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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提高对策

蓝庆新　王述英

　　摘要 :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式下是十分重要和必要

的。本文构建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并以此为分析框架 ,对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进行了分

析 ,指出了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以这些问题为基础 ,提出了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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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特定产业在自由和公平的市

场条件下 ,争夺有利的生产条件和销售条件 ,在竞争中获得

最佳利益的能力 ,它是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表现。产业国际

竞争力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这在当前经济全球化

浪潮席卷世界 ,而我国又加入世贸组织 ,由原来的半封闭式

经济全面参与到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中去的背景相关联 ,使

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产业竞争力直接表现为一国同一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

场上的占有份额和出口竞争力以及产业的利润率和劳动生

产率等。份额越大、获得的利润越多 ,表明该国该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越强。

11 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该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产品在国际市

场上的竞争能力。其竞争能力的大小揭示了该产品所处的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小。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用贸易竞争指

数来衡量。

贸易竞争指数 = ( Ei —Ii) / ( Ei +I i) (1)⋯⋯⋯⋯⋯⋯⋯

其中 ,Ei 是产品 i 的出口总额 ,I i 是产品 i 的进口总额。

贸易竞争指数表明一个国家的 i 类产品是净进口国 ,还是净

出口国 ,以及净进口或净出口的相对规模。贸易竞争指数为

正 ,表示该国 i 类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 ,对于世界来

说 ,该国是 i 类产品的净供应国 ,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 ,其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较强 ;贸易指数为负则表示该国 i 类产

品的生产效率低于国际水平 ,出口竞争力较弱 ,其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也较弱 ;如果指数为零 ,则说明该国 i 类产品的生产

效率与国际水平相当 ,其进出口纯属进行品种交换。所以 ,

贸易竞争指数又称为水平分工度指标 ,表明各类产品的国际

分工状况 ,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中等水平。

21 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该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的产品在国际市

场上占有的份额或程度。它包括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上 ,某种

国产品销售额占世界该类产品总销售额的比重、某种国产品

出口额占世界该类产品总出口额的比重。一个产业的国际

竞争力大小 ,最终将表现在该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

有率。在自由、良好的市场条件下 ,本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一

样 ,都是对各国开放的。一种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 ,反

映该产品所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小。产品的国际市场占

有率用下面的公式衡量 :

A 国 i 类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A 国 i 类产品的出口

额/ 世界 i 类产品的出口总额 (2)⋯⋯⋯⋯⋯⋯⋯⋯⋯⋯⋯

其值越高 ,该产品所处产业国际竞争力就越强 ;反之则

弱。

31 产业和企业的利润率

由于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变化必然引起生产者利润的

变化 ,因此 ,可以用产业和企业的利润率水平来衡量产业竞

争力的大小。利润率主要指投资利润率 ,在自由、良好的市

场经济条件下 ,常用税后投资利润率反映产业经营效益的高

低。投资利润率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

投资利润率 = 税后利润/ 投资总额 (3)⋯⋯⋯⋯⋯⋯⋯

该值越高 ,证明该产业处于比较良好的经营状态下 ,其

竞争力也就越强 ;反之 ,则越弱。但是 ,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

某产业利润率长期居高不下 ,则证明了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资

源配置的不合理 ,生产要素不能在各产业间通畅流动 ,有违

背自由市场竞争规则的力量在起作用。为了研究方便 ,我们

这里的产业利润率是在假定在国际市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

利润率。

41 劳动生产率

该指标反映的是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它作为衡量产业

国际竞争力的指标 ,研究的是产业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提

高的关系。往往是产业技术进步越快 ,其产业劳动生产率越

高 ,竞争力越强。因此劳动生产率反映了产业技术进步情

况 ,进而反映了产业的竞争力状况。为直观起见 ,我们用全

员劳动生产率即各产业的劳动者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价

值总额来反映产业的竞争力大小。其值越高 ,产业的竞争力

越强 ;反之则越弱。

二、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

融合程度越来越高 ,出口商品总额占世界出口商品总额的比

重和位次逐年提高 ,一些产品及其所在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也

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与此同时

大批国外产业也大规模进入到我国市场 ,由外商控股的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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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也占据了我国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 ,一些

