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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丑巨太士也 区产立卫结构调整的特征
兼谈产品周期理论的若干缺陷

石 建民

一
、

战后以来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大调整

自战后以来直至 年代中期
,

在亚太地区 本文主要包括

中国
、

日本
、

亚洲
“

四小 ” 、

东盟及美国等国家地区 中
,

东亚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巨大成就
,

曾一度被人们

誉为
“

东亚奇迹 ” 。

关于东亚经济的崛起和成长
,

存在着各种解

释
。

但真正深入而具体地解释东亚地区持续
、

相继而有序的高

速经济增长
,

必然离不开对亚太地 区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
,

因

为正是亚太各国和地区 间的动态产业调整
、

转移和 由此形成的

产业分工
,

才为这种增长提供了潜在动力和 内在机制
。

归纳起来
,

战后亚太地 区一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产业结

构调整和转移

第一次始于战后 年代初期
。

国民经济刚刚恢复的 日本

在朝鲜战争刺激下拉开了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序幕
。

当时

日本一方面为了解决国内外汇短缺问题大力发展纤维
、

食品等

出 口导向型轻纺工业 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国内扩大再生产所需

设备的生产和 日益扩大的居 民消费需求
,

积极扶植面向国内市

场的进 口 替代工业
,

如化工
、

钢铁
、

耐用消费品等
。

而在这时
,

亚

洲
“
四小

”
则主要着手初级进 口 替代工作

,

发展急需的非耐用消

费品和普通生产资料工业
。

在这次调整 中
,

做为第三层次的东

盟成员国基本没有加入
,

仍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制造
。

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浪潮 自 年代初期开始
。

引发这次

调整的是 年代石油危机
。 “ 四小 ”开始重点发展轻纺工业

,

包

括纺织
、

服装
、

塑料
、

玩具等
,

并积极将其推向海外市场
。

此外
,

韩国
、

中国台湾 省 以下简称台湾 还积极发展化工
、

机械
、

钢

铁
、

耐用消费品等进 口 替代型重化工业
。

这一时期 日本在第一

次调整基础上
,

集中力量发展钢铁
、

造船
、

化工
、

汽车
、

机械
、

电

气等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出 口导向
,

同时还重视发展技术密

集型工业的进 口 替代
,

如电子
、

机器人等
。

东南亚各国这一时期

开始加入产业结构调整行列
,

由原始的初级品生产转向劳动密

集型
、

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轻工产品的进 口 替代
。

第三次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是从 年代中期开

始的
,

这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是 年代中期
“

广场会议 ” 。

这

次会议后 日元及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的货币大幅度升值
,

劳动

成本上升
,

亚太地 区普遍进行新的一次大调整
。

日本
、

亚洲
“
四

小
”

纷纷向海外进行产业转移是这次产业调整的重要标志
。

日

本一方面对外转移不具竞争力的产业
,

扩大这些产业产品的进
口 ,

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 口
。

亚洲
“
四小

”

在迅速扶植原先的进 口 替代型重化工业走 向国际

市场充当出 口 主力的同时
,

还积极培育国 内高新技术产业
。

而

东南亚诸国的总体趋势是
,

着重促进出 口 导 向型劳动密集工业

的扩张
,

同时着手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进 口替代
。

在亚太地 区每次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
,

都有不同层次的国

家或地区参与和进行不同内容的结构调整
,

从而形成了较明显

的阶梯型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工层次
,

这不仅表现在同一时点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别上
,

也表现在同一国家或地 区不

同时间序列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上
。

从各时期各国 地区 主导产

业的变迁过程观察
,

亚太地区的产业阶梯型分工具有明显的动

态 转移特征 最高阶梯 第 工 阶梯 美
、

日 中间阶梯 第 卫 阶

梯 新兴工业化经济 低级阶梯 第 阶梯 东盟等
。

一国对外实际经济活动主要体现在商品和要素 尤其是资

本 的国际流动上
,

因此要 阐释亚太地 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国

际转移必然要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
,

从而必然要应用有关

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
。

将国际贸易
、

国际投资和 国际产业转移

结合得最为严密
、

对亚太地区产业结构动态调整解释得最具逻

辑说服力的当推美国经济学家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
。 ①战后亚

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基本上印证了产品周期原理
。

只

不过它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两项新开发产品
,

而是上升到一个更

宏观的层次
,

表现为产业部门的周期循环运动
。

根据产品周期原理
,

我们可以将当今亚太地区处于不同分

工阶段的国家 地区 在产业国际循环转移中生产结构
、

出 口 结

构
、

进 口结构
、

直接投资结构进行相应的归结 见表
。

表 当今亚太地区的分工阶梯

项项 目目 第 阶梯梯 第 皿阶梯梯
美

、

日 亚洲“ 四 小

主主要生 产部门门 技术密集型型 资本 密架 型型 劳动 密集型型
技技技技术 密集型型 资本 密集型型

主主要 出 口 部 门门 技术密集型型 资本密集型型 劳动 密集型型

主主要进 口 部 门门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 密集型型
劳劳劳动密集型型 技术密集型型型

