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言

后金融危机时代袁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是当

前国际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袁
也是我国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袁抢占未来国际经济科

技竞争制高点的重大举措遥 相对冶金尧石化等传统

支柱产业袁新兴产业普遍具有产业基础薄弱袁前期

投入高尧市场认可度低袁产业体系升级具有强烈动

态性等特点遥 针对这一问题袁国外先进经济体分别

以不同形式袁从技术研发尧市场培育尧规划引导等不

同方面制定政策以适度促进新兴产业发展袁为我们

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袁如美国制定多种多样的导向性

科技政策和不同领域的技术计划袁韩国制定叶新增

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曳袁将绿色技术等 17 项新兴

产业确定为新增长动力等遥 这就要求我们针对产业

发展的特点袁充分利用好有限的资源袁从关键环节

入手袁制定野精确制导冶的产业政策以促进新兴产业

的发展遥
二尧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回顾

就产业政策理论而言始终围绕着两个方面进

行争论遥 一是有效性袁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

由主义在指导拉美和东欧国家转型的失败袁已在一

定程度上证明了产业政策有效性袁同时袁张夏准等

学者经过深入的研究袁发现欧美尧日本尧韩国和巴西

等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通过产业政策指导产业发展袁
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遥 就我国而言袁30 多年改革

开放成功经验证明袁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弥补市

场失灵的作用相当突出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

产业政策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的有效性[1]遥 二是如

何有效地制定产业政策以指导产业发展遥 新自由主

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新古典野市场失灵冶理论

为基础的传统产业政策理论有效性袁这是由于后者

主要通过直接干预和限制市场范围等措施来弥补

市场失灵袁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和腐败的滋生遥 新自

由主义的失败证实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袁对传统产

业政策的否定也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遥
关于产业政策理论的研究袁各国学者分别从不

同角度对产业政策进行了分析袁并逐步从静态分析

向动态转化袁从强调物质资源向关注知识尧信息积

累和创新能力提高转化遥 布兰德与斯宾塞运用博奕

论为分析工具袁提出野战略性贸易保护冶政策的概

念袁并强调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

争优势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2]遥 Porter 教授在叶国
家竞争优势理论曳中也提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主

要目标是野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冶袁但
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注意保证产业分配的公平

性[3]遥 国外学者 Hausmann 等认为产业政策是为了解

决协调失灵和信息外溢两种市场失灵现象而存在

的袁并提出由政府通过财产权系统尧合同的执行系

统尧良好的商业环境尧公共设施尧教育等因素来弥补

市场无法提供给企业的资源[4]遥 同时袁我国学者赵坚

教授从企业能力理论的视角提出制定有助于加强

制度创新和自主研发的产业政策是提高企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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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5]遥 周书莲教授

也从动态性和创新性两个方面对产业政策的制定

进行了分析袁认为我国高速增长行业产业政策的基

本思路应当旨在提升产业动态能力的方向转变袁并
提出了产业结构尧产业技术等具体的政策建议[6]遥 这

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产业政策的理论体系袁为进一

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遥 本文拟沿着动态能力理

论袁深入分析研究如何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保证战

略性新兴产业维持持久的竞争优势遥
三尧动态竞争优势思想的提出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典型创新驱动的知识尧技术

密集型产业袁在发展中呈现跳跃式的形态袁一定程

度上颠覆了传统市场秩序袁面临的是一个较以往更

开放和动态性更强市场环境遥 主要有以下特点院
一是企业间技术的流动性加快遥 高技术是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袁技术发展的跳跃性导致技

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断裂袁我国自主

创新能力仍然较弱袁大力吸纳国际开发性技术创新

成果是新兴产业快速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遥 教

育事业的发展袁类似于级差地租的人才级差不断缩

小袁运输及信息的便利使拥有专利技术的人才流动

性增大袁这些人才可以把专利技术在不违反法律的

前提下从其他国家带到我国袁使得国家间产业竞争

变成了人才和技术的竞争遥
二是市场需求变化加快遥 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

较为薄弱袁存在着从技术到产业的转换过程袁需要规

模化生产袁强大市场需求是确保规模化生产的前提遥
同时袁新兴产业大部分是面对最终消费者的袁如生物

医药中的干细胞培植袁 现阶段消费者希望产品更加

多样化尧个性化袁要求缩短产品的交货期袁并提供全

球化的优质服务袁企业需要在生命周期短尧更新快尧
难以预测的市场中不断调整以寻找强大市场需求遥

三是国际间的竞争对手较多遥 区域经济一体化

使得各国企业的竞争对手从本国扩大到了全球袁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上袁我国与世界发达经济体

