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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化》

内容概要

王新哲、孙星、罗民编著的《工业文化》全面系统阐述了工业文化的基础理论，提出了体系架构，梳
理了演进脉络，挖掘了功能价值，并对工业软实力、工业精神、国家工业文化资源、国家工业形象、
工业文化产业、工业领域文化和工业行业文化等进行了分析研究，揭示了工业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复杂关系与内在规律，为工业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展现出一个新的理念和视野，提供了一条新的
思路和路径。 全书分为概念篇、演进篇、价值篇、产业篇、实践篇五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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