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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论》评介

夏大慰、史东辉新著《产业政策论》，对经

济发展的关键间题——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

作了全面而又细致的论证，取得了重大理论

突破。

该书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将实 证分析方法

与规范分析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作者在就

产业政策的某 一领域进行理论论述的同时，

以详尽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对有关国家产业

政策实施的背景、意义及局限作深入分析，从

而提炼出可资中国借鉴的内容。例如，作者在

论述产业结构政策中有关幼小产业扶持政策

时．将贸易保护、国内生产扶持如进口关税、

非关税壁垒、外汇管制、财政倾斜、金融放宽、

技术吸收、直接管制等诸多政策手段在理论

上阐明利弊后，专门对日本和韩国政府在二

战以后对汽车工业的保护、扶持政策进行了

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我国幼小产业保护

问题和政策选择提出了独到的建议。在此，作

者引录的大量数据直接出自有关国家近年来

政府经济发展报告，对其他部门经济研究领

域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该书另 一个创新之处，是以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为背景，提出了新时期我国产业政策

选择的新思路和全新的政策内容。 主要有：

1．产业政策应当如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

转换．并以此加速我国经济增长。其涉及的主

要事项有：（1）关千产业结构转换与贸易利益

的内在联系问题；（2）关千在产业结构转换过

程中是否实行并如何实行幼小产业保护和扶

持与出口导向战略的结合问题；（3）关于在推

进产业结构转换的同时，克服产业成长中的

瓶颈制约并有效解决衣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

问题。

2．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政策应当如

何促进我国战略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国际

竞争力的提高。 其涉及的主要事项有：（1）关

千在战略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中是否实行并

如何实行大公司战略的问题；（2）关千在战略

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中如何充分利用规模经

济效益的同时，又兼颐竞争活力发挥的问题；

(3)关千如何建立新产业以加强我国产业国

际竞争力的问题。

3．产业政策应当如何充分利用国际、国

内资渊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另 一方面进 一步

改善我国产业布局。 其涉及的主要事项有：

(1)关千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政策基点问题；

(2)关千我国产业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问

题；（3）关千我国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及技

术转移的政策导向间题；（4）关千如何利用开

发区建设，加快我国经济发展问题：（5）关于

以效率为中心促进我国经济的地域分工，并

在这种合理分工基础上推动各地区的经济增

长问题；（6）关千如何在控制环境污染的前提

下发展工业的问题；（7）关千如何通过产业政

策来实现环境污染的控制问题。

如同所有的新兴学科一 样，当我们即将

合上夏大慰、史东辉这部开中国产业政策系

统化研究先例的著作之时，总会有一丝遗憾：

因为他们的努力并非只是给问题寻找到完结

的答案，而是同时又提出更多的间题和挑战。

但社会科学探索的魅力便在于此，因为遗憾

总是要被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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