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后危机背景下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杜跃平　等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后危机背景下新兴产业发展研究／杜跃平等著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２４－０９７１３－９

　　Ⅰ．①后… Ⅱ．①杜… Ⅲ．①新兴产业－经济发展－
研究 Ⅳ．①Ｆ０６２．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１）第０５７７５２号



后危机背景下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作　　者　杜跃平　等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１４７号　邮编：７１０００３）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７８７ｍｍ×１０９２ｍｍ　１６开　２７．２５印张　２插页
字　　数　３４０千字
版　　次　２０１１年５月第１版　２０１１年５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２４－０９７１３－９
定　　价　４７．００元



目　录

目录

上篇：国内外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第一章　产业发展的演变与新兴产业的兴起

第一节　产业与产业发展的演变

　　一、产业的含义

　　二、产业的演变

　　三、产业的分类

第二节　新兴产业

　　一、新兴产业的概念

　　二、新兴产业的特征

　　三、新兴产业的产生方式和基本分类

第三节　新兴产业迅速兴起与发展的原因

　　一、产业分工的深化和经济性

　　二、先进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三、产业创新及产业格局的变化

　　四、社会需求的拉动

　　五、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扶持

　　六、合理的空间布局

第四节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意义

　　一、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二、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意义

·１·



第二章　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加速发展新兴产业

第一节　后危机时代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一、后危机时代新兴产业面临的机遇

　　二、后危机时代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风险

第二节　后危机时代发展新兴产业与国际竞争力

　　一、钻石模型简介

　　二、从钻石模型分析发展新兴产业与国际竞争力

第三节　后危机时代美国、欧盟、日本发展新兴产业的选择

　　一、发展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

　　二、美国发展新兴产业的选择

　　三、欧盟发展新兴产业的选择

　　四、日本发展新兴产业的选择

第四节　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的若干重大政策措施

　　一、美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二、欧盟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三、日本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第三章　新兴经济体国家发展新兴产业的选择

第一节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

　　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节　新兴经济体国家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二、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　新兴经济体国家发展新兴产业的选择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一、印度

　　二、巴西

　　三、俄罗斯

　　四、南非

第四节　新兴经济体国家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对策

　　一、巴西的经济政策

　　二、俄罗斯的经济政策

　　三、印度的政策

第四章　中国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选择与对策

第一节　中国产业发展状况与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产业发展的状况

　　二、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第二节　中国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的背景与战略价值

　　一、中国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的背景

　　二、中国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价值

第三节　中国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规划与选择

　　一、发展新兴产业是中国的国家战略

　　二、中国发展新兴产业的选择

第四节　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

　　一、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二、中国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五节　中国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的若干战略对策

　　一、把握发展规律，科学制定规划与政策

　　二、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

　　三、加强技术创新，形成技术支撑

　　四、加大资金投入，提供财税支持

·３·



　　五、创新产业组织模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六、利用国际资源，发挥竞争优势

第五章　中国地区经济竞争与加快发展新兴产业

第一节　中国不同地区产业发展与新兴产业发展的竞争

　　一、中国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轨迹

　　二、中国不同地区发展新兴产业的竞争

第二节　中国不同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与选择

　　一、东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与选择

　　二、中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与选择

　　三、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与选择

第三节　中国不同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一、东部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中部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

　　三、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四节　中国不同地区发展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比较

　　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脉络

　　二、中国不同地区新兴产业政策比较

下篇：陕西 “十二五”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第六章　陕西 “十二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第一节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

　　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整体发展状况

　　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特点

第二节　陕西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

　　一、产业总体规模

·４·



目　录

　　二、细分产业及产品状况

　　三、产业集群发展状况

第三节　陕西电子信息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集群有待加强

　　二、龙头企业缺乏

　　三、产业配套能力不足

　　四、企业竞争力不强

　　五、产业高端人才缺乏

第四节　陕西电子信息产业面临的发展机遇

　　一、产业分工全球化与国际市场扩大

　　二、国家政策扶持

　　三、后发优势

第五节　陕西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思路与重点

　　一、陕西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二、陕西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

