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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文共六章，第一章探讨工业结构和两化融合的范畴、特征、影响因素，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章详细阐述了产业结构、重化工业、产业国际分工以及制造业方面的演变进程和发展趋势；第三
章总结了我国工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进程、主要进展和面临的主要矛盾问题；第四章诠释了本报告对“
两化融合背景下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解，论述了两者的内在联系，详细剖析了两化融合的发展
趋势、主要进展和矛盾问题；第五章从“十二五”时期的重要指标入手，提出了两化融合背景下工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路与任务；第六章从宏观引导和组织协调、制度环境、产业政策、财税金融政策、
服务环境、对外开放以及人才队伍建设七个方面，提出了两化融合背景下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
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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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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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二)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发展趋势与特点  二、重化工业进入深加工、集约化、大型
化和绿色化的发展阶段    (一)深加工    (二)集约化    (三)大型化    (四)绿色化  三、信息技术应用和模块
化生产推动企业组织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企业组织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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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地位    (二)信息产业已成为各国塑造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第三章  我国工业结构演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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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阶段(21世纪以来)  二、我国工业结构演变的主要进展    (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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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优化升级面临的主要矛盾    (一)不断强化的重化工业结构与我国资源禀赋的矛盾日益突出    (二)
工业大国地位的不断加强与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弱的矛盾日益突出    (三)工业发展的政策性依赖强与产
业政策环境不完善的矛盾日益突出    (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迫切要求与要素供给错位的矛盾日益突
出    (五)制造服务化趋势不断凸现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第四章  两化融合是推动工
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动力  一、两化融合与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    (一)研发设计网络化成为增强
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环节    (二)产品智能化是推动工业产品不断向价值链高端跃迁的重要途径    (
三)工业生产过程自动化是构建柔性生产体系的重要基础    (四)企业管理信息化是实现资源集约化利用
的重要保障    (五)行业电子商务成为增强企业市场响应速度和能力的重要手段    (六)综合效应：产业结
构高级化  二、全球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发展趋势    (一)信息技术大大提高了传统工业产品的智能化
水平    (二)信息化手段显著提升了研发设计的效率和能力    (三)信息技术集成应用正在构建现代工业生
产体系    (四)信息技术应用正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手段    (五)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优化产业结构的新
动力  三、我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进展    (一)工业产品智能化广泛应用
，普遍提升了产品使用价值和国际市场竞争力    (二)研发设计数字化日趋成熟，显著提升了工业创新
的能力    (三)工业生产装备的智能化在重点行业得到深入应用，正在构建工业的柔性和网络化生产体
系    (四)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加速重构市场结构体系和创新流通模型    (五)企业管理信息化深入应用，
正成为企业实现精细管理和提升绩效的重要手段    (六)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技术的融合方兴未艾，推
动了各种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    (七)工业信息化在节能与环保中日趋普遍，在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
型生产体系的建设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四、我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信息
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规律认识不足    (二)信息化对工业化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不强    (三)推动信息化与工
业化融合的技术支撑服务能力不足    (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亟待完善    (五)复合型人
才缺乏成为推进两化融合的瓶颈第五章  两化融合背景下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路与任务  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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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与“两化融合”的内涵解析　　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而经济
结构的优化升级就是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
工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动力。
工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进程表明，技术创新及产业化是传统工业改造升级的重要动力，是新兴产业发展
壮大的源泉，深刻影响了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方向和结果。
信息技术以其广泛的通用目的性，使其对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成为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的核心要素。
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就是要把握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扩散和渗透的特征和趋势，推动工业结构优
化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本章主要从概念入手，探讨工业结构和“两化融合”的范畴、特征、影响因素，’以及两者之间的内
在联系。
　　一、工业结构及其优化升级的概念　　（一）工业结构　　工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工业部门之间
以及各工业内部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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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资源在不同工业行业和企业配置的比例关系不断优化、产业素质及生产供应
结构不断提高的过程，主要包括工业结构的合理化和工业结构高级化两方面的内容。
当前，信息技术已成为促进传统工业改造升级、提升工业生产率、推进现代工业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
手段，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更是促进我国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动力。
本书主要从概念入手，探讨了两化融合与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以及在两化融合背景下促进工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路、任务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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