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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转型，包括三大方面的转变：第一是经济体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第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发展战略由传统赶超战
略向现代化战略转换；第三是经济结构由传统二元经济向现代化一元经济转变，由产业结构畸形化向
产业结构合理化转变。
适应这种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形成了学习和研究市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
、过渡经济学的热潮，而且产业经济学也得以引进、介绍和发展起来，人们发表了大量有关论著，仅
产业经济学的教材就出版了十几种，为中国的结构调整和合理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十五”计划开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以结构调整促进经济
发展的新阶段，面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实现发达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产业经济学的作
用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
本书正是为了适应新世纪中国经济结构大调整的要求，满足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
学的需要，新编的一本产业经济学教科书。
本教材的特点是：（1）在参考、借鉴国内外大量产业经济学方面的论著和国内已经出版的10多种产业
经济学教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认为体系更完整、逻辑性更强、层次更清楚、结构更合理的理论框
架，尽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主要论述比较成熟的理论。
（2）对目前产业经济学中流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产业经济学的定性定位问题、产
业分类方法与产业类型问题、产业政策分类等，力求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论述更为准确、科学。
（3）补充了一些其他同类教材中没有或者论述不多、不全、不深的内容，如产业革命、产业结构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产业结构的类型、产业组织合理化、产业布局合理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经济学
、产业发展的内涵等。
尽可能克服目前产业经济学教材中存在的两种偏差，即一方面把不是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如经济增长理
论、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等纳入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详细介绍，使得教材内容过于庞杂；另一方
面又没有对某些本应属于产业经济学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论述，努力使产业经济学教材的内容更为全面
、准确、合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产业经济学>>

内容概要

　　《产业经济学(第2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按照产业→产业经济学→产业之间的关系(包括本质
联系和数量关系)→产业的空间分布→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产业发展→产业管理的主要内容和手
段(产业规制和产业政策)的逻辑顺序，系统介绍了产业分类、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布局、产业
组织、产业发展、产业规制、产业政策，体系更完整、逻辑性更强、层次更清楚、结构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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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编制投入产出表时，应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价格基准问题在价值型投入产出表中，价格的基准有多种确定手段，有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
前者以产品的直接生产单位出售其产品的价格为准，如工业品价格、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等。
它由生产者的成本、利润和税金构成。
后者通常是零售价格，由生产者价格加上产品运费、流通部门的费用、利润和税金组成。
在建立投入产出表之前不能对价格问题作出合理的判定，将影响用投入产出表分析问题的准确性。
上述两种价格体系各有优缺点：使用生产者价格便于分析且可以避免流通费用的重复计算，不利之处
在于直接取得生产者价格的数据比较困难。
采用消费者价格的好处是取得资料比较容易，但可能导致直接消耗系数的不稳定和流通费用的重复计
算。
至于应该采用哪种价格体系，在实际工作中应该结合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2.特殊部门的处理特殊部门包括商业部门、运输部门和金融部门。
它们是各产业间流通和交易的中介部门，几乎所有的商品在产业间交易都与这三个部门有关联，如果
要使投入产出表如实反映这些过程，投入产出表将变得十分复杂，因此对商业部门、运输部门和金融
部门在投入产出表中应该各自设立成独立的部门，对商业部门，可用商业盈余将其归总起来；对运输
部门，可用运输费用将其反映出来；对金融部门，可用利息和手续费将其反映出来。
3.进口与出口的处理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将出口列入第Ⅱ象限作为一个列向量，但是对进口的具体处理
方法不尽相同。
因为进口产品与离开生产过程作为最终产品的出口产品不同，它会有一部分用于生产消费。
因此，它在表内的处理不像“出口”那么简单，通常可采用三种方法进行处理：（1）差额法，在进
出口比例很小且对国内生产影响不大，仅将进出口作为“调节余缺”的“平衡项”时采用此法，即将
进出口差额（进口一出口）作为一列置于第Ⅱ象限。
（2）向量法，当进出口产品在生产消耗中数量不大时采用此法，即将进口总起来列作一行置于第Ⅲ
象限。
（3）矩阵法，当进口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均较多时采用此法，即在第1象限的流量表中将国内生产和出
口分列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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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产业经济学(第2版)》：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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