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工业经济管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编工业经济管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810734820

10位ISBN编号：7810734822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柏洲

页数：28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工业经济管理学>>

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和发展，中国工业经济进入到了持续、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为中国社会
经济的全面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相伴而生。
对原有的一些工业经济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新编工业经济管理学》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在李柏洲教授1997年编著的《工业经济管理学概论》的
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
　　《新编工业经济管理学》以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学科研究生、本科生以及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其
他读者为对象。
编写过程中，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工作实践，作者融入了自己的观点和认
识，力求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体系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基本理论；第二，使经济学基础知识与本学
科的应用相互衔接；第三，保持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各部分内容渐次展开；第四，融入了“十六大”
有关理论和最新知识，并与实践相结合。
　　本书由李柏洲教授、马永红讲师、于兴武研究员编著，其中：导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第四章的一、三节，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的一、二节，第十章，第十四章的三、四节和第十六章
由李柏洲编写；第四章的第二节，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的第三节，第十一章的一、二、三节，第
十三章，第十四章的一、二节，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由马永红编写；第九章的第三节、第十章的一、
二节，第十一章的四、五节和第十八章由于兴武编写。
在编写过程中，吸收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或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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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工业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工业经济管理体制、工业经济效益、发展战略、管理信息
，以及工业计划、部门结构、布局、资金、劳动力、技术基础、原料、能源、规模和专业化协作等，
内容丰富、全面。
    目前，中国工业经济进入到持续、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对原有的工业经济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挑
战和要求。
本书在此背景下对工业经济管理学进行深入和崭新的研究和总结，可供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学科研究
生、本科生以及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其他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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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工业经济管理的概念和性质　　国民经济作为一个系统，它是由若干个独立的物质生产部
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构成的。
工业是从自然界中取得物质资源和对原材料进行加工的独立物质生产部门。
从自然界中取得物质资源主要是指采掘工业，如开采矿石、石油、煤炭，采伐木材等。
对原材料进行加工主要是指加工工业，也称制造业。
这里指的原材料有的来自于采掘工业，有的来自于农业等其它部门。
如冶金工业等是对矿产品进行加工，食品工业则是对农副产品进行加工。
另外，工业还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工业生产活动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逐渐发展的。
最初，工业包含在农业部门里边。
到l8世纪产业革命以后，由手工生产机器发展到用机器生产机器，出现了机器大工业，从而使机器和
机器体系成为大工业的技术基础。
至此，工业最终才与农业相分离，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物质生产部门。
　　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虽然中间有一些波折，但是总的发展情况是良
好的，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开放型的工业体系，构成我国经济建设
的重要物质基础。
　　工业经济管理就是对工业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调节、控制和监督的一种职能。
它是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管理既由生产社会化所引起，又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又与社会生产关系紧密相联。
所以，工业经济管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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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工业经济管理学》在此背景下对工业经济管理学进行深入和崭新的研究和总结，可供高等
院校经济管理类学科研究生、本科生以及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其他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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