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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产业经济学导论》一书，是广东海洋大学、农业部南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南
海分局、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等单位多年合作的成果，是从事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实际管
理部门领导共同努力的集体结晶。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海洋产业研究的相关理论概述、海洋产业结构演进与优化、海洋各类产业介绍
、海洋产业组织、海洋产业经济效益、海洋产业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海洋产业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
、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环保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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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海洋产业研究的相关理论概述第一节 产业的分类一、产业的含义产业是一种社会分工现象。
产业一词的含义，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理论研究中是不相同的。
重农学派流行时期，产业主要指农业；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后，产业曾被用来专指工业；近代产业的
内涵扩展为包括生产、流通领域的活动以及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活动。
1．产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产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它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
在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没有社会分工，不存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产业无从谈起。
随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缓慢发展，人类的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农业从人类的狩猎和采集活
动中分离出来，人类的生产活动出现了重大转折，社会分工开始出现。
农业成为当时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又相继发生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畜牧业
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第三次是商业逐渐从农业、手工业中分离出
来。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
18世纪60年代，爆发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的各主要工业部门先后出现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
器生产的趋势。
从此，机器生产的大工业逐渐取代了农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20世纪初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使工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社会分工也进一步向深度发展，表现为新兴产业部门不断出现和产业分工越来越细。
2．产业是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企业经济活动的集合。
产业应该具有以下某种同类属性或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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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应角度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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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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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洋产业经济学导论》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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