　　三、陕西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目标

　　四、陕西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重点

第六节　陕西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对策

　　一、政府支持与扶持

　　二、组建专业化产业集群与园区

　　三、推动优势企业并购重组

　　四、扩大信息技术的应用和产品的国内需求

　　五、进一步完善融资体系

第七章　陕西 “十二五”生物产业发展研究

第一节　陕西生物产业发展的国内外比较分析

　　一、生物产业发展的基础

·５·



　　二、生物产业发展现状

　　三、陕西生物产业发展的不足与前景

第二节　陕西 “十二五”期间生物产业发展目标和任务

　　一、指导思想与原则

　　二、发展目标与思路

　　三、重点领域和任务

第三节　陕西 “十二五”期间生物产业发展的政府对策

　　一、推动生物企业发展

　　二、完善西安—杨凌生物产业基地建设

　　三、完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四、完善企业投融资体系

　　五、加强财税政策支持

　　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七、完善市场环境

　　八、加强组织管理

第八章　陕西 “十二五”新材料产业发展研究

第一节　钼产业

　　一、钼产业的国内外比较

　　二、陕西钼产业的现状以及主要问题

　　三、发展思路、主要目标以及加快发展的措施

第二节　钛产业

　　一、国内外钛产业发展现状

　　二、陕西钛产业发展现状

　　三、发展目标

　　四、发展思路

　　五、促进陕西钛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６·



目　录

　　六、政府对策和措施

第三节　碳纤维产业

　　一、碳纤维产业的前景以及国内外发展状况

　　二、陕西碳纤维产业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三、发展思路和主要目标

　　四、若干对策建议

第九章　陕西 “十二五”新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第一节　太阳能光伏产业

　　一、国内外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二、陕西 “十二五”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思路和策略选择

　　三、陕西 “十二五”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的政府对策选择

第二节　风电产业

　　一、国内外风电产业发展现状

　　二、陕西 “十二五”风电产业发展思路和策略选择

　　三、陕西 “十二五”风电产业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第三节　核电产业

　　一、国内外核电产业发展现状

　　二、陕西 “十二五”核电产业发展思路和策略选择

　　三、陕西 “十二五”核电产业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第十章　陕西 “十二五”环保产业发展研究

第一节　国内外环保产业发展比较研究

　　一、环保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

　　二、环保产业发展的国内比较

·７·



　　三、陕西环保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陕西 “十二五”环保产业发展总体选择

　　一、发展思路

　　二、基本原则

　　三、发展目标

　　四、重点领域与布局

第三节　陕西 “十二五”环保产业发展对策

　　一、加强政府引导，促进产业发展

　　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三、打造产业园区和产业发展基地，促进产业集群化

　　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环保科技发展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六、完善投资机制与相关政策

　　七、完善税收政策

　　八、优化环保产业市场环境

　　九、加强组织领导，推动环保产业发展

第十一章　陕西 “十二五”高技术服务产业发展研究

第一节　国内外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比较

　　一、国内外服务外包业发展比较

　　二、农村信息化产业国内外发展比较

　　三、社区服务业国内外发展比较

第二节　陕西 “十二五”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思路与目标选择

　　一、发展思路

　　二、发展原则

　　三、发展目标与重点

·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三节　陕西 “十二五”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一、强化政府宏观规划引导和管理，促进产业快速发展

　　二、加快服务外包园区建设，促进产业聚集

　　三、选择准确的发展路径，加快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步伐

　　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增强高技术服务业竞争能力

　　五、推进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建设，整合涉农

信息网络系统

　　六、培育人才生态系统，增强高技术服务产业人才竞争力

　七、实施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战略，规范高技术服务业

市场秩序

　　八、建立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为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提供强

力资金保障

　　九、加强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条件平台和环境建设

参考文献

后　　记

·９·





第一章　产业发展的演变与新兴产业的兴起

新兴产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逐渐兴起，对世界经济、政

治、军事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还没有完全度过金融危机的各国

都将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升到战略层面，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支持。新兴产

业具有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特点和内涵，对新兴产业进行研究，必须首先

明确一些基础概念和理论。因此本章主要介绍了产业及产业的演变，新

兴产业的概念、特征和分类，新兴产业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发展新兴产

业的战略意义。

第一节　产业与产业发展的演变

研究新兴产业首先要理解和把握产业的含义及演变。产业是随着社

会分工的产生而产生的，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那么什么是产

业呢？产业是如何演变的？

一、产业的含义

１．“产业”一词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有不同的含义

在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它主要指 “工业”，如 “产业革命”、“产

业工人”等；在法学概念上，主要是指 “不动产”，如 “私有产业”，一

般指个人拥有的土地、房产、企业等财产；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产

业的主要内涵是指与服务业相对应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如农业、工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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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业等。①