在新能源尧新材料尧生物医药等多个方面有所重合袁
造成了产业重构现象袁 势必导致对资源的争夺袁加
剧了市场竞争遥

如果企业无法掌握外部环境的动态性袁或无法

通过自身的资源运营有效地应对变化袁则无法实现

长期生存或发展袁更难以获得超过行业平均利润的

租金遥 实践证明袁日本的产业政策始终伴随着经济

形势和产业环境的发展而调整变化袁具备了很强的

动态性袁如指导二战后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遥 制定

有效的产业政策帮助企业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

中通过资源合理利用以最快速度抢抓机遇袁在最短

时间内获得持久竞争优势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是非常重要的遥
渊一冤静态视角下企业竞争优势理论

传统竞争优势理论假设环境相对稳定袁 包括以

Porter 教授为代表的竞争优势外生论和 Penrose尧
Wernefet 及 Barney 为代表的资源论遥 外生论强调企

业的成功来自于外部环境袁 并认为在一个产业中企

业内部资源尧能力及战略是一样的袁即使有差异袁也
是非常短暂的袁忽视了企业内部资源的作用[7-8]遥 资源

论则认为企业内部条件对于获得超额租金更具有决

定作用袁 即企业内部资源积累是占据竞争优势的关

键[9-10]遥 在现实中产业面临的环境更多地表现为非均

衡状态袁特别是对于创新驱动的知识尧技术密集型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袁 外界市场环境变化速度的加快将

不断降低竞争优势的持久性袁 核心资源如不能适应

环境发展袁将会造成核心僵化袁抑制企业的发展[11]遥
渊二冤动态视角下企业竞争优势理论

为弥补 Porter 理论和资源论在动态性上的缺

陷袁国内外的学者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袁试图从内外

两个角度阐述持久竞争优势的形成遥 Teece尧Pisano尧
Shuen 及 Subba Narasimha 等提出动态能力理论袁它
强调为适应目前激烈变化的外部环境袁企业必须不

断获取尧整合袁具有能确认内外部的行政组织技术尧
资源和功能性的能力遥 动态能力是指在给定的路径

依赖和市场条件下袁不断获取新的竞争优势袁是有利

于维持动态的组织过程转换资产状况和获得资源与

能力的路径遥 国内学者项保华认为应从内部资源与

外部市场尧主观解释和客观资源两个层面进行研究袁
并分析如何通过内部与外部资源分配尧 交换和重新

整合获得竞争优势[12]遥 芮明杰从内外两个角度提出

构成竞争优势因素院产业洞察力尧系统能力及运行能

力[13]遥 宁建新提出通过扫描分析和发现环境变化时

所产生的市场机会提升和弥补原有企业资源与能力

的缺陷袁使企业核心能力与市场相匹配[14]遥
沿着这一思路袁我们认为动态竞争优势是指企业

在动态性的市场环境下袁以产品作为外部市场与企业

资源的连接纽带袁 动态地根据市场机遇对企业物质

渊M冤尧信息渊I冤尧资本渊C冤尧知识渊K冤等资源进行识别袁对
于缺失的核心资源袁通过与外部的交换袁最大限度地

满足客户要求袁在最短时间内赚取超过同行业平均利

润率的超额租金遥 企业应从内部资源尧外部市场培育

及资源重新配置三个方面考虑动态竞争优势的获得袁
系统模型主要由市场培育尧核心创新能力培育和资源

动 态 环 境 下 战 略 新 兴 产 业 政 策 体 系 建 设 研 究

37

37窑 窑



图 2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

重新配置等 3个子系统构成袁如图 1所示遥

产业是由若干个企业所组成袁一个产业竞争优

势的大小主要是由该产业内企业竞争力的大小决

定的袁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才是影响产业竞争力水

平高低的主要因素遥 传统的产业政策存在两个暗含

的假设前提袁一是假设产业外部具有静态性袁二是

产业内企业是同质的袁如 SCP 产业结构分析遥 在该

理论假设下袁传统的产业政策通常以调整产业布局

以提高产业集中度袁调整产业结构以实现规模经济

为政策目标袁并没有从企业如何获得竞争优势的角

度来考虑产业政策的制定遥 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

展袁 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呈现出很强的动态性袁各
种资源的流动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袁原有的产业政

