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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兴则国富，工业强则国强。
《新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与管理》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从国家现
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系统深入地考察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新环境和新要求
，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下一步我国工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进一步完善我国工业管理体制的改
革方向与重点内容。
《新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与管理》立足实践，着眼长远，视角宏观，思路清晰，内容新颖，材料翔实
，可供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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