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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日益增加，已构成一个学科要素
众多、彼此相互联系的应用经济学科体系。国防工业经济学与其中的许多学科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后
者的一些基本理论在第二层面上构成了前者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的主要内容如下。 （1）国防经济
学的基本理论。国防经济学研究内容广泛，除了研究军费、军备竞赛、裁军、冲突、恐怖主义等宏观
问题之外，也研究与国防工业经济学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涉及国防工业基础、国防研究与发
展、国防工业军转民、军火贸易等方面的理论就成为中国国防工业经济学发展的基础。 （2）国民经
济动员学的基本理论。国民经济动员活动的基本内容是战时应战、急时应急、平时服务。因此，它是
一座将国民经济发展的常态时期与非常态时期连接起来的桥梁。国民经济动员学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
军民结合理论、平战结合理论、寓军于民理论、平战转换理论等。就国防工业经济学而言，由于国防
工业是国民经济动员的关键内容，同时在军品供需的巨大波动影响下，该部门平时和战时之间、军品
和民品生产之间，以及它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互动是其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国民经
济动员学的上述理论构成了中国国防工业经济学发展的基础。 （3）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产业经
济学所研究的"产业"，是指"具有使用相同原材料、相同工艺技术或生产产品用途相同的企业的集合"。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防工业经济学是产业经济学的具体化，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也适用于国防工业经济
学，构成了后者发展的基础。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市场结构理论、企业行为理论、政
府规制理论等；产业结构理论中的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理论、产业结构效应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等
；产业关联理论中的结构均衡理论；产业布局理论；产业政策理论中的产业结构、组织、技术和布局
政策。（4）其他应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应用经济学主要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防
工业经济学若干环节构成支撑，如区域经济学理论对国防工业的布局规划，金融学理论对国防工业中
的投融资，国际贸易理论对军品流通交易，劳动和资源经济学理论对国防工业中的人力资源和其他重
要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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