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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产业组织与规制研究丛书:中国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在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研究
课题“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研究”的核心研究成果基础上编著而成。全书以中国老工业基地统筹
发展为背景，以加快推进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为基本立足点，重点考察、剖析了老工业基地传统
优势产业优化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兼容性”、老工业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甄别与培育、
老工业基地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老工业基地服务业的发展战略、老工业基地衰退产业的援助与
退出机制等内容。
《产业组织与规制研究丛书:中国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研究》相关内容可为政府决策部门统筹推进
全国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改造、提升老工业基地产业竞争力、发展老工业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提
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借鉴，也可供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产业经济学等相关专业的人士研究和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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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丛书序 前言 第1章中国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基本判断 1.1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总体特征 1.2老工业
基地的类型划分 1.3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工业化阶段判断 第2章中国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实践
与发展展望 2.1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实践 2.2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就和特点 2.3老工
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2.4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与展望 第3章中国老工业基地传统
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 3.1现代产业体系与老工业基地传统优势产业优化升级 3.2中国老工业基地传统优
势产业现状与问题解析 3.3老工业基地传统优势产业优化升级的主要途径与实践模式 3.4老工业基地传
统优势产业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第4章中国老工业基地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 4.1新兴产业的理论内涵、
发展规律与培育路径 4.2老工业基地新兴产业发展的现有水平和成长基础 4.3老工业基地发展培育新兴
产业的现实约束 4.4老工业基地新兴产业发展培育的可行模式 4.5老工业基地新兴产业发展的措施建议 
第5章中国老工业基地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 5.1老工业基地特色产业集群的现状分析 5.2老工业基地
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瓶颈 5.3老工业基地发展特色产业集群的战略思路 5.4老工业基地发展特色产业集
群的公共政策 第6章中国老工业基地服务业的发展战略 6.1老工业基地服务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6.2老工业
基地服务业发展制约因素 6.3老工业基地服务业的发展思路 6.4老工业基地服务业发展战略重点 6.5老工
业基地服务业发展措施建议 第7章中国老工业基地衰退产业的援助与退出 7.1衰退产业的基本特征与援
助理由 7.2中国老工业基地衰退产业的成因 7.3老工业基地衰退产业现状 7.4欧盟对典型衰退产业的国家
援助 7.5中国老工业基地衰退产业援助与退出的政策选择 第8章中国老工业基地产业的空间布局——以
东北地区为例 8.1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的空间布局规划概况 8.2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的空间布局规划问
题 8.3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的空间布局现状分析 8.4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的空间布局规律 8.5东北老工业
基地产业的空间布局优化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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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传统优势产业为现代产业部门提供有效需求。完备的要素供给是现代产业体
系的必要前提，强劲的需求拉动才是现代产业成长的充分条件。传统优势产业与现代产业部门存在投
入一产出关系。对现代产业而言，传统产业的需求支撑通常成为其快速成长的必要条件（杨亚平
，2010）。 第四，传统优势产业优化升级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矛盾
统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一般规律和重要特征。积极
培育现代产业发展和加快推进传统优势产业优化升级，共同构成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内容。传统
优势产业通过产业融合、产业转移、价值链延伸等方式，可以催生或促动产生新兴产业，实现和加快
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 积极推进传统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必须是在尊重产业结构升级一般规律和我
国既定产业结构现实状况基础上主动的政策选择过程。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演进
过程遵循着某种一般性规律，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的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其动态过程
基本上是以克拉克法则为基本脉络，在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约束下，凭借科学技术的牵引和带动作
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以先进生产力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在此过程中，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动力主
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即需求驱动、要素供给和制度安排。它们不仅是构成产业结构模式的主要影响因
素，也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因。首先，消费需求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立足点。缺乏消费需
求支撑的产业结构升级是无法保证社会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人的消费需求是多样的和无限的，总是
与一定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并且分层次和逐级递进，基本按照生存消费需求、享受消费需求和发展消
费需求的序次逐级递进。随着人的消费需求的重点向更高层次转移，产业结构也随之由以农业和轻纺
工业为主向以重化工业为主再向以服务业为主的高级形态方向升级。其次，要素供给是产业结构升级
的必要条件。土地、人口、自然禀赋及技术条件等要素供给制约着一个国家产业结构模式及其升级前
景。土地、人口、资源禀赋的变化，是构成产业结构调整或演进升级的必要条件。随着社会发展的进
步和经济成长的约束条件变化，科学技术对产业机构升级的影响越来越大。再次，制度安排是实现产
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而
是“内嵌于”一定社会制度结构之中的。因此，制度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因素，
它的基本安排尤其是政策选择对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着关键作用。从总体来看，西方工业化国家产业结
构演进的经验，比较注重产业结构升级在市场调节基础上的自然演进过程，强调需求驱动和要素供给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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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产业组织与规制研究丛书:中国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研究》相关内容可为政府决策部门统筹推进
全国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改造、提升老工业基地产业竞争力、发展老工业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提
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借鉴，也可供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产业经济学等相关专业的人士研究和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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