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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必须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转型

升级。当前，我国的产业升级迫切需要解决三大难题，即中长期过程的升级、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无

衰退的升级、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作用下实现升级。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政策。
技术创新驱动、市场需求拉动、政府政策推动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倒逼”机制均对产业优化升级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产业升级受到技术水平、市场条件、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可构建五位一体

协同运行的产业升级路径，即“科技创新—产业占优—政策调控—需求拉动—有效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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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经济质量效益低下，产

业缺乏竞争力。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多种经济矛盾相互交织，粗放式发展模

式日益与新常态不相适宜，已到了必须依靠转型升级促进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阶段。只有通过调整和优

化产业结构，才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

一、中国产业升级面临三大难题

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判断，当前中国的产业升级将面临三大难题。如何来破解，为中国的产业升

级、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已成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
( 一) 难题之一: 如何在中短期内实现通常是中长期过程的升级

西方多种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规律证明，一国产业发展和升级涉及到经济社会各种配置的优化配置，往

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认为，一国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初始产品空间结构，

产业升级是伴随产品空间结构的优化来实现，产品空间的高度异质性与不连续性影响到了产业升级的过

程［1］。新贸易理论则认为，一国初始专业化分工对其未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起到决定性作用，贸

易比较优势的转化是产业升级的前提。发展经济学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提出技术距离和产品质量构

建受研发资源的制约，产业结构内生于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禀赋结构变迁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Ｒo-
mer，1997) 。总的来看，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内生的经济现象，由要素禀赋、初始贸

易条件、产品空间结构等决定［2］。也就是说，产业升级往往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3］。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产

业升级却要在中短期内实现面临着传统理论的挑战。



( 二) 难题之二: 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无衰退的升级

关于产业升级和经济衰退关系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家指出，伴随着历次全球产业的大升级，经济增速

却不断走低。Barrett( 2009) 等研究表明，企业产品创新往往逆经济增长周期，经济衰退往往是企业增加研发

投入最多的时期，从而实现所在产业的升级。还有学者，利用泰国的汽车产业对产业升级和经济衰退两者的

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经济衰退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泰国汽车产业的升级，提升了其全球产业价值链

( 库派蓬，2011) 。在这些学者看来，经济增速放缓或将“倒逼”产业创新和升级，也就是说，一国的产业升级

过程往往会伴随着经济衰退过程［4］。尤其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愈演愈烈，而全球经济依然复苏乏力。我

国明确提出，要在实现经济“双目标”的前提下来升级产业。
( 三) 难题之三: 如何实现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作用下的升级

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需要产业政策? 在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产业政策很难能有效推动产业升级。
譬如，早期的大推进理论代表罗森斯坦·罗丹( 1943) 指出，产业政策在具体实践操作和选择目标缺失的双

重困难，导致发展中国家通过大规模投资来带动经济均衡增长的政策措施无效。新结构主义( 2009 ) 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应优先考虑自身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产业，但是政策的路径依赖性往往会导致

政府在推动比较优势竞争战略时存在“比较优势陷阱”，产业升级始终脱离不了固有的比较优势产业，长期

“低端锁定”，无法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产业的有效升级［5］。这个问题长期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张维迎

( 2016) 教授提出产业就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只能阻碍创新，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然而，林毅

夫( 2016) 则提出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经济新常态下，如何通过转变产业政策调控的思路、方式

和手段，更好地发挥“两只手”的作用，将直接影响到产业升级的整体绩效。

二、中国产业升级的基本动力机制

产业的升级和变迁更多依靠市场力量自发进行，遵循一定的规律性［6］。但全球主要国家制造业发展的

历史规律一再证明，产业的发展和升级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林毅夫，2016) 。结合当前我国经济所处的特殊

阶段，试图从产业演进发展的规律和机理上，来探寻破解制约产业升级难题的路径。
( 一) 技术创新驱动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集群式技术创新正在多个领域

孕育突破，强有力地推动新产业革命①，加速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发展形态的深刻变革。
从信息技术来看，信息通信技术成为支撑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础和动力。信息通信

技术是全球技术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高速光纤网络和高速无线网络建设为信息应用业务发展开辟了更加

广阔的空间，集成电路开始进入“后摩尔时代”②。新一代移动通信、量子通信、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演进，正

在引领新的创新浪潮。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制造业领域的技术突破提供了重要手段。
从制造技术来看，智能制造模式正引领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发展形态重大变革。数字化、虚拟

化、智能化技术将贯穿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智能化装备、智能化系统、智能化服务构成的智能制造体系正成

