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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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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当中，产业政策将起到重要的
作用。产业政策是否正确，能否得以有效实施，直接关系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我

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呼唤着正确的产业政策。
然而，产业政策的正确制订和有效实施有赖千相应的理论指导。诚然，外国产业政策的成功先例可以

作为一种参照系，为我们制订产业政策所借鉴，但产业政策固有的政策属性之一，便是它比其他宏观经济
政策更具有本国的特色，更具体地反映本国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特点。因此，对外国产业政笫照抄
照搬是不行的，支离破碎地借鉴个别做法也很难达到预期政策效果，如果想凭借经验来制定和实施产业政
策，那么我们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新的政策工具，在国际上兴起和普及乃是近20一30
年的事情，我国只是近几年才明确提出产业政策，并把其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因此，我们对产业砂策还
是比较陌生的，无经验可参考。更何况，经验主义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产业政策的实践迫切
需要有全面的理论指导，产业政策的制订与实施要有其理论依据。

但是，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则是一个相当薄弱的领域，尤其是对产业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几乎
是一个空白。， 目前，国际上对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展开分析的，尚停留在对产业政策的实
践进行历史性的归纳、整理和经验总结的 “ 初级阶段“ 水平。日本是实行产业政策比较早，并取得较大成
功的国家，但日本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也只是刚刚起步，尚未形成 一个完整的政策理论体系。
我国对产业政策的研究，起步更晚。中国入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治诸（（产业经济学导论〉〉和上海三联书
店出版的杨沫著；（产业政策研究〉〉，在我国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教育的作用，但它们更多地带有介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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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以启陆续发表的一些有关论著，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之作，但缺乏系统性和理论的完整性。值得庆
贺的是，周振华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
系统分析〉〉一书，（以下简称（（分析〉〉），对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是一部力图把
产业政策分析推向深入，上升到经济理论分析的高度，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力作，是我国第一部对产业
政策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的，，有较高质星和价值的学术专著。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分析〉〉的选题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站在一个较高的
研究高度，向 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冲击。这种 在理论上勇于探索，富有开创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 《分
析〉〉的作者凭借着对东西方经济理论的深厚功底，宽广的知识面，占有的详尽资料，较强的分析概括能
力，高水平的论述驾驭能刀和熟练的分析技巧，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对产业政策经济理论系统分析的尝试，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较好地构建了产业政策经济理论系统分析的理论框架。产业政策本身是一个复合体，而且它与
其他经济政策、发展战略、体制模式、环境条件等有于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产业政策理论研究可以从不同
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展开。问题 在于，如何使各种不同角度和方面的理论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 一个
有内在关联、逻辑自然的结构体系。否则，就会出现彼此割裂， “拼盘式” 的结构体系。（（分析）〉以产业
政策过程的纵向分析与产业政策内容的横向分析为基本骨架。在政策过程分析中，先以影响和规定产业政
策模式的基本变最构建了产业政策总体模型，然后进一步进入政策过程的结构一一功能分析，揭示基本变
虽对产业政策指导思想，政策模式，目标设定和手段运用，调节方式，组织机构设置以及政策效应的制约
及其选择。百安政策内容分析中，把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关系政策综合成产业政策体系，揭
示其内在关联和整体效应。然后， 在这一政策体系框架下分别对各项政策进行理论分析，指出其政策要
点。这样一种政策埋论研究的结构体系，不仅具有完整性，符合系统分析的要求，而且具有连贯性，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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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逻辑的要求。因此，《分析〉〉 一书构建的分析框架是比较科学的，结构严谨，逻辑自然，层次清晰．
与那种 “拼盘式”的结构体系相比，（（分析〉〉 的分析框架本身就表明其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巳进入 一个更高
的 层次，对产业政

、

策各方面问题的理解巳达到融汇贯通的境界。因为一种较好的结构体系的形成，其本身
就是理论研究的 一种质变的新飞跃。

(2)较深入地对产业政策各方面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在目前产业政策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是就政策论政策，缺乏 “ 标准” 分析，二是停留于浅层次上的政策分析，低水平重复．«分析）） 一书对
产业政策各方面问题的研究，立足于经济理论的 “标准 ” 分析， 并将其研究推进到较深层次。例如，作者
深刻揭示了产业政策形成的基本逻辑，深入分析了产业政策的政策属性，并以此为依据确立其在整个经济

政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其与其 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方式。又如，作者把产业政策模式区分为管理型和协
调型两种范式，对它们的决定、内在机理及其功效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产业政策模式转换的思路， 并
对不同政策模式下的政策目标设定、政策工具选择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总之，（（分析〉〉 一 书对
产业政策各方面间题的研究都是比较深入的，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分析力度，不是停留在 一般认识水平上
的泛泛而谈。

8)以科学的态度对产业政策的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见解。（（分析〉〉 一书在对产业政策进行
全面系统理论分析中，不仅视野开阔，广纳博引，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反映了作者在资料收弅和整理上
下了很大功夫， 对国内外的有关理论及其历史发展比较熟悉，而且能够站在较高的角度上对各种观点予以
分析评论，并善千独立地有创见地阐述自己的科学见解。几乎在全书的每 一章，都可以看到不少创新见
解。例如，作者在深入剖析日本学者提出的 “收入弹性基准” 和 “生产率上升率基准 ” 的内在矛盾及其政
策失效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产业结构政策选择基准的新假说，即增
长后劲基准，短缺替代弹性基准和瓶颈效应基准。又如， 作者 在分析产业政策效应时，定义了正常偏差与
非正常偏差，并从空间与时间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效应的整体性偏差和结构性偏差，这就为进行实证分析
提供了新的标准和分析工具。更有价值的是， （（分析〉〉 中提出的许多精辟的新见解，均有其充分立论，有
力的论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 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给人以较大的启发。

总之，（（分析〉〉 一 书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外产业政策理论系统研究的空白，对于产业政策理论研
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当然， 由于产业政策经济理论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且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在这
一领域的研究，特别是系统经济理论研究尚 很薄弱，因此《分析〉〉 一书对某些观点的阐述亦显不足， 一些
概括和概念尚有不确切之处，望作者能在此成果的基础上， 继续努力，为填补这项空白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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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封二） 了上万字的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论
纲，深化和发展了他以前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
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得到会议很大关
注和重视。他发表的 （（关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八
个问题）〉获得了上海经济学会的优秀论文奖。

姚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 一生，战斗的—生，
他忠于党， 忠于人民，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

高等财经教育、 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枢
心沥血，鞠躬尽瘁。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姚耐
同志-贯认真学习和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他
忠于党的事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对工作
认真负责 ＇，， 兢兢业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衷
心拥护和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衫、方针、． 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 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他赁视自我的党性修养和锻炼，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团结同志一起工作。他作风正派，坚持
原则，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廉洁奉公，任劳任
怨，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
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他为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贡
献了自己的一生，不愧为 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党的
好干部。

姚耐同志的逝世， 是我们学校的一大损失， 是
财经教育和经济理论界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学习和
发扬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化悲痛为力怪， 加
倍地学习和工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而共同奋斗。

姚耐同志女息吧！

橇耐同志治丧委员会

199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