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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探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产业结构升级国际实践的分析，
阐述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外动力机制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途径及路径选择，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构建
了产业结构升级模型、评价机制和评价方法。
    作者以产业区理论、新经济地理论、集聚经济理论、新产业区理论、新竞争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理
论、创新理论等集群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与产生条件、产业集群度量与识别、产
业集群增长模型、产业集群与产业结构升级等问题，探询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与途径。
    在对“珠三角”、“长三角”及香港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江门“五邑”地
区产业结构、主导产业及产业集群进行实证研究，进而描绘江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机制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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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综述　　本章通过回顾、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成果，达到对产业结
构升级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前沿分析上有更深入把握的目的。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主要研究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及其成因，通过对产业结构
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研究，寻找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为规划产业结构的发展，即为
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服务。
　　第一节　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　　产业结构理论最早可以追
溯到十七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其1690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一书中首次对产业结构
变动趋势进行了描述。
他通过对农民收入和船员收入的比较，发现后者收入是前者的4倍；同时，他还发现荷兰的人均国民
收入要比其他欧洲国家高。
据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比起农业来，工业的收人多；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多，即工业比农业、服
务业比工业的附加价值高，这就是著名的配第发现，亦称配第原理。
配第的这一发现为探求经济发展因素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确立了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工人由低
生产率向高生产率产业转移，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机制，从而开辟了产业结构这一重要研究领域，
为建立经济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对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雪
、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人。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1935年就提出了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理论”。
该理论主张，本国的产业发展要与国际市场紧密结合起来，使产业结构国际化。
根据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三个阶段，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雪在1935年提出并确立了对现代产业结构理
论影响极为深远的三次产业分类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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