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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系统概论（第2版）》针对当代科技与经济强劲的综合化趋势，及其对各类人员拓宽视野
、加强沟通的新要求，将工程技术与经济管理相综合，正面展开工业系统，通过对能源、冶金、化工
、机械、汽车、电子、轻工以及建筑等8个主要工业部门的介绍，并深人浅出地从生产过程中提炼出
系统观、结构性、社会化、产业政策、管理沟通、市场开拓、文化传统和可持续发展等基本概念，使
读者从技术过程到产业发展对整个工业体系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工业系统概论（第2版）作为清华大学综合基础课教材，已有多年实践，在加强学生通识素质方面取
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也适合于干部培训和各类人员的继续教育，以扩展知识面，了解周边学科，建
立宏观视角；还可作为学习工业系统的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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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1化学工业　　化学是一门研究物质的组成及其相互转化规律的科学。
化学工业就是利用物质发生化学变化的规律，改变物质的结构、成分、形态，而进行工业化生产的工
业部门。
它几乎可以利用一切自然物质，也可以用工业和农业的产品或副产品作为原料，生产出成千上万种原
料、材料和产品，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
因此，它是一个基础工业部门。
　　化学加工又是一个渗透于多行业的基本生产方法。
在国民经济中，采掘业、加工工业、动力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组成工业体系，它们中很多生产都与化
学加工密不可分。
例如加工制造业，就其基本工艺特点而言便可以概括为机械加工和化学加工两大类。
凡是利用化学反应规律，通过以流体输送、传热、蒸发、结晶、蒸馏、吸收、萃取、干燥、过滤、反
应等化工单元操作为主的技术，制作可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产品的生产活动，不管它在行政上
属于哪个系统或哪个部门，都可归入化学加工。
严格地说，冶金部门的炼焦、炼铁、炼钢、有色金属的炼制，建材部门的玻璃制造、制砖、水泥，石
油部门的炼油，轻工部门的酿造、造纸、制糖、制盐、化工医药、日用化学品生产等，都是随着经济
的发展从化学工业中分离出来的化工类型生产。
这种分离只是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便于分工管理。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化学工业所包括的门类、产品范围和内容都不尽相同。
　　化学工业包括以石化基础原材料为加工对象的延伸化工、煤化工、盐化工、生物化工及精细化工
等领域。
经过5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品种大体配套并基本可以满足国内需要的化学工业
体系。
包括化学矿山、化肥、无机化学品、纯碱、氯碱、基本有机原料、农药、染料、涂料、新领域精细化
工、橡胶加工、新材料12个主要行业。
　　3.1.2化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1.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基础部门　　化学工业的
产品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息息相关。
人民的吃、穿、住、行、用，几乎样样都离不开化学工业，而且经济越发达，化工产品用得就越多，
运用化学技术的新企业也越多。
　　当今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能源供应的日趋紧张、环境的严重污染，已构成对社会和今后发展
的极大威胁。
人类必须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更多的粮食和服装，必须为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寻找新的途径，必须
为人类自身的健康提供大量新的药物和解决环境的污染，这一切都离不开化学工业的发展。
因此，世界各国无不竞先发展化学工业。
其投资之多、产值之高、发展速度之快，都是引人注目的。
　　2.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生产资料　　化学工业不仅产品直接丰富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且为国民
经济各部门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生产资料，使各行各业的生产得以发展。
这对经济形成独立发展的机制，以及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是十分重要的。
只有在化学工业获得新发展的前提下，提供出大量廉价和具有特殊性能的原材料，现代农业、冶金工
业、交通运输业、轻纺工业、机械电子工业、建材工业、国防军事工业和航空航天等工业才有可能获
得迅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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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几个值得引起关注的视点：　　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聚首研讨当代理想的大学生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
在三点上达成共识：道德素质、通识素质、应用技能及其素质。
　　美国产业界曾对美国管理教育课程设计的几点批评：对学生视野方面的培养不足；跨职能的综合
性科目不足；过于重视数量技术的分析；对人的管理注意力不够；对沟通技术注意力不够；对企业外
部环境注意力不够；对企业道德注意力不够；对商业的国际层面注意力不够。
　　一位著名的美国管理学教授说，‘将来的管理人才有两类：一类是宏观的；二类是没有工作的’
。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宽阔的知识面和工作能力，就只能失业的。
　　美国国家工程院前院长奥古斯丁论及工程学的分期时认为，工程依次经历了结构时代、机械时代
、动力时、信息时代，现在正在进入社会工程学时代。
　　“整体工程师”的概念对传统工程专业和管理专业提出了挑战。
　　“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显示了社会对高端人才的更高期望。
　　这些视点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工业系统概论（第2版）》将从工来实践和工程文化的视角展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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