对对外投 资部门门 资本密集型型 劳动密集型型型
劳劳劳动密集型型型型

接接受外资部 门门门 资本密集型型 劳动 密集型



二
、

当今亚太地区的产业周

期 和 产 业 调整 新特征

如果说从战后一直到 年代亚太地 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

转移基本上是遵循产品周期原理演变过来的
,

那么进入 年

代以后
,

是否该沿着相同的轨迹延续下去呢 本文认为
,

亚太地

区的第 工阶梯国家在产业分工 中仍将充当高技术密集型产业

的主力
,

继续将资本密集
、

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传递给第 阶

梯国家 地区
,

并和第 阶梯国家 地区 一起将劳动密集型产

业传递给第 阶梯国家 地区 这一总的趋势
,

在短期不会有根

本变动
,

但某些局部性
、

分化性的调整和变化将要发生
,

从而对

亚太地区产品周期循环产生作用张力
,

一定程度上导致产品周

期循环的逆转或变形
。

其表现在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产品周期缩短趋向明显
,

产品周期中的某些环节甚至被

压缩到可忽略的地步
。

雁形产业发展模式 产品周期的派生形式 表明
,

某一新兴

产业往往要经历进 口 国内生产 进 口 替代 出 口这样一个

过程
。

日本的重化工工业在第一阶段进 口急剧上升
,

生产和出

口 几乎不变 第二阶段进 口 的重化工业化率上升缓慢
,

而生产

的重化工业化率开始上升 第三阶段进 口 的重化工业化率反而

下降
,

生产重化工业化率停留在微增水平
,

而 出 口 的重化工业

化率却大幅上升
。

日本的重化工业由进 口 到 出 口 在产品周期

循环中还包括由出 口到进 口 和对外投资的后续环节 经历了几

十年时间澎
。

而现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周期大大缩小
。

韩国

从引进
、

进 口 晶体管和低兆位芯片到 国 内生产
,

再到 占领 国内

市场费时 巧 年以上
,

而后来在
、

兆位芯 片的高档产品方

面
,

从进 口
、

引进到国内生产乃至 出 口 却只用 了不到 年的时

间
。

产品周期不仅缩短
,

而且其 中有的环节趋于消失
。

许多新产

品的开发已跳过 了进 口 阶段
,

直接开始 国 内生产
,

并且国内生

产一开始就不仅仅停留在进 口 替代层面
,

而是面向海外出 口 市

场
。

韩国的产业用 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 中技术含量
、

附加值极高

的部分 是从 年代起才开始进行国内生产的
,

它在整个电子

产品中所比例虽有所上升
,

但到 年代末期仍在 左右
。

然

而它的出口率却在 年代中期就 已超过了
,

到 年代末

已达 的高水平
。

可见产品周期不再具有传统的进 口 进 口

替代 出 口这种明显的阶段性
,

取而代之的是有关阶段
、

环节

的消失
、

重合或交叉
。

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产业用 电子产品上
,

其他大多数技术密集型产品也普遍存在这一特点
。

在亚太阶梯型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调整中
,

不同阶梯国

家 地区 的生产结构
、

贸易结构与外资结构之间错位的现象 日

益突出
,

从而导致产品周期循环扭曲和变形
。

首先是生产结构同贸易结构脱节
。

根据前文分析
,

亚太地

区的亚洲
“

四小
” 目前应正处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 口 替代和

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 口导 向这一发展阶段
,

这是由其前阶段资

本密集型产品进 口替代演变的结果
。

然而实际并非如此
。

以台

湾为例
,

年到 年
,

资本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

值 比重 由 上升到
,

技术密集型产业 由 上

升到
,

劳动密集型产业则相应由 降到
。

而

出 口产品结构中
,

资本密集型产品占整个工业品比重由

上升到
,

技术密集型 由 上升到
,

而劳动密

集型则 由 降到 ③ 。

可见
,

生产结构与产品周期理论

相符
,

基本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
,

而 出 口 结构却出现

明显偏差
,

不是资本密集型而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取代劳动密集

型产品成为出 口 主导产品
。

这种贸易结构相对于生产结构的
“

超前高级化
”

