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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

前言

　　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性产业，装备制造业承担着新时期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简称两化）融合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历史使命。如何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形势下加快振兴
装备制造业，做大做强先进装备制造业？如何抓住机遇提高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这成为我国从
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本书内容涉及管理学、经济学、高等教育学等相
关学科的理论，主要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跨学科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对国外信息化与工业化
融合模式、特点及其演变进行分析，探讨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信息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总结西方信
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我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借鉴与启示；通过对全球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业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探讨中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演进过程，从而
对整个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演进与发展进行梳理，为两化融合的研究奠定
基础；对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与战略选择进行分析，剖析我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从而得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本书第一章通过分析工业化的内涵、模式及
发展，阐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与战略选择，剖析中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与演进。第二章
首先对信息技术和信息化理论进行阐述，借鉴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在此基础
上从科学定位、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对我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理念的思
考。第三章从国家层面、产业布局层面、企业层面对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动因进行分析，进而形成
依托系统经济学理论分析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理论。该理论的提出将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信
息化的发展策略提供借鉴。第四章和第五章从我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信息化建设历程的演进过
程和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信息化建设的成效两个层面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应用价值链理论
和钻石模型，对信息化提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竞争优势机理进行分析，阐述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业信息化的五个层面（战略计划信息化、设计研发信息化、生产过程信息化、管理信息化、协作
和服务信息化）的实践，通过对实施效果的分析，总结出信息化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的动
力机制。第六章主要以大连交通大学为例，对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人才战略进行研究，重点具体分
析、探讨信息化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培养效果与发展前景、培养方
案和培养计划、产学研合作特色化发展战略、国际化发展战略。第七章通过对我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业产业组织形态的S-C-P范式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趋势下构建模块化生
产网络的设想，探讨如何通过产业组织形态的优化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达到资源共享、能力互
补、优化格局的效果。本书重点选取了我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两个龙头企业中国北方机车车
辆工业集团公司（简称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南车）进行对比，对这两个重
点企业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状况进行研究，通过对比数据进行数值分析，从统计结果提炼信息
化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规范性和绩效；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信息
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贡献度和融合度，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本书通过以上章节的描述，在详细
调研和数据对比的基础上，针对信息化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信息
化与中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的发展策略建议，提出组织、制度、人才、技术和管理等五个
战略，将最终为政府与企业以工业基础为支撑，以信息技术为动力，以工业化与信息化共存的历史性
为抽象时点，引导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迁移提供参考。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推进信息
化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的研究与实践”（09BJY055）的研究成果，由葛继平教授总策划，
提出总体写作框架，黄明和林莉同志负责全书统稿。全书共分七章，各章节的撰写人如下：葛继平（
前言），门贵斌、林莉（第一章），黄明、董长宏（第二章），林莉（第三章），葛继平、林莉、黄
明、陈明（第四章），李修飞、林莉（第五章），黄明、董长宏（第六章），李博达（第七章）。最
后，由葛继平教授对全书进行审核。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
指导和支持。另外，要感谢中国北车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有关领导和专家对本书撰写的大力支持。本书对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
但由于研究经验较少，相关研究结论和实践结果还有待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1年12
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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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化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研究》以信息化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为研究对象
，结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特点和规律，立足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实际，运用系统科学、管
理学、经济学等理论，通过信息化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演变和现状分析，提出在我国信息化
与工业化融合的大趋势下，信息化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融合机理，总结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业中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和成功经验，为产业组织优化、人才培养战略和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供
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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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化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研究》可供科研机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政府相
关部门的研究者、管理者和决策者，以及相关专业高校师生参考，也适合寻求创新的行业管理人士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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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真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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