策模式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获

得袁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遥 关于产业政策分类

问题袁芮明杰将其分为产业发展尧产业结构尧产业布

局尧产业组织和产业安全政策等袁在此基础上袁徐明

强又将产业政策按照主体尧目标尧要素和作用方向

进行了细分[15]遥 在此基础上提出动态竞争优势视角

下政府制定扶持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的关键点在于

产业市场培育尧产业内部创新能力建设尧产业外部

资源交换尧产业布局和产业组织创新等 5 部分遥

四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

战略性新产业的发展应以野顶层制造尧科技引

领尧资本带动尧低碳发展冶为总体思路袁在产业定位

上以高端为主袁改变以往以承接国际生产制造环节

为主的发展模式曰突出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袁努力

追踪发展核心技术袁提高创新能力曰借助政府引导

基金尧产业基金尧风投资金带动社会资本进入新兴

产业袁以社会资本带动产业发展曰应用低碳技术袁提
高产业节能减排能力袁走低污染尧低耗能尧高产出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遥 按照这一思路袁围绕 5 个关键环

节袁制定产业规划袁以资本带动产业发展袁提高创新

能力袁培育下游市场工程袁创新产业组织模式袁加快

高端人才引进等 6 个方面的政策袁为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支撑渊图 2冤遥
渊一冤产业核心资源交换政策子体系

1援引导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相结合

新兴产业具有不确定性高尧 轻资产的特点袁难
以依靠银行信贷资金支持袁应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

性袁以社会资本带动产业发展袁引入风险投资担保

机制袁建立专项的产业投资基金袁对市场和技术前

景好但缺乏资金的企业袁在成熟期前给予充分的支

持遥 如上海的生物医药尧新材料尧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3 只基金正式揭牌运作袁新能源尧集成电路 2 只基金

已签订发起出资协议袁通过国家出资 2.5 亿元袁上海

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出资 2.5 亿元袁 共吸引各类社

会资金 17 亿元曰 积极鼓励风险投资参与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袁帮助推动自主创新能力强的战略性

新兴企业在创业板和主板上市袁 发展股权交易所袁
为暂时无法在主板和创业板上市的中小企业提供

资金支持袁 变简单的银行贷款为从资本市场融资袁
扩大融资渠道曰引导战略性新兴企业在购买大型设

备时使用融资租赁等金融衍生产品袁降低企业运营

战略新兴产业政策体系

产业核心资源交换政策子体系 产业核心资源培育政策子体系 产业外部市场培育政策子体系 产业布局调整政策子体系 产业组织创新政策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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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动态竞争优势的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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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遥
2援搭建国际合作平台袁加快国内外资源流动

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袁鼓励企业拓展与国际

先进地区合作的领域和范围袁加快国内外优质资源

的相互流动遥 一是支持企业充分利用国际技术和管

理经验袁支持引进具有市场潜力和潜在竞争优势的

知识产权尧先进技术尧关键零部件和设备袁重点对消

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给予相应的支持袁不断提高产

业技术水平遥 二是积极探索和拓展吸收外资新方

式袁鼓励外国投资者以并购尧参股等多种方式开展

高水平尧研发型的合资合作袁抢占前沿领域遥 三是充

分发挥和综合利用现有资源尧人才等优势袁鼓励跨

国公司以独资或与当地企业尧科研机构尧高等院校

合资的形式设立研究开发中心遥 四是结合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特点袁 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

野走出去冶战略袁通过控制上游资源和建立境外销售

网络等方式袁科学引导和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

球布局遥
3援制定吸引外部高端人才引进的政策

加大新兴产业人才引进力度袁 支持和鼓励海外

回国渊来华冤优秀人才按规定申请和承担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尧政府科技计划尧基金项目和产业化项目等袁
采取持股尧技术入股尧提供创业基金等灵活方式袁积
极吸引国际各类高技术专业尧经营管理等高端人才遥
与各大院校合作袁 组织实施新兴支柱产业人才继续

