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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主创新与工业结构升级研究》是建平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该项研究也是我和张培刚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构优
化升级研究”(06&amp;zD035)的一个子课题。
本书共七章节，内容包括导论、专用技术自主创新与工业结构升级、共性技术自主创新与工业结构升
级、产学研结合与工业结构升级、技术标准创新与工业结构升级等。
本书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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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建平，1968年生，汉族，湖南湘潭人，经济学博上，福建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
丰要研究方向：技术创新、国际贸易。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课题1项，主持完成国家统计局课题1项，校级课题多项。
参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张建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
构优化升级研究”，并承担其一个子课题，参与省级、厅级课题多项。
在《改革》、《当代财经》、《系统工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
其中，CSSCI刊物5篇，人人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篇，
ISTP检索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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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或技术创新引起传统产业的衰退可以说是一条“内涵式”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道路。
即通过对现存产业的技术创新，使产业结构的质量得以改善，也就是说，通过技术创新引起产业结构
发生质的变化。
　　如制造业领域，由于新技术和新工艺的运用，传统制造技术得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整个制造
业的产业结构得到升级。
信息、生物、纳米、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的迅速发展，高新技术已逐渐融入传统制造技术，使制
造业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制造业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并引发出柔性制造系统（FMS）、清洁生产模
式（CP）、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精益生产模式（LP）、虚拟制造模式（VM）、高效快速
重组生产系统。
当前，正在开发下一代制造和生产模式，如并行工程和协同制造（HM）、远程网络制造（RM）、全
球制造（GM）、生物制造（BM）和下一代制造系统（NGMS），等等。
这些新制造技术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主要体现在：由于先进技术的融入，这些工艺具有优质、高效、低
耗、无污染或少污染等特点；覆盖了从产品设计、加工制造到产品销售、使用、维修等整个过程；完
全超越传统制造业生产过程的观念，成为了将生产过程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等汇集起来的系统工
程；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一种综合、集成的新技术。
从而，对传统制造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使制造业重新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如美国的“先进技术计划（ATP）”、“先进制造技术计划（AMT）”和“下一代制造行动纲要”；
德国的“2000年生产计划”；日本的“智能制造系统计划”、“新兴工业创新型技术研究开发促进计
划”和“新产业创造战略”，等等，这些计划的实施，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
的影响，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上海市经济委员会，2004）。
而且通过制造业的前向效应、回顾效应以及旁侧效应促使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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