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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制造”举世瞩目。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成就，中国经济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资
源和环境问题是制造业长期快速发展累积起来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份额不足1％，而今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已经提高到10％
以上，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制造业大国。
强大的国内需求和国际产业的转移是中国制造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劳动力价格低廉和技能人才丰
富的比较优势加速了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聚集。
然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先天不足（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装备制造业发展滞后）和后天失调（资源消
耗大、环境污染重）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中国制造业的增长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
中国制造业发展已经走到关键路口，需要在国家层面的高度上重新进行战略定位，显然，发挥科技创
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破资源约束瓶颈，减轻环境压力，走新型制造业发展道
路的时代已经来临。
　　“新型制造业管理论丛”的出版，是我们研究团队深入探讨“新型制造业”①发展道路的最新成
果。
“新型制造业”理念提出和完善，源自一系列课题的研究和讨论。
2003年，教育部首次推出40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面向全国公开招标，经过激
烈的竞争，我们的研究团队赢得“东部特大都市圈与世界制造业中心研究”（03JZD0014）项目，获
批50万元的科研经费，后来又相继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资源约束与自主创新的中国制造业
发展路径研究”和“基于碳减排约束下的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项目以及一批部省级科研项目。
经过北京会议、南京会议、无锡会议等反复的讨论，形成了几个重要决策：一是把系统研究中国制造
业的发展作为我们研究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每年推出研究报告；二是根据新型工业化和科学发展观
的要求，明确提出“新型制造业”概念，并持续进行研究完善；三是引导和指导博士研究生们将博士
学位论文的选题集中于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的一些关键问题上。
经过六年多的努力，博士研究生们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完成了十余篇博士学位论文，
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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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国际分工的新型化发展趋势入手，阐述了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对长三角制造业的影响，测度了影
响因素与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关系，并在国际分工的框架下剖析了长三角制造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
，然后构建出一个产业的价值链攀升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型分工格局下长三角制造业的发展战
略。
    本书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定性分析，用理论确定研究对象的基本关系和作用方式；通过定量分析，用实证研究分析具体影
响要素及影响力大小，并根据研究的需要以及可获得的数据针对不同问题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如面
板数据的计量模型、主成分分析方法、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确保计量检验的结果更为可靠，
而且使各要素对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得以量化体现。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内外大中型企业、政府机构人员以及有兴趣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
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状况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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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新型国际分工格局的影响分析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上各国（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是
国际贸易和各国（地区）经济联系的基础，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超越
国界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
随着国际分工理论的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前以跨国公司为重要载
体的全球资源配置格局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以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为主要
形式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不仅具有不同于传统国际分工形式的新特点，而且
给嵌人世界经济特别是嵌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的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1 新型国际分工理论演化　　国际分工的理论演化，随着现实世界的变化以及经济学家认识的深
化，处于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
从亚当·斯密开创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再到格里芬等人倡导的全球价值
链理论，国际分工理论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当代的演变。
　　2.1.1 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　　从18世纪诞生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的比较优势理论是
指导各国开展对外贸易和产业发展战略的传统主导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
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鲁格曼等人对比较优
势理论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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