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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经济学角度，对工业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和决定因素，工业竞争力与发展战略选择之间的内在关
系，工业竞争力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理论联系，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就业体制改革、劳动力配置
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政府职能转变等因素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等等，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严
谨深入地分析，是国内目前较为前沿的研究成果之一。
本书不仅是一本供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专业和研究人员的学习、参考用
书，而且对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同样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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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关税削减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消除，意味着各国的国内市场相互开放，全球市场走向一体化。
在WT0框架下，对贸易自由化的关注由过去局限于工业领域进一步拓展到农业、服务业等新的领域，
贸易广度日益扩大，竞争程度进一步加深。
可贸易商品和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管理的自由流动，既带来了激烈的国际竞争，又促使生产要素
和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迫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本国产业或企业能否从竞争中获胜，考虑如何提高
本国产业或企业的竞争力。
总体上看，加入WT0并不改变中国工业在过去改革期问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与方向，相反，中国
工业更加紧迫地面临着如何按照自身比较优势进行调整以应对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
衡量和观察工业竞争力，以及研究在WT0时代如何提高中国工业竞争力，是应对这一挑战的重要任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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