倾向在其他第 阶梯 国家 地区 也不 同程度地

存在
,

它们在经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 扩张和资本密集型产品

进 口 替代之后
,

并没有走上资本密集型产品大规模出 口 替代的

道路
,

而是先后走上了直接壮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和 出口 的

道路 韩国的情形有些例外
,

它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要 比其

他
“

三小
”
充分得多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

技术密集型产品和 出

口扩张可能仅仅是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 口 滞缓而言的
,

绝

对增长速度可能并没有大的变化
。

这点在某种程度上可据韩

国
、

台湾等 自 年代末以来贸易盈余不断收缩这一事实予 以

初步推断
。

即便如此
,

并不影响我们关于其生产结构与贸易结

构脱节
,

背离产品周期原理的立论
。

其次
,

直接投资结构与产品周期模型背离也 日趋明显
。

按

照产品周期理论
,

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发生在产品的标准化和衰

退时期或劳动密集化阶段
,

此时对外投资国家基本上开始由净

出 口 向净进 口转变
。

据此得出的当前亚太产业周期循环中的直

接投资构成应该是 第 工阶梯分别对第
、

阶梯进行资本和

劳动密集型直接投资
,

第 贾 阶梯则对第 班 阶梯实行劳动密集型

直接投资 参见表
。

这种形式的直接投资对母国而言起到了

替代进 口 的作用
,

对东道国而言则起着出 口 替代的作用
,

实质

上与小岛清所倡导的
“

顺贸易导 向型直接投资
”
不谋而合

。

然而

当今的亚太地区直接投资结构与此有较大出入
。

据有关资料显

示
,

美
、

日在亚洲投资的海外分支机构对母国的返销 比例 自

年代以来一直直线下降
。

这意味着
,

第 阶梯国家对低阶梯国

家 地 区 的直接投资并不象产品周期理论所说的
,

对母国是一

种进 口 替代
,

对东道国是一种出 口 替代
,

而是愈来愈 明显的表

现为对母国是一种出 口 替代
,

对东道国而言是一种进 口 替代
。

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在产品周期循环 中的超前倾向 日益突

出
,

大部分对外投资并不是等到产品老化衰退才开始
,

而是不

断提前到产品成熟期
、

成长期
,

甚至产品创新阶段
。

继续观察第 阶梯国家 地区 情况
,

仍可发现它们的对外

投资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结构上都存在一定的超前发展倾向
。

根

据产品周期模型
,

第 亚 阶梯 目前正处于 由劳动密集型出 口 主导

向资本密集型 出 口 主导转变的阶段
,

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 口结

构中比重不断下降
,

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转向对外直接投

资
,

但这种初始性投资规模应该较小
,

因为出 口优势并未完全

丧失
。

但事实并非如此
。

亚洲
“
四小 ”对外投资一开始就迅速进

入高速发展阶段
。

一 年
,

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

倍
。

台湾 自 年代中期起对外投资增长迅猛
,

累积余额由

大约 亿美元增至 年 亿美元
,

增长 倍
。

香港

年初累积余额为 亿美元
。

韩国对外投资则以年均 的

速度增长
。

有的学者论述过
,

东亚地区仅用了西方发达国家一

半时间
,

就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期
。 ④ 年代以后

,

第 阶梯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更为惊人
。

据资料统计
,

到

年亚洲
“

四小
’,

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已占东亚接受外资的大部分
,

超过第 阶梯的美国和 日本
。

更引人关注的是
,

该年
“
四小

”

