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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区域产业发展一直是各级政府、企业、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议题，其中一个根本的理论需求是如
何系统地理解区域产业升级。
升级，意味着让某事物向更好的状态变化。
区域产业升级是指在特定的区域内实现产业向更好状态转变。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表现出从二元结构逐渐转化为均质结构的工业化进程。
而在产业结构的演进方面则表现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产业结构越是高度化：具体说
，第一、二、三产业呈现出“梯形”，特别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比重最高。
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理论，当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20％以下，并且工业比重高于服务业时，进入了工
业化中期阶段；当农业比重降低到10％左右，工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高级阶段。
在经济增长稳定性趋强的作用下，产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逐步下降，第二
、三产业迅速崛起，工业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
　　从当前我国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任何一个经济区域如何根据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
、技术、环境等条件创新性地选择关键技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调整优化本地区的经济
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已变得尤为突出。
关键技术选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科技进步的快慢而变化的趋势明显加强，随之而来的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变，加
快产业升级。
这就是说，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禀赋与现实经济实力之间的联结机制与转换器。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在各种因素作用或影响下而形成的。
在这些因素中，对产业结构演变起主导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这一因素，其中技术进步又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称为技术革命，它指的是技术系统中“范式”的转变；另一种类型则是技术进化，它指的是在“
范式”不变条件下的技术改良、技术选择与技术创新。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生产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促成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
因此，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适应关键技术选择的基本规律，加强关键技术选择，推动技术创
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从而切实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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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产业升级中的关键技术选择研究》运用区域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理论
，分析了关键技术选择的基本内涵、区域产业升级的内容，系统阐述了关键技术选择与产业升级之间
的内在关联和作用机理。
书中还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关于区域产业升级中关键技术选择的应用情况，并通过构建区域产业升级
中关键技术选择的数学模型和指标体系，进一步分析了关键技术选择对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作用
：此外，《区域产业升级中的关键技术选择研究》还以闽台高科技产业为例，阐述了关键技术选择对
区域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区域产业升级中的关键技术选择研究》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调整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实现产
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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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区域产业升级的总体宏观规律　　①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增长规律。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时，把社会再生产分成两大部门：生产资料部门与消费资料部门，
并就这两大部门的比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理论，在考虑了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后，明确得出了生产资料
生产优先增长的结论。
列宁指出：“资本发展的规律就是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也就是说，新形成的资本愈来愈多
地转入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经济部门。
因而，这一部门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部门增长得快。
”“这样我们看到，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
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
”当然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生产可以脱离生活资料生产而孤立地、片面地增长，
更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生产比生活资料生产增长得越快越好。
在两大部类的增长规律中可以把生产资料生产看成是比生活资料生产更高的产业结构水平，表明社会
生产应从以生产消费资料为主向以生产生产资料为主转化。
　　②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在前面一节的产业划分理论中已经提到了三次产业的划分，结构均衡理论也提到了三次产业结构的演
变。
产业升级表现在三次产业上就是：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的指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的
产值和就业人数呈现出先上升而后趋于稳定的态势；第三产业的两项指标一直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并
且最终所占的比重为三次产业之首。
三次产业划分是由费希尔提出的；三次产业趋势的研究，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完成的。
克拉克的理论渊源于配第的理论。
配第在其名著《政治算术》中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制造业比农业，进而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
收入16引。
配第的论证不充分，但很有价值，经过克拉克的发展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称的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③工业结构重工业化规律。
霍夫曼在分析资本品工业生产和消费品工业生产的基础上，提出了霍夫曼定律，这个定律在前面一节
的产业划分理论中已简单提到。
在霍夫曼对工业化划分的四个阶段中，认为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
主导地位；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快于消费品工业的增长，消费品工业降到工业总产值50％左右或以
下；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继续快速增长，并已达到和消费品工业相平衡的状态。
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占主导地位，这一阶段被认为是实现了工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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