为重构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
从新能源技术来看，新能源技术突破正推动能源生产方式和利用方式的深刻变革，倒逼制造业的转型升

级。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创新发展将推动全球能源结构不断优化，页岩气、可燃冰等非常规油气的技术突破可

能引发全球能源供给格局的重大调整，核能能源加快向可持续性、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发展。绿色能源

革命是新产业革命最重要的内容之一③，也将成为推动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因素。
从新材料技术来看，材料复合化、纳米化、智能化深入发展，碳基新材料、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取得重大

突破。新材料是材料工业发展的先导，将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推进国防科技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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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来表述更能体现当前全球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
后摩尔时代是指摩尔定律失效后的时代。所谓的摩尔定律，是指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晶体管数目大约每隔 18 个

月会增进一倍，而性能也提升一倍。
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



发展。
从生物技术发展来看，基因工程、干细胞、生物育种等技术不断突破①。据 OECD 预测，到 2030 生物技

术对化工和其他制成品领域的贡献将达到 35%，对药品和诊断产品领域的贡献将超过 80%。在民众需求和

巨头的市场潜力驱动下，干细胞治疗、人造器官、基因治疗等发展将给生物医药产业带来革命性变化。
( 二) 市场需求拉动

国内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近年来，消费需求呈现出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由物质型消费向服

务型消费两大升级趋势。其中，服务型消费需求日益以递增速度急剧增长; 信息消费迅速崛起，越来越成为

推动信息产业尤其是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的主力军［7］。新型文化消费日益成为当前消费的新时尚，引领创意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健康消费水平快速上升，带动生物医药、保健产业、银发产业、睡眠产业快速发展。以汽

车、住房、耐用品为主的热点消费不断提升。这些均已成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
城镇化深入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从 2007 年到 2015 年间，我国城镇化率由

45. 9%提高到 56. 1%，城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表明: 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后，城

镇化率一般要达到 70%以上。这说明，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时，城镇化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将产生

大量产品和服务需求。
新一轮产业转移呈现新趋势。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战略; 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以

更低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使得国际产业出现“双向转移”的新特征。这有利于国内制造业企业

利用国内外资源，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人口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劳动新增人口呈现下降趋势。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16 年底我国

劳动年龄人口②达到峰值，为 9． 93 亿人，到 2020 年下降到 9． 79 亿人。劳动力短缺，将带来对劳动替代需求

的增多，推动制造业采用自动化、智能化等先进设备; 也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制造型模式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另一方面，基于高素质劳动者的“新人口红利”期即将开启。在 2015 － 2020 年间，我国每年大学毕业生总数

高达 700 多万人，年轻一代高素质人才加快积累，配合以相关激励和扶持政策，将会推动越来越多的新兴制

造业萌发、成长、壮大。
( 三) 政府政策推动

围绕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强国这一历史性转变，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国家先后出台

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划、政策和文件，如下表所示。
近年来国家促进产业转型的有关政策文件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文件名称

2012 年 03 月 27 日 科技部 《智能制造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

2012 年 07 月 20 日 国务院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2013 年 05 月 30 日 国务院 《“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的通知》

2015 年 05 月 03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5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15 年 05 月 08 日 国务院 《中国制造 2025》

2015 年 07 月 05 日 国务院 《“互联网 +”行动指导意见》

2015 年 07 月 24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5 年工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指南的通知》

2015 年 09 月 29 日 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
会 《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

2015 年 10 月 19 日 工信部办公厅和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2015 年版) 》(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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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现代生物技术已有近 70 年的深厚积累。
劳动年龄人口是指年龄在 15 － 64 岁之间的人口。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文件名称

2015 年 11 月 17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 2015) 》

2015 年 11 月 25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行动计划
( 2015 － 2018)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完成制定《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方案( 2016 － 2020 年) 》

2016 年 03 月 16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16 年 04 月 06 日 国务院 《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

2016 年 04 月 19 日 国务院办公厅 《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 2016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2016 年 05 月 13 日 国务院 《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6 年 05 月 19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2016 年 08 月 15 日 工息部、质检总局、国防科工
局 《促进装备制造业质量品牌提升专项行动指南》

2016 年 08 月 30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6 年 09 月 19 日 工信部、国家发改革 《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 2016 － 2018 年) 》

资料来源: 根据建投研究院资料整理。

( 四) 资源环境“倒逼”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方式粗放，重化工比重偏高，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大。由于长期粗放式发展，

资源能源消耗大，能源利用效率低。目前我国总体能源利用率只有 33% 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单位