原来由我国产品居主导的领域 ,逐渐为外方所控制 ,而且这

种情况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会更严重。在这个日益开

放的世界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态势及其发展趋势对我国

国民经济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可忽视。

为研究方便 ,本文对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主要定

位在工业产业上。因为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们更注重

的是民族工业的生存与发展 ,以及如何面对外国产业的挑

战 ;同时工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与我国当前所

处的产业发展阶段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相吻合。

11 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基本状况

我国工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 20 年的高速发展 ,已经

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经济短缺问题 ,产业国际竞争力大为

提高 ,发展成绩令世人瞩目。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商品

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有了明显的提高 ,从 1985 年

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 819% 提高到 2001 年的 2317% 。而

且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和位次也有较大的提高 ,分别

从 1985年的 115%, 居世界第 17 位 ,提高到 2001 年的 3% 左

右 ,居世界第 11 位。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

的比重也在逐年提高 ,从 1985 年的 5619% 提高到 2001 年的

8615% ①。由此来看 ,我国的整体出口竞争力在逐年增强。

工业总量增长迅速且已具有相当规模。1999 全部工业

按当年价格计算实现总产值 126111 亿元 ,为 1952 年工业总

产值的 901 倍 ,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 ( GDP) 中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1716% 上升到 2000 年的 4217% 。钢、煤、发电量、电视

机、水泥、化肥、布、糖、化学纤维等产量都位居世界前列。并

且产品品种和档次不断更新 ,而且在技术上屡有突破。工业

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通过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消

化、吸收和创新 ,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主要工

业部门如家电工业、信息通讯制造业、冶金工业、石油化学工

业等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大型发电设备、

冶金和石油石化等大型装备已基本能够立足于国内生产 ,并

出口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

的产业、企业和产品。纺织、煤炭、建材、有色金属等产业在

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竞争优势。纺织品、服装、一般机电产

品、鞋类、旅行用品及箱包、玩具、塑料制品等 7 类产品 ,2000

年出口额达到 1412 亿元 ,占我国出口总额的 7214%; 我国纺

织品服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13%, 连续 5 年居世界首位 ;自

行车出口量约占世界出口量的 63%, 丝绸产品占 75%, 钨、

锑、稀土金属的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 60%～80% ②

21 我国工业品出口竞争力分析

在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及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的情

况下 ,应对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结构进行分析 ,以了解哪一类

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比较强 ,哪一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比较

弱。这可用贸易竞争指数来进行计算和说明。

按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HS)所确定的分类 ,我们选择了其中 2 分位的 11 类工业品

(见表 1) ,用公式 (1) 分别计算出 1995 年和 2000 年我国工业

品的贸易竞争指数 (见表 2) 。

计算结果表明 ,1995年我国有 3 类工业品的贸易竞争指

数大于零。它们是 : (1)食品 ;饮料、酒及醋 ;烟草及烟草代用

品。(2)皮革制品 ;旅游制品 ;动物肠线制品。(3) 纺织原料

及纺织制品。我国是这 3 类产品的净输出国 ,说明我国这 3

类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2000 年贸易竞争力指数

大于零的产品上升到 4 类 ,在 199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木及

木制品 ;编结材料制品。

2000年和 1995年相比 ,贸易竞争力指数上升的产品有 6

类 ,即贸易竞争指数差值为正的产品 : (1) 食品 ;饮料、酒及

醋 ;烟草及烟草代用品。(2) 皮革制品 ;旅游制品 ;动物肠线

制品。(3)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4) 木及木制品 ;编结材料

制品。(5)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6) 电子通讯设

备 ;光学仪器 ;精密仪器及其上述物品的零件。这说明 ,上述

6 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有所提高 ,提高最多的是化学工业及

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上升值为 01124。而其他 5 类产品的出

口竞争力有所下降 ,下降最多的是运输设备 ,下降值为

01102。

从计算结果可知 ,我国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零的产品 ,

即出口竞争力比较强的产品 ,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附加值比

较低的产业 ,其国际竞争力较强 ;而附加值比较高的技术或

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比较弱 ,其国际竞争力较弱。

表 1 　　　　分析出口竞争力所选择的产品
序号 编码 产　　品　　名　　称

1 04 食品 ,饮料、酒及醋 ;烟草及烟草代用品
2 06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3 07 塑料及其制品 ;橡胶及其制品
4 08 皮革制品 ;旅游制品 ;动物肠线制品
5 09 木及木制品 ;编结材料制品
6 10 纸制品
7 11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8 15 贱金属及其制品
9 16 机器设备及其零件
10 17 运输设备

11 18 电子通讯设备 ;光学仪器 ;精密仪器及其上述物品
的零件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1999年版。