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为 亿美元
,

而它们对东亚地区

的直接投资却高达 亿美元
,

由长期以来的资本净输入者而



一举成为资本净输出者
。 ⑤再从结构方面来看

,

第 阶梯国家

地区 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表现出很强的超前性
。

这不仅表现为

它们对第 阶梯国家 地区 的投资的结构不断高级化
,

更体现

在它们对第 阶梯国家技术密集型高层产业的直接投资上
。

据

有关资料统计
,

年代末 年代初
,

台湾对美国投资在其对外

直接投资总额中比重已达
,

后来仍在增长
。

这其中包括台

湾神通公司等多家企业纷纷收购美国硅谷高新技术公司
,

如以

生产电脑终端机驰名的慧智公司
,

生产 自动化技术公司
,

阿尔

托斯计算机系统公司等
。

韩国 年代初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

的 集中于美国
,

而且也主要是技术密集型行业
。

作为第

阶梯国家和地区
,

对第 工阶梯国家的技术密集
、

高层 次产业进

行大量直接投资
,

这在产 品周期模型里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的
。

事实上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完全称得上是产品周期循环的一

种逆流
,

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某些产业产品周期的扭曲和变

形
。

规模经济作用在产品周期不同阶段的演变 日益成为影

响产品周期运行的重要因素
。

在产品周期模型里
,

创新阶段中规模经济并不重要
,

因为

产品尚未定型
,

无法大批量生产
,

而且产品价格弹性较低
。

只有

进入成熟阶段后
,

规模经济才逐渐发挥作用
,

大批量生产成为

降低成本和价格的重要途径
,

同时创新国凭借规模经济继续保

持出口优势
。

但到了标准化时期
,

规模经济 已被利用殆尽
,

要素

成本在降低价格中起主导作用
,

创新国才开始考虑对外直接投

资
,

从事海外生产
,

同时后进国家因国内需求扩大
,

规模经济显

现
,

再加上要素成本低廉
,

开始在出 口 中获得绝对优势
。

然而在当今亚太地区分工体系和产品周期循环 中
,

规模经

济的作用方式 已大为改变
,

其表现在 创新阶段规模经济的

重要性 日益突出
。

由于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
,

研究开发投资

和风险巨大
,

厂商必须迅速进入并占据全球市场
,

才能在短期

内收回投资
。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
,

年代初投资半导体生产的

最低规模为 万美元
,

年代初 为 万美元
,

年代中

期 已达 亿美元上下
。

年开发 兆位 的动态随机贮存

器 约需 万美元
,

年开发 的 增

加到 亿美元
,

年开发 的 则需投入 亿

美元
。

可见从事尖端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活动越来越集中在少

数具有雄厚实力的跨国公司身上
,

只有它们才有足够的资本实

力组织人员进行开发研究
,

并在短时期 内将新产品在全球范围

内销售
,

迅速收回投资
。

如电脑中央处理器控制于英特尔公司

手中
,

液晶显示器受控于 日本声宝公司等
。

大型跨国公司一开

始就以全世界市场为 目标进行高科技产品开发创新
,

相对于传

统产品周期模型 中以小批量投产
、

未定型
、

主要靠高价位 回收

投资的产品创新而言
,

规模经济的作用显然大为加强
。

规模

经济在导致第 阶梯国家 创新国 向外直接投资
、

转移产业的

机制中所起作用也不同于产品周期理论的分析
。

在产品周期理

论中
,

只要规模经济优势占主导
,

创新国就会仍然以出 口 方式

输出产品
。

只有当生产的规模经济已被耗竭殆尽 即产量增加

不再或很少使成本下降 或规模经济优势 已不如要素成本优势

重要时
,

才考虑对外转移生产
。

而在当今的亚太地 区产业分工

中
,

高阶梯国家对外投资并不是因为规模经济的丧失
,

而恰恰

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
。

我们知道
,

新贸易理论十分强调

经济水平接近
、

需求相似的国家间 副丈产品差别化和 规模经济

来进行产业内贸易
,

即各国生产者为了利用规模经济来降低单

位生产成本
,

仅生产少数几种反映国内大多数人偏好的差异产

品以迎合国 内需求
,

并出 口 部分产品满足 国外少数人偏好
,

而

国内少数人的偏好也通过进 口 差异产品来满足
。

其实解释产业

内贸易的规模经济动因也适于解释产业内对外投资
,

即各国生

产者为了更大限度地利用规模经济
,

将原先在国内生产的一系

列差别化产品部分转移到海外生产
,

其中既包括面向出 口市场

的产品
,

也包括面向国内市场的产品
。

如 日本
,

国内生产数字式

磁带录放机
,

而把其他规格录放机转移到海外生产 在国内生

产分离式室内空调器
,

在马来西亚等地生产窗式室 内空调器

在电脑领域
,

国内生产台式计算机
,

在台湾投资生产笔记本型

电脑等等
。

在产品 已完全标准化
、

要素成本 主要是劳动成

本 优势明显超过规模经济优势的行业 如轻纺业
,

高阶梯国

家 地 区 的对外投资反而相对下降 见表
,

因为在这些行业
,

低阶梯国家 地区 已掌握了独立生产和 出 口 的绝对优势
。

表 日本产业的海外生产比率

产产 业业

制制造业全体体

其其中 棉纷纷
。

普普通机械械
,

电电 力机械械

运运输机械械

说明 海外生 产率一 制造 业 海外子公司钻售额 国内铭售额

资料来源 〔日 〕日本经济研 究 中心 《 年的 国际 经济与 日本 》,

中文 版
,

页
,

北京
,

时事 出版社
,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亚太地区产业周期在当今已发生了重

大变化
。

亚太地 区产业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所表现 出的新变

化
、

新特征
,

势必会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
、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

造成很大影响
。

如何针对当今亚太产业结构调整变化的新特点

并结合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
,

为我国更好地参与亚太地区国际

经济合作提出有效的对策
,

将是今后巫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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