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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类型、实施力度以及针对性等维度，以此来评判其有效性及合

理性。鉴于此，本文深入查阅了与产业政策紧密相关的文献资料，系统地探讨了产业政策的发展历程，

深入剖析了其内涵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这一全面的研究，本文旨在为产业政策的发展研究

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结论，以期为推动产业政策的优化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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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research on industrial policies mainly focuses on dimensions such as their types, im-
plementation efforts, and targeting,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rationality.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extensively reviewed literature closely related to industrial policies, systemat-
ically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deeply analyzed their connota-
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is comprehensive study,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conclus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olicies,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im-
provement of industria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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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业政策指那些用于引导国家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使整个国家经济高效发展的政策，

通过弥补市场现有不足、合理分配资源、保护新兴产业等方面去达成其目的。中国制定的产业政策很大

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1] (蔡昉等，1999)，中国在工业生产体系的建设上，同样也离不开产

业政策的大力支持。所以产业政策的制定及其有效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学者们对现有的产业政策

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多数通过产业政策的类型、产业政策实施力度、产业政策的针对性等方面去判断该

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合理性。尤其是在产业政策对生产率提升程度、产业结构调整程度等方面，学者们是

有重点关注的。早在 2 年前，就有文献证实，中国通过将灵活的国家政策和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相结合，

成为全球范围内产业政策实施最有效最成功的国家[2]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2019)。 

尽管如此，学者们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上仍然存在许多不同意见。持积极观点的学者们认为：1) 目
前仍有市场失灵的存在，无法单纯通过市场达到资源配置均衡，所以依旧并且可能长期需要政府发布一

些政策加以干预[3] (Stiglitz J.E., 2015)。2) 目前产业发展变革加速，更多的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相对与发达国家，诸多发展中国家规模经济较弱，无法快速有效地形成新兴产业的产业集聚。因此国家

更应对新兴产业加以政策支持，从而实现“弯道超车”。如果某些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关政策支持，那就

很难发挥比较优势，对于其现有产业的升级调整的目标就很难达成[1] (蔡昉等，1999)。3) 产业政策是全

球范围内非常普遍的存在，它的存在也不会和早已完备的市场体制产生冲突。例如西方国家对农业、电

子产业、工业等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 
反对实施产业政策的学者理由如下：1) 政策制定者会受信息不完备、信息传递滞后等因素的影响，

不一定能制定出最优的政策[4] (江飞涛等，2018)。2) 在“理性人”假设中，所有行为主体都会把如何实

现自身最大利益放在首位。所以政策制定者们有可能会出于利益考虑制定一些产业政策，而不是优先考

虑目前经济形势，形成产业形势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偏差。本文将通过阅读整理一些相关文献，对以后产

业政策的制定提出一些想法。 

2. 产业政策发展的过程 

计划经济体制伴随了我国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为使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

便转变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之后引入了他国的产业政策进行学习，不断更

新，契合实际发展形势，成为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地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在国务院发布文件《关于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后正式开始颁布并实施相

关产业政策，虽然当时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偏向于计划经济，但和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相比，所运用的

产业发展政策更加多样丰富，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产业潜力，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新活力[5] (黄群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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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更加开放灵活的产业政策相继颁布，此时，过去老套的计划经济路子被新产

业政策完全代替了。 
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各国的产业政策也在不断向更高效、更先进靠拢，更加趋于成熟。

政策的针对性愈发明显，更强调对特色产业、重点发展产业进行升级调整，并不断培育扶持新兴产业的

成长。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我国经济正式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在注重技术创新对高质量发展存在推动作用

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例如提升产业生产率、进一步优化现有产业结构等要求，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向更

高阶段进行冲击。近 2 年，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蔓延，我国在 5 G 制造、医疗服务等产业上，对完善

技术面，提高技术水平提出了更多要求。李克强总理曾在 2020 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提到：“提高

科技创新支撑能力。要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体系，加强关键技术核心攻关。”这些

话语更加强调技术创新、新兴科技对经济发展存在高效推动作用。 

3. 产业政策内涵及其影响 

现在已经有许多关于产业政策论述的文章，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对产业政策的概念的解析[6] 
(寇宗来，2017)。但学者们对产业政策的理解大都偏向于：国家或地区对达成产业目标，对产业发展和升

级所进行的政策干预。但也有相关文献，所实施的产业政策划分为：功能性和选择性。功能性侧重于政

府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带动市场运转使之更为有效。可以通过完善一系列市场制度、合理调配资源来实

现。选择性侧重于政府改变两个或多个产业间资源配置，主要将现有的资源充分配置于特定的需要重点

扶持的产业，如新兴产业，从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更快产生规模效应。但对于现在而言，政府应

该加强对一些偏上游产业进行扶持，原因在于偏上游的产业为中下游产业供给较多的生产原料，但是自

身很难从其上游获得等量的原料供给，特别是对处于生产链最上端的部门，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因此政

府应该对其进行一定的政策扶持，防止市场出现扭曲。 
一个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最直接的指标就是评估生产率。这种常用的评估方法在文献中十分常见[7]。

