材。
会后，他们自发联合起来，逐步推动了这项工作，并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2003年，他们又多次商议教材名目和编写大纲，最后暂定编写这套涵盖七门技术经济专业主要课程的
教材。
作者们约我写序。
这对我来说，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困难。
尽管我多年从事技术经济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但毕竟只熟悉其中之一二，并不通晓日益发展的众多课
程。
故为涵盖数门课程的教材作序，实在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
尽管已编写的七本教材是否涵盖了技术经济专业的全部，尚需进一步探讨，但是，从专业发展角度而
言，我认为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另外，全国有众多高校设有技术经济专业，各校的课程设置也存在差异。
如果从“存同求异”的观点讲，我想所有的学校均会举双手赞成的。
因此，我很愉快的答应了编者的要求。
借此机会提供建议，供他们参考。
一个专业的发展、成长，直到成熟，需要长期的努力，需要众多志士同仁不断地开拓和创新。
经过多年学科建设，特别是年轻同志的参与，“技术经济”已发展成为自成体系、相对完整的学科。
主要表现在：一是技术经济学科研究对象逐步明确，即包括“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技术领域中的经
济活动规律、经济领域中的技术发展规律”。
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或管理学科能够全面、系统地涵盖这些研究对象，进而也就没有任
何已有学科可以替代技术经济学科在我国经济发展、学科建设、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二是技术经济学科已形成了对应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业分支。
诸如工业技术经济学、农业技术经济学、能源技术经济学、交通运输技术经济学、建筑技术经济学、
邮电技术经济学、商业与物流技术经济学、技术进步经济学、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经济学、环境保护技
术经济学、生产力布局技术经济学、消费技术经济学、国防技术经济学以及技术经济学的其他学科。
技术经济学科提供的理论、方法等已在国民经济各行业获得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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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旨在系统介绍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全书分为七章，依次叙述了现代技术发展理论、技术与经济的关系理论、工程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
企业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产业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国家层面的技术经济问题、研究技术经济问题
的典型方法。
《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学术型研究生教学，可系统讲授全书内容；可用于MBA教学
，教师精讲其中部分章节，同时增加案例教学即可；也可用于技术经济及管理、科技管理等专业本科
生教学，教师可精讲其中部分章节。
《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也可供同行学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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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节  技术经济学科未来的发展在我国经济管理学科群中，技术经济学科的作用是任何其他
学科都不可能替代的，技术经济学科极有必要继续作为自成体系的学科来发展。
首先，技术经济学科应该研究的是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技术领域中的经济活动规律、经济领域的技
术发展规律。
在国内，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学科能够全面、系统地涵盖这些研究对象，进而也就没有任何学科可以
替代技术经济学科在我国经济发展、学科建设、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特别是，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技术立国是工业化的重要内容。
在这一背景下，就需要技术经济学科担当起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培养懂技术、懂经济、懂管理的复合型
人才的历史重任。
在知识经济或称后工业化时代，知识集成、技术整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知识集成与技术整合过程中，技术经济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相对独立地发展，更有助于为国民
经济各部门培养懂技术、懂经济、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进而更有助于解决中国现存的原始创新少、
技术创新不活跃、技术整合能力差、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技术落后的现实问题。
其次，技术经济学科研究的问题涉及美、英、日等国多个学科，如工程经济、经济性工学（日本）、
工程管理、技术管理、技术经营、科技管理，但又与国外相关学科不完全对应。
这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在一定意义上，学科发展的国际接轨更多的应是教育模式、研究方法的接轨。
各国有各国的国情，不能是国外有什么学科我们就必须紧紧跟上。
但如果硬要强调学科范畴接轨，则至少有一点，国外不少学校越来越关注国内技术经济学科所研究的
问题，开设与我国相近的课程，这已足以说明我国继续发展技术经济学科的必要性。
当然，技术经济学科要生存、要发展，要自立于中国经济管理学科之林，要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做
出更大贡献，就必须在发展中自我调整，在自我调整中发展。
现阶段需要进行的调整主要是：第一，研究对象要明确定位。
必须坚决地将技术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调整到“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技术领域中的经济活动规律、
经济领域的技术发展规律上”。
第二，研究内容要收敛。
技术经济学科以往研究的内容过于分散，不少研究并不属于前述“三个对象”的范围。
第三，教育发展要创新。
学科教育要顺应学科发展规律，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对学科的要求，要与技术类、经济类、管理类学
科交叉和结合，整合相关知识服务于社会，在为社会服务中谋求学科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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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是高等学校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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