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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产业安全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在开放市场条件下，各种经济和政治等因素对产业运行的影响愈益凸显。
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相伴产生的产业控制问题成为我国产业安全面临的首要问题；我国对
外贸易依存度的逐年上升，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升温，给我国出口产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容
忽视的影响；大规模国际热钱的流人流出，不仅对我国股市、房地产和银行业安全造成严重冲击，而
且容易削弱央行的宏观调控能力，进而影响我国金融安全和稳定；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以参股和控股方
式控制了我国近2/3的评级市场，不仅影响我国信用评级产业安全，更威胁到我国经济安全和主权安全
。
　　当前，产业安全已引起了国内各方面的关注，逐渐成为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热点。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产业安全一直是一个被附带论及的课题，在诸多论著中，往往被隐含于国家经
济安全或是国际贸易、外商投资理论中，对其本身的分析缺乏系统性和一贯性，制约了产业安全理论
的发展和实践指导效果。
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安全是产业经济学新的组成部分。
一方面，产业经济学研究要服务于产业安全目标；另一方面，运用产业经济学理论分析产业安全，有
助于找到解决产业安全问题的钥匙，从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看，产业安全是产业组织安全、产业
结构安全、产业布局安全和产业政策安全的有机统一。
　　《中国产业安全问题研究》立足于开放市场前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分析各种内外部因
素对我国产业的渗透与影响，努力构建一套科学的产业安全评价体系，客观评判当前中国产业安全与
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力求提出一套符合世情、国情且务实的政策建议，为我国充分利用“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有效化解各种国际、国内压力，寻求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产业安全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产业安全逐渐成为理论和政策研
究的热点。
长期以来，对产业安全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被裹携论及的课题， 往往隐含在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之中
，或是贯穿于国际贸易、外商投资
的理论之中，缺乏系统性和一贯性，这些制约了产业安全理论的发展及其 对实践的指导效果。

《中国产业安全问题研究》由李孟刚所著，《中国产业安全问题研究 》立足开放经济与开放市场，从
科学发展观与产业安全的内在关系出发，
研讨各种外部政治、经济因素对我国产业的渗透与影响。
旨在建立一套科 学的产业安全评价体系，以客观评判当前中国产业安全与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
践行科学发展观对我国产业安全的要求，尝试提出符合世情、国情且 务实的政策建议，为我国经济充
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
化解各种国际、国内压力，寻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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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产业政策　　2009年，我国颁布了《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在2009~2011年三年
之间，电子信息产业要围绕九个重点领域，完成确保骨干产业稳定增长、战略性核心产业实现突破、
通过新应用带动新增长的三大任务。
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在产业投入方面，国家新增投资向电子信息产业倾斜，加大引导资金投入，实施集成电路升级、
新型显示和彩电工业转型、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产业新跨越、数字电视电影推广、计算机提升
和下一代互联网应用、软件及信息服务培育等六项重大工程，支持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项目建设。
鼓励地方对专项支持的关键领域和重点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引导社会资源投向电子信息产业领域。
加大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投入。
落实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加大对电子信息产业的信贷支持。
引导地方政府加大投入，有效发挥信用担保体系功能，支持金融机构为中小电子信息企业提供更多融
资服务。
依托产业基地、企业孵化器等产业集聚区，扩大电子信息中小企业集合发债试点。
对符合条件的电子信息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更新换代的外汇资金需求，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
利率进口信贷方式给予支持。
积极发展风险创业投次，大力支持海外归国人才在国内创业发展。
落实优惠条件，降低商检和物流费用，支持国外企业稳定在我国的生产规模，扩大投资。
加强产业基地公共基础设施和支撑服务体系建设，优化产业集聚区发展环境。
发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政策和功能优势，加大打击走私力度，促进电子信息产品研发、维修、配送
及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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