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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立足于国内外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紧密结合当前政府经济调节的工作
实践，对结构调整中的一些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该书涉及的领域包括政府推动结构调整的理论依据和实现方式，经济运行调节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如
何维护国家产业安全，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生产性服务业对新兴工业化的支撑作
用，发达国家推动产业升级的实践与启示等方面。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侧重于对解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实际问
题的探索，既可以为理论研究所借鉴，也可以为政府有关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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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国内外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紧密结合当前政府经济调节的
工作实践，对结构调整中的一些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该书涉及的领域包括政府推动结构调整的理论依据和实现方式，经济运行调节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如
何维护国家产业安全，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生产性服务业对新兴工业化的支撑作
用，发达国家推动产业升级的实践与启示等方面。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侧重于对解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实际问
题的探索，既可以为理论研究所借鉴，也可以为政府有关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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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作的回顾与总结第三节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作的总结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通过一系列的国民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实施，依次解决了历史遗留和发展中面临的
农业、第三产业和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矛盾。
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进展，产业及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已基本得到解决，“瓶颈”产业制约
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也已经基本解决。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产业政策制定水平的提高，产业政策重点
方向和实施方式也在逐步变化。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的产业政策还不完善。
有些行业的产业政策还缺乏各方共识，形不成合力，难以得到自觉贯彻；有些行业的产业政策还缺乏
配套措施，使得产业政策难以落到实处。
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作的经验总结尽管国内外有不少人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产生怀疑。
但是，实践证明，产业政策在后发国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在加快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赶超目标，弥补市场不足，根据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
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也有很多经验和教训。
（一）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适时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工作的重心众所周知，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阶
段性。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作也正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及时调整工作重心，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
的持续快速发展。
如①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重心主要围绕扭转改革开放以前过度偏重重工业、偏重生产，而
忽视轻工业、忽视生活的情况，重点支持满足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②90年代，针对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发展冲动和建立起来的加工生产能力，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
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状况，重点加快了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业、通信等“瓶颈”
行业的发展。
③过去一段时期长期数量扩张的结果使产品生产能力不断增长，而产品档次又没有拉开，到90年代末
期，出现了工业产品的相对过剩，进入买方市场阶段。
结构调整的目标转为以控制总量，压缩、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重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九五”后半期，国家对煤炭、钢铁、纺织品等采取了限产压库政策，关闭了一批冶金、建材、有色
金属、石化等行业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和污染严重、高耗能的小企业，取得了明显
成效，使这些行业的总体生产经营状况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好转。
④近几年，由于国内投资需求快速扩张，带动了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并加重了能源、资源和环境的
压力，国家着重对主要产能过剩行业的进行调整，实施有保有压的方针，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
级。
上述政策措施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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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推动中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与优化升级探索》适合于经济领域相关学者、研究人员，相关人员等
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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