教育工程袁完善高中低端各层次人才供给体系遥
渊二冤产业创新资源培育政策子体系

1援加大对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扶持

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的创新投入袁特
别是前沿性尧关键性尧基础性和共性基础研究的支

持力度袁力争早日实现自主知识产权袁抢占制高点遥
鼓励企业拓展与国际国内先进地区合作的领域和

范围袁 支持企业充分利用国际技术和管理经验袁重
点对企业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给予支持袁不断提

高产业技术水平遥 通过专门的科技立项袁加大对自

主创新的科研经费投入袁把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资

委考核国有企业的重要指标袁 逐步提高 R&D 投入

在 GDP 中的份额遥
2援建立健全创造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

建立健全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知识产

权战略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重大科技创新和

知识产权袁 通过科技计划和建设投入给予重点支

持袁加强相关知识产权的获取尧保护和转移等工作遥
实行野标准战略冶袁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涉及到的

各类技术尧检验监测尧准入和接入标准袁引导产业有

序健康发展遥 加快制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体系袁
切实保障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权益遥

渊三冤产业外部市场培育子体系

积极组织实施重大市场培育和产业工程袁打造

优势特色产业链条遥 从全国视角协助企业培育下游

市场袁如新疆尧甘肃尧江苏等属于国家规划的重点风

电场建设基地遥 外来的风电装备企业有较高的进入

门槛袁 同等条件下外地企业产品较难打入当地市

场袁应加大力度打破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袁对于风电

场采购非本土化风能设备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

支持遥 同时袁在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中袁按照一定比

例规定采购在国内注册企业生产的设备袁在前期给

予相当的支持袁鼓励其发展遥
渊四冤产业布局调整子体系

目前袁我国各地区在明确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

域时袁大部分地区均将电子信息尧生物制药尧新能

源尧新材料尧节能环保列为重点发展领域袁部分地区

如山西尧浙江尧宁波尧海南等地提出要发展先进装备

制造业袁安徽尧江西提出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袁存在

着严重的产业同质化现象袁将增加各区域之间的竞

争遥 根据各区域产业基础和环境特点袁制定和颁布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指导目录袁 合理布局各项产

业袁突出有序发展袁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袁
加快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袁促进形成重

点突出尧 差异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布局袁推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遥

渊五冤产业组织创新政策子体系

加快产业组织模式创新袁促进新型野政产学研

用冶技术合作遥 政府搭建产业化技术产业化平台袁支
持科研机构和高校与重点企业共建工程实验室尧工
程渊技术冤研究中心袁建立健全产尧学尧研尧用结合机

制袁在新兴产业领域组建若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技术研发机构袁提高系统集成和工程化能力袁在技

术的引进尧研发尧产业化和产品推广等环节提供全

程的支持遥 加快制定各项产业的国家标准袁以核心

企业为龙头袁科研机构尧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服务

为支撑袁不断健全产业标准体系尧检测方法尧技术规

范和认证体系遥
五尧总结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基础薄弱尧前期研发成本

高尧市场认可度低的特点袁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

大力的扶持和引导遥 知识经济时代袁各行业面临的

外部环境呈现很强的动态性袁新兴产业这一特征尤

为明显袁 突出表现在企业间技术的流动性加快尧市

动 态 环 境 下 战 略 新 兴 产 业 政 策 体 系 建 设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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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s characterized by fragile foundation and early high R&D costs, as a result of which it needs
government policy guidance. Based on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industry policy theory, aiming to external market high dynamic
environment of emerging indust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policy system to promot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from
five key respects including core resource exchange袁market cultivation, layout adjustment,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from a angle of
dynamic competition. Lastly we propose eight initiatives including connecting with capital marke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platform, developing innovation ability,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stering industry market, completing industry
layout, and accelerating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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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需求变化加快尧 国际间的竞争对手较多等方面遥
在对传统产业政策分析的基础上袁讨论在动态环境

下袁针对核心资源交换尧创新资源培育尧外部市场培

育尧布局调整尧组织创新等 5 个关键环节袁构建促进

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袁以期为我国的产业发展

提供一定的帮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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