表 2 　　我国工业品贸易竞争指数
序
号编码 进口额

(亿美元)
出口额

(亿美元) 贸易竞争指数 排序位次 差值

1995 2000 1995 2000 1995 2000 19952000
1 04 10193 10138 32196 38137 01452 01493 1 1 01041
2 06 71176 69163 41123 57169 -0 1329 -0 1205 7 6 01124
3 07 53109 69142 1812 31124 -0 1536 -0 1472 10 9 01064
4 08 13194 22151 29113 48113 01294 01261 3 3 -0 1033
5 09 14120 16138 11174 16141 -0 1159 -0 1112 4 4 01047
6 10 21184 26165 5125 7145 -0 1652 -0 1636 11 11 01016
7 11 101138 128158 246130 342117 01362 01359 2 2 -0 1003
8 15 78144 132164 45151 68132 -0 1325 -0 1418 6 7 -0 1093
9 16 244162 416152 115142 197115 -0 1414 -0 1452 8 8 -0 1038
10 17 61162 97103 22103 28123 -0 1522 -0 1624 9 10 -0 1102
11 18 29191 36170 23129 35169 -0 1188 -0 1127 5 5 01061

　　注 :表中排序位次是指按贸易竞争指数从大到小排列。其差值
是指 2000年贸易竞争指数减去 1995年贸易竞争指数。

资料来源 :1995、2000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
社) 。贸易竞争指数根据其中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31 中国工业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

我们再来分析中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表 3

给出了 2000年中国出口的 32 种主要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的占

有率及其位次。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2000年中国大陆地区有 4 种出口工

业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位于世界第一 ,它们是 :棉布、非针织

男外套、非针织女外套、纺织品 ,其中纺织品是我国出口商品

中 ,国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 ;位于第二位的有 6 种 ,它们是 :

贱金属制品、摩托车、旅游用品和手提包、非针织内衣、钟表、

玩具和体育用品 ;位于第三位的有 4 种 ,它们是 :纱、合成纤

维布、收音机、鞋类。这些大部分是附加值比较低的劳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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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型产品。出口商品我国际市场占有率不到 1% 且位次比较

靠后的有 :型钢、内燃机、非电力机械零部件、自动数据处理

设备、办公设备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件、电力机械、半导

体、配电盒及零部件 ,其中 ,内燃机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最低。

可以看出 ,在附加值比较高的出口商品中 ,我国产品的国际

市场占有率很低。

表 3 　中国主要出口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及其位次
序号 商品名称 占有率 ( %) 位次 最高占有率 ( %)

1 皮革 1127 10 7101(韩国)
2 纱 5134 3 7112(中国台湾地区)
3 棉布 13108 1 11148(中国大陆)
4 合成纤维布 5140 3 16111(韩国)
5 型钢 1112 5 9129(巴西)
6 贱金属制品 2144 2 7116(中国台湾地区)
7 内燃机 0124 8 3167(墨西哥)
8 非电力机械零部件 0184 7 22173(德国)
9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0130 13 19164(美国)

10 办公设备及自动数
据处理设备零件 0169 12 19148(美国)

11 收音机 11193 3 13150(新加坡)
12 电视机 3191 6 9121(韩国)
13 录音设备 1136 7 50183(日本)
14 电信设备及零部件 1157 8 27127(日本)
15 电力机械 0196 9 20133(日本)
16 半导体 0147 12 23100(日本)
17 汽车零件和附件 2154 9 20188(德国)
18 摩托车 4106 2 17144(中国台湾地区)
19 船舶 1143 7 26156(日本)
20 旅游用品和手提包 14103 2 13175(韩国)
21 非针织男外套 12178 1 11122(中国大陆)
22 非针织女外套 12140 1 10189(中国大陆)
23 非针织内衣 11175 2 11179(中国香港)
24 鞋类 12145 3 22146(意大利)
25 钟表 8114 2 13124(中国香港)
26 玩具和体育用品 13106 2 15133(中国台湾地区)
27 医药品 1187 4 1517 (德国)
28 纺织品 16182 1 14177(中国大陆)
29 钢铁管 2124 4 4102(土耳其)
30 专用机械 2134 4 20194(德国)
31 配电盒及零部件 0199 9 20157(德国)
32 电气机械 1151 5 3153(中国台湾地区)

　　资料来源 :《国际统计年鉴》(2000) 。

41 中国产业利润率的国际比较

产业的利润率是反映产业投资效益的指标 ,也是一个产

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下面我们对反映产业竞争力的产业

利润率指标进行国际比较 ,通过比较 ,来透视我国产业国际

竞争力状况 (见表 4) 。为了保持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我

们选取的部门大体上是已经进入到市场竞争中去的产业 ,较

大程度上排除了行政力量所造成的垄断现象。

从产业利润率来看 ,中国食品加工制造业、纺织业、木材

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的产业利润率较高 ,不仅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 ,而且也高于美国平均水平 ;除此之外 ,石油加工及炼