GDP 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 5 倍、发达国家的 3 倍至 4 倍。像钢铁、炼油、化工等高耗能产业单位产品能

耗高出发达国家先进水平 10 － 20 个百分点。环境污染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实质性遏

制，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生态系统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生态系统破坏带来自然灾害频发，

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生态环境约束的加大，对我国产业绿色化、集约化发展提出了紧迫要求。长期以来主要

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亟待加快向低碳绿色、节约集约升级和转型。

三、推进产业升级的五大路径

产业升级受到技术水平、市场条件、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可构建五位一体协调运行的产业

升级选择路径。
( 一) 以发挥后发国优势为特色的蛙跳型科技创新路径

作为后发型创新大国，我国具有创新体制的制度优势，以创新驱动作为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重要抓手，争

取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实现科技创新蛙跳的升级路径。选择技术路径清晰、产业发展方向明确、与发达国家

有同发优势的产业和技术领域，集中创新资源进行重点攻关，促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力争在具

有同发优势的领域占据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从目前全球产业技术优势来看，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

水平相对较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相对较小，有些领域具有同发优势、处于同等水平，甚至局部领域取得领

先优势①。可以考虑在这些领域加强政策的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整合产业链创新资源，通

过产学研联合攻关、新一代技术储备、专利池集聚等，形成不同形式的创新联盟，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加快推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 二) 以新兴产业占优为突破口的多元复合型产业发展路径

在目前我国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技术和科技水平普遍相对较低，如何快速实现快速转型和升级显得尤

为迫切。可以考虑，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变革浪潮中，要充分利用和快速捕捉全球涌现出的新技术、新
产品，通过实施“熊彼特创新”，即率先实现新技术的产业化、商业化，促进先发升级产业结构。要紧紧瞄准

全球新兴产业的制高点，通过观察技术领先者的研发路径，以较低成本鉴别新兴产业内的关键核心技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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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高铁、机械制造、通信设备等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探讨，通过率先实现市场化推广和应用来抢占全球市场，以“市场为先”作为

突破口撬动产业跨越式发展。这一创新路径成功实现的关键环节在于: 吸收消化并改进和发展全球已有的

成熟技术，并率先在国内大规模产业化应用。“商业化—应用—研发”是实现技术赶超的最佳创新模式。
( 三) 以前沿边际产业干预为着力点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推进路径

经济发展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离不开产业政策( 林毅夫，2016) 。同样，新产业的兴起和发展需要政

府的扶持，但政府扶持需要适度，扶持过度反而会引起企业和产业缺乏市场核心竞争力，导致“政府扶持悖

论”( 黄先海、诸竹君，2015) 。如何平衡这种困境，进一步发挥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关键在于: 加快产业政策

调控思路和方式的转变，加快由直接扭曲性的强干预向间接激励性的功能性干预转型; 由之前的选择性产业

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重点支持产业微观主体研发和创新、战略性产业发展，着力提升产业转型升级

的基础能力。
通过功能性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升级，需要找准调控的着力点，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发力: 一

是加快调整政策调控的手段和方式，由对产业全周期和整个产业链的泛化式政策干预向边际新兴产业干预

转变。之前政府常用的泛化式政策干预现已难以形成有效的政策合力，且产业发展容易形成政策依赖( 张

维迎，2008) 。这就需要瞄准新能源、信息通信、高端装备及新能源汽车等比较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创
新路径清晰的新兴产业，制定边际产业干预式产业政策，通过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推动新兴产业成长，建立

全球产业链和培育国际竞争力。二是坚持技术优先，坚持“熊彼特创新”战略导向。我国产业的创新基本上

以低成本跟进模仿式技术创新为主，产业持续升级的动力不足，产业被锁定在低端。进入新常态，这个模式

的弊端和不利影响进一步放大，日益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产品新技术加速涌现的大背景不相适宜。
技术政策亟需向“熊彼特创新”①行业倾斜，引导和鼓励企业对当今全球涌现的新技术实施首次商业化应用

和推广，利用信息技术所来的商业新模式和市场网络新优势，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三是完善动态扶持机制，

增强政策效果。当前，全球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技术的创新、新兴产业发展、新模式的兴起日

新月异，这就要求政府要牢牢把握产业科技的最前沿，根据产业景气状况实时动态调整，加快产业向高端化、
高技术性、高附加值的方面发展，占据战略高端［8］。以适应新的需求增加新供给，实现始终为正确的产业和

企业提供支持。
( 四) 以大国大市场为基础的需求拉动型升级路径

需求是经济结构升级变化的基本动力之一( 王岳平，2002) 。社会需求结构、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国