２．产业是一个被广泛应用的复杂概念

对产业较常见的定义有：①为国民经济提供产品或劳务的各行各业，

从生产到流通、服务以至文化、教育等都可称为产业；②生产经营同类

产品或服务的企业构成产业；③产业是同类经济活动的总和；④产业是

具有某种同一属性的企业的集合，又是国民经济以某一标准划分的部门；

⑤产业是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企业经济活动的集合；⑥产业是指那些营

利性的行业；② ⑦英文版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产业下的定

义是：“生产同类或有密切替代关系产品、服务的企业集合。”

３．产业是介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中观经济

中国多数学者认为：产业是国民经济中按照一定的社会分工原则，

为满足社会某种需要而划分的从事产品和劳务生产及经营的企业或单位

集合而成的各个行业、部门。它包括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大至部门，

小至行业，从生产到流通、服务以至文化、教育等的各行各业的活动都

可以称为 “产业”。产业是介于微观经济细胞与宏观经济单位之间的中观

经济，起着上承宏观经济、下联微观经济的作用。相对于企业来说，它

是同类企业的集合体；相对于国民经济来说，它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

部分。③

４．产业是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企业经济活动的集合

产业既不是某一企业的某些经济活动或所有活动，也不是指部分企

业的某些或所有经济活动，而是指具有某种同一属性的企业经济活动的

总和。一个产业可以由多个企业甚至一两个企业的同类经济活动组成；

·３·

①

②

③

范金：《应用产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王俊豪：《现代产业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谢勇、柳华：《产业经济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一个企业也往往不只是从事某项单一的经济活动而可能从事包括多种类

型的经济活动，即从事多产业经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产业应该具

有以下某种同类属性或特征：第一，从需求角度来说，是指具有同类或

相互密切竞争关系和替代关系的产品或服务；第二，从供给角度来说，

是指具有类似生产技术、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等特征的物质生产活动或

类似经济性质的服务活动。①

综上所述，本文对产业的界定是：产生于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按照

国民经济的划分标准，在商品或劳务的生产和经营方面具有某种同类属

性的企业经济活动的集合。简单地说，就是具有某类共同特性的企业或

单位集合。某类共同特性就是将企业划分为不同产业的基准。微观单位

企业是组成产业的基本单元，产业又是宏观单位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

因此产业这一概念属于中观层次。

专栏１—１　汉语 “产业”溯源

《史记·高祖本纪》中就提及 “产业”的概念。孟子提出 “恒

产”的概念，“恒产”即指长期保有的财产， “恒产”的 “产”是指

产业。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认为：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

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恒心”是指人常有的善心。实际上他还是

认为人的善心只有在财产足以维持温饱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管子

主张以农为本，提出了 “经产”的概念。而 “经产”的 “产”则指

生产，谓 “民之经产”。

———苏东水主编 《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４·

① 苏东水：《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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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的演变

１．产业的演变历史

“产业”是一个直到现代才被频频谈论和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概念，然

而产业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经济现象。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相当漫长

的历史过程。

产业的形成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而出现的，产业的

发展是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过程。到目前为止，

产业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和三次产业革命。

（１）三次社会大分工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原始社会早期，人类刚从动物界进化而来，

完全依靠大自然的恩赐而生存。生产工具极其原始，生产力水平极其低

下，人类只能过着共同劳动的群居生活，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是原始部落。

狩猎和采集几乎是他们所有的生产活动，没有社会分工，不存在不同的

生产部门，产业也就无从谈起。

随着历史的进步，人们慢慢发现，种子不经意地掉在泥土中过一段

时间会长出新的植物，一时没有吃完的兽类养起来可以繁衍后代。由此

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生产新的动植物，于是种植和养殖业出现。

大约在原始社会中期，随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缓慢发展，

人类的生产工具有了逐步的改进，增强了征服自然的能力，生产力水平

有了逐步的提高。他们开始饲养未吃完的野兽和种植未吃完的野果的种

子，于是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畜牧业，一部分人则从事原始农业，由此产

生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人类社

会的第一个产业部门。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各种储量比较大的金属矿产中，铜是最容易

冶炼的，也是人类最早用来制作各种工具和器皿的。铁比铜储量大得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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