利用所收集的数据计算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非常成熟。这种直观的对生产率的观测，可以很快判断一

个产业政策对行业是起到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宋凌云(2013)通过对 2000~2007 年中国各省的全要素

生产率进行回归分析，去研究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程度[8]。从结果来看，中国产业政策对传统产业、

新兴产业或是支柱性产业的生产率提升都有一个显著的推动作用。但也有文献发现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

影响需要按照政府补贴力度分类讨论。包群(2012)在实地考察后研究得出：政府对企业的某项补贴政策的

实施力度与企业生产率提高与否存在必然联系。当政府补贴力度还未达到某一特殊临界值时，此时补贴

力度越大，企业生产率提高就越显著[9]；相反，当政府补贴力度超出这一临界值，那么会对企业生产率

提升产生抑制作用，而且此时补贴力度越大，抑制作用就越强。Aghion P. (2015)也用实证分析中国往年

的工业数据，认为具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维持了产业间的竞争，提升产业内个企业的生产率[10]。 
但也有学者对产业政策抱有负面态度。戴小勇等(2019)利用 1998 年至 2007 年制造业的生产数据，根

据产业政策、企业区位、企业规模等指标去测算产业政策对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政府的产

业政策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的利润，建议多使用惠及大众的政策来代替产业政策，要充分利用市

场自动调节的能力而不是依靠政府一系列的干预[11]。 
产业政策的实施除了提升产业生产率之外，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产业

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左右十分明显，并且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推动着产业结构的升

级优化调整。学者研究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产业政策和市场力量存在互补关系，两者

并不矛盾；而且该地区政府效率越高，产业政策的正面效用越明显，对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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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大。 
贺俊(2019)等学者针对产业政策推动基础性产业实现“弯道超车”也展开了讨论[12]，并且在此基础

上有学者提出对于一些技术性壁垒较高的产业例如高铁、生物科技，需要利用产业政策去突破目前所面

临的技术限制，弥补产业因市场和技术障碍造成的创新缺失，加速技术进步[13] (黄阳华等，2020)。 
也有一个部分学者注意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由此对产业政策持有反对态度。Barwick 等(2019)注意

到：一些地去对其所生产的产品采取“产品质量免检”这一特惠产业政策，生产要素市场也因此发生扭

曲，产能过剩问题凸显[14]。刘诚(2018)认为，这种产能过剩问题多数集中在市场化不完全的地区[15]。 
抛开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创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进步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为抓住创新强大的推动

力和溢出效应，促进产业进行创新也成为了产业政策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之一。并且随着工业化升级，

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创新已经成为了产业再次进步的核心力量。 
整体上，学者们对“产业政策是否推动创新”持积极肯定态度。特别是针对那些新兴产业，产业政

策推动企业创新，创新再推动企业绩效上升，所以产业政策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交互关系[16] 
(余明桂等，2016)。但同样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只是单纯增加了企业创新的数量，并没有一个质的提升。

因此，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研究。 
学者们对产业政策抱有不同的态度，我认为主要取决于学者选取研究对象所处的区位、研究对象生

产性质等因素。 
首先来看研究对象所处区位。我国产业政策主要重点放在经济开发区内，因此在开发区内，会有更

多的产业集聚。孟美侠(2019)利用回归分析，探究了区域政策对整个产业在区域内空间集聚的影响，认为

经济开发区内实施的优待政策可能会导致产业在该区域内分散，也就是产业政策降低了该区域内的产业

集聚水平[17]。但 Lu (2019)对我国经济特区内产业政策实施以及产业分布进行考察发现：开发区比未开

发区有着更高的投资率、就业率、生产率[18]。 
对于不同的企业类型，产业政策的实施重点也有所不同。学者分析了产业政策在国有和民营企业之

间的差异，发现国有企业对政府财政补贴、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更加敏感，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比起民营

企业先天优势较多，由国家扶持管控。而民营企业则在技术创新上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 

4. 结论 

从改革开放以来，产业政策在引导我国经济发展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协调了政府对生产资源的配置。

但在“产业政策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以及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实施”、“产业政策

是否推动企业创新”等方面还是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简单地阐述了不同学者们的观点，但并不能很全

面的分析上述问题，所以仍有许多不足。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产业政策在某一临界值下时，会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以及产业内

竞争水平；但反对意见认为，产业政策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的利润，建议要充分利用市场自动调

节的能力。第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产业政策和市场力量相互影响，推动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调整，更能突破技术障碍去迎来技术革新；反对意见认为，产业政策很有可能扭曲生产要素市场，导致

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第三、产业政策会推动创新从而推动企业绩效上升；也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带来的

创新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并没有质量上的改变。学者们对产业政策不同的看法会受到研究对象生产区位

以及研究对象生产性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区位、不同的企业类型，自然对产业政策有着不一样

的敏感程度，需要更客观地评价。 
我国开始迈向高质量发展，产业政策也应当升级调整，去贴合我国现有的经济状况或是产业发展状

况，向着这个目标更快更高效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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