民经济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基本规律证明，新产业和新产品的市场需求在

很大程度上需要培育和引导( 王金照，2006) 。我国应充分发挥大国大市场效应，把握当前新一轮的消费革

命及其蕴含的巨大消费潜力，加快构建一体化大市场，突破新产业规模经济效应门槛值。
具体来看，就是要提振国内需求、升级对外开放，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好两种需求。从国内

市场来看，一方面，要消除市场封锁和行业壁垒，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针对当前国内市场仍然呈现条块化

分割状态现状，迫切需要消除地方市场分割、行业分割，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公平竞争、多方位开放的市场体

系，把潜在的大国大市场效应转化成为中国新产业发展的现实优势，把潜在的市场需求化成为拉动产业升级

实际的市场需求［9］。另一方面，培育多维度、多层次的市场需求，突破新兴产业规模效应门槛。新兴产业在

前期产业化应用、市场化推广的最大制约是规模经济门槛，如果不能突破这一主要瓶颈，就会陷入拥有同发

甚至领先技术却不能启动产业化的被动局面。为此，需要发挥大国大市场需求规模的基础性作用，挑剔性需

求激发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先发性需求推动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通过多元化市场需求引导和促进产业高

级化发展［10］－［11］。
从国外市场来看，就是要升级对外开放战略，提振外需规模和质量。近年来，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重新

抬头，对我国产业国外市场的开拓造成了很大冲击。如何增进外需，减少对外贸易摩擦已显刻不容缓。大国

大市场的对外吸引力和带动力为这一问题的破解提供了思路: 一是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充分发挥中

65 金融教育研究 2016 年

① 即对新技术新发明率先进行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创新。



国作为新兴崛起大国的区域中心作用和增长极效应［12］。二是进一步放大自贸区的窗口作用。以自贸区建

设①为抓手，培育我国产业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将自贸区打造为连接内

需和外需的重要纽带，引领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合作，立足于各国

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既要拓宽合作的领域，也要增进合作的深度，更要提升合作的质量［13］。尤其要强化

与其它“金砖国家”的协同合作。
( 五) 以综合环境硬约束、政策性强制、法制化管理的过剩产能有效退出路径

开发新产品、培育新产业、升级传统产业是产业升级的主要形式，而落后产业过剩产能、僵尸企业有序退

出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表现。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工业

化所处中后期特殊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过剩产能依然十分

严重②，存在大量的落后产业，僵尸企业严重影响行业发展，加大了宏观经济的潜在风险。目前来看，国内传

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化工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③，越来越成为制约

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瓶颈。
基于此，要坚持尊重市场规律与改善宏观调控相结合，综合运用法律、经济以及必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加

强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形成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合力。从环保管理、政策标准强

制、法制化管理等方面，形成落后产业、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等有效市场退出路径。一要转变产业调控的思路

和方式，加快由依靠行政审批管理向更多的依靠规划、政策、标准等措施转变，推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

税、环境税改革，规范投资政策，从源头上遏制企业进入过剩行业。二要积极探索“负面清单”约束的有效做

法。“负面清单”管理成为行业管理的主要方式，逐步建立起与“负面清单”相配套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三

要综合运用经济政策、法律法规、价格杠杆等手段规范和约束过剩产业微观企业的市场行为，鼓励企业通过

主动压减、兼并重组、转型转产、搬迁改造、国际产能合作等途径，引导部分过剩产能主动退出。四要加快健

全完善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部门规章，加强制定相关立法，加快建立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化解产能严重过剩

矛盾的法制化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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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New Path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under the
China’s Economic New Normal

WEN Yuchun
( Asia － Pacific and Global Strategy Ｒ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China)

Abstract: With China’s economy into the new normal，industr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pro-
found changes． In order to cultivate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realize the“bi － objective”of keeping the economy
maintained rapid growth and the industry towards to the middle and high end level; we must adjust and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t present，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urgently needs to solve three major problems，namely
the upgrading of medium and long － term process，the upgrading without a recession under the economic new nor-
mal，the upgrading under the common action in“effective market”and“effective government”． Industrial develop-
men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industrial policy． The forced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driven，market de-
mand pull，government policy to promote 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affected by the technical level，market conditions，the
economic environment，etc． Based on this，we can construct the cooperative operation industry upgrade path of“five
－ in － one”，namely“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 industry dominance － policy regulation － demand pull － effective
exit”．

Key words: economic new normal;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upgrading; industry policy; dynamic mecha-
nism;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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