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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集约型经济体系》

内容概要

《构建集约型经济体系》对集约型经济的基本理论、体系结构特点、构建集约型经济体系所需要的理
念、体制机制、自主创新机制、资源有效配置方式、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集约型城镇体
系发展、引进外资战略，以及保障集约式增长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等方面进行探索。书中认为，集约
型经济是一个集各方面特征、相互支撑和配套的完整体系，其核心是自主创新和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
基础条件与体制机制，同时又需要集约化生产经营的微观主体，以及政府、市场、社会的基础环境的
有效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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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自芳教授，男，1949年11月生，上海市人，1982年南开大学经济系硕士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区域
经济学、产业经济的教学研究，浙江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导师。独著或合著《区域经济学新论》、《
不平衡推进与高增长——改革进程中的浙江经济发展研究》、《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等著作12部，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当代经济研究》等国家及
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60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或摘编16篇。先后主
持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4项，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研究课题7项，获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二等奖等省级及相关系统科研奖1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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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集约型经济是一个体系 一、中国——迈向集约型经济刻不容缓 二、我国构建集约型经济的目
标与功能系统构成 1.我国构建集约型经济的目标体系 2.集约型经济的功能体系构成 三、本书各章的内
容与系统性结构 第一章集约型经济的理论基础及实现路径 一、集约型经济——依靠知识与技术的经
济 1.国内对从粗放式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的研究 2.提高要素生产率是集约型经济发展的根本 3.知识经济
是集约型经济的核心 二、工业化国家迈向集约型经济的特征 1.工业化国家从粗放型迈向集约型经济的
基本进程 2.发达工业化国家迈向集约型经济的特点 3.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迈向集约型经济的特点 三
、我国构建集约型经济体系的路径 1.构建集约型经济体系的基本路径 2.建设集约型经济体系应重新审
视传统的“工业化”理念 3.实现路径的关键是实现五大转变 第二章集约型经济的体制机制 一、集约型
经济的形成机制 二、不利于集约式增长的负面动力机制分析 1.依靠高消耗追求高增长的政府政绩驱动
力及非市场化的残余导致粗放式增长 2.粗放型增长的路径依赖使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动力不足 3.结构
调整的高成本及新产业的成长困境阻碍产业升级的进程 4.构成过度竞争的企业生存方式和盈利模式 5.
分散化的小农经济阻碍着农业领域集约化生产的发展 6.引致粗放式增长的综合互动效应 三、关于浙江
经济集约式增长的现实障碍的调查问卷分析 四、构建有利于集约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对策 1.通过深化
改革，进一步完善各类资源及微观主体的产权制度 2.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及企业行为的动力机制 3.为
集约式增长和有效利用资源制定地方性法规、标准，加强执法监督 4.制止过度竞争，促进有利于优胜
劣汰、产业升级的有序竞争 5.建立集约型增长的区域协调机制 6.重视引导区域公众参与，形成良好社
会氛围 7.培育内部支撑体系完善，运行机制健全，规模经济显著的微观主体 第三章集约式增长的核心
——自主创新 一、创新驱动阶段需要树立“知识本位”的根本性改革 二、我国自主创新领域较突出
的机制障碍 1.创新的主体动力机制障碍：企业没有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及其原因 2.创新的运作机制障
碍：创新资源配置的无序化和非市场化 3.创新的评价机制缺陷：评价标准和主体的偏移 4.创新的服务
机制障碍：区域性公共服务及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 5.创新的风险机制障碍：进入、退出及政治风险制
约创新 三、克服自主创新的机制障碍的对策 1.强化倒逼机制促进企业形成创新动力 2.尊重创新的科学
规律，营造良好的创新运作机制 3.促进自主创新与高端服务业的紧密互动 4.形成科学的创新成果评价
机制和创新风险承担机制 第四章集约型经济与建设节约型社会 一、自然物质要素的有效可持续利用
规律及配置失灵 1.与资源、环境紧密相关的人类生存发展系统的构成 2.不同资源的有效可持续利用规
律 3.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 4.资源配置上的政府干预和政府失灵 二、我国和浙江省工业化进程面临日
益严峻的资源与环境约束 1.我国及浙江省在资源利用上的粗放特征 2.浙江产业结构的资源消耗特征 三
、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的问题是形成资源低效率消耗的重要原因 1.资源环境的产权不明晰以及要素市
场不健全导致资源低效率配置 2.“鼓励消耗”而不利于节约的观念及社会氛围 3.制度缺陷条件下的内
部成本外部化 4.地方政府以政绩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动力导致对 自然资源的低效率过度消耗 四、利用倒
逼机制推进集约型经济的国际经验 1.在资源紧缺的倒逼机制下促进产业升级，加强科技应用和人力资
本培育 2.大力促进节约与有效利用资源，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五、促进集约式增长，建设节约型社会
的对策 1.创造国民财富的方式从“做大”和“变重”，向“高值”和“变轻”转变 2.浙江低消耗、高
增值的产业结构选择 3.进一步完善政府及社会公共服务，推进有效利用资源的科技研发创新 4.培育高
效率的要素市场 5.运用财政金融、价格和税收等手段支持集约式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 第五章人口大国
集约型经济的资源配置战略 一、优化资源配置对于集约型经济的重要意义 1.资源合理配置对效率具有
重要作用 2.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资源禀赋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配比选择 1.就业压力的资源消耗
效应 2.粗放式、消耗性经济与低国民收入水平下的供需循环 3.就业压力与资源环境制约的双重矛盾与
两难选择 ⋯⋯ 第六章城镇体系的集约式发展 第七章刚性就业效应下的经济集约化障碍及对策 第八章
集约式增长的产业基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第九章以主体内生利益机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第十章集
约式发展的引进外资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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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资源禀赋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配比选择 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紧缺的国
家。土地总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土地面积仅为0.777公顷，相当于世界人均土地的三分之一
；2010年中国耕地面积12172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0.091公顷，为世界人均耕地的40％左右。中国水资
源总量约2800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五位，但人均占有量不及世界人均的1／4，且分布不平衡。我国45
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铁、铜、铝等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
平的1／6.1／6和1／9。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从l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 与资源紧缺
并存的是我国资源利用率低，从资源投入与产出看，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现行汇率计算占世界
的8.2％左右，但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能源利用效
率低。目前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0％以上。
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矿产资源总
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分别低25和20个百分点。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只有30％，城市水的回用率也
仅为30％左右。 与人均资源的相对缺乏相反，中国的劳动力极为丰富，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城镇每
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多达240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在现有经济结构状况下，每年
能够安排就业的只有1100～1200多万人，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人左右。同时，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和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据估计，目前已经通过打工等方式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
为1.5亿左右，未来l0年还将有2.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进入城市。而城市自身压力就很大，2010年
全国有失业人员1483万人；当年新增劳动力、复员转业军人、高校毕业生等需要就业人员1500万人（
其中高校毕业生613万人）。部分行业、地区和群体职工安置难度加大，且连年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也呈明显下降趋势。 在以上资源禀赋状态下，突出显现的是巨大的劳动力就业需求对自然资源消耗所
构成的强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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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构建集约型经济体系》以问题取向为主导，研究当前我国及浙江省存在的阻碍集约型经济的问题及
其深层原因，提出克服障碍的路径、方式和可操作的对策。其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很强的实际工作针对
性。当前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资源环境保护等是全社会高度重视的中心工作，相信《构建集约型经济
体系》出版能够引发一定的社会需求，产生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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