焦业、化工原料及制品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也高于

世界水平 ,而其他产业不仅低于美国水平 ,而且也低于世界

水平。这说明我国的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

型产业的资金利润率相对较高 ,而像机械制造业、电子及通

讯设备制造业、设备制造业等附加值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

产业的资金利用效率仍然较低 ,而这些产业正式代表当前工

业进步的方向。因而可以说 ,我国工业总体的资金利润率较

低 ,我国工业发展很大程度上走的是粗放式经营的路子。

51 中国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市场竞争的实质主要不是数量的对比 ,而是效率的较

量。劳动生产率是反映产业效益的重要指标 ,是衡量一个国

家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尺度之一。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

富的国家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产业的发展 ,乃至经济增长

极为重要。而且 ,劳动生产率 (劳动效率或生产效率) 不只是

一个经济问题 ,而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素质的高

低。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的产业劳动生产率进行国际比较。

表 5 就是以 2000年的数据为准对我国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

率进行国际比较。

表 4 　　2000年中国与美国、及世
　　界平均产业利润率水平比较

中国 美国 世界平均水平
食品加工制造业 616 512 4191
纺织业 10188 6166 7182
鞋帽制品业 15191 8183 1112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12173 5112 10111
造纸及纸制品业 6110 1118 9123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9136 25113 24156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19154 15137 10114
化学原料及制品 7135 10198 711
医药制造业 12193 16163 10126
橡胶制品业 10118 15153 13163
塑料制品业 9157 13197 10138
金属制品业 17153 18179 15134
普通机械制造业 8132 20113 161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9111 16123 13132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9188 15143 12155
电气机械制造业 8136 13197 10114
专用设备制造业 6109 10131 7115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0) ,《国际统计年鉴》(2000) 。

表 52000 年中国与美国、及世界平
均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 (美元/ 人·年)

中国 美国 世界平均水平
食品加工制造业 3 400 21 700 5 200
纺织业 1 600 22 100 4 300
鞋帽制品业 1 623 11 078 4 800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1 100 12 465 2 430
造纸及纸制品业 1 300 29 863 6 890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 286 68 210 5 420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7 800 76 900 10 900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2 400 65 389 3 490
医药制造业 3 875 66 290 9 820
橡胶制品业 1 896 39 870 7 360
塑料制品业 1 924 38 097 7 270
金属制品业 1 965 42 980 7 820
普通机械制造业 1 687 47 936 8 92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 598 43 860 6 79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3 400 68 320 8 200
电气机械制造业 2 100 42 190 5 890
专用设备制造业 1 796 34 720 6 780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世界统计年鉴》(2000) 。

从国际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简单的对比来看 ,在 2000

年 ,中国制造业平均全员劳动生产率 0125 万美元 ,而同期美

国则为 413 万美元 ,世界的平均水平则为 0165 万美元水平 ,

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 518%, 世界平均水平的 3815% 。从各

产业来看 ,中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也普遍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 ,更是低于美国的平均水平。我国总体产业劳动生产率比

较国际平均水平明显偏低。这是与我国人口众多 ,劳动力资

源过剩的国情分不开的。

61 几点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1)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产

业国际竞争力有了极大的提高。我国已经由主要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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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大国和制成品进口大国发展成为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

导的国家 ,并且通过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 ,积极参与到国际

竞争和合作中去 ,使得产业竞争力总体水平正沿着良性轨道

发展 ,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一些产

业在国际市场上是有着较强的竞争优势的 ,过去基本依靠进

口和引进的机械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国产商品已经能够

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 ,并参与国际竞争。传统比

较优势产品保持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仍然是我国从对外贸

易中获取更多比较利益的主要手段。

(2)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势的重要

表现。从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和国际市场的占

有率来看 ,我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纺织、皮革和

食品等产业 ,这些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劳动密集型 ,它

们是我国国际竞争力优势的重要体现。这是与我国劳动力

资源丰富 ,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国情分不开的 ,正是靠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 ,使得我国产业整体竞争力水平在

国际上有了较大的提升 ,同时也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

个重要力量 ,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但是 ,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靠劳动的投入带动经济

增长 ,资本和技术含量偏低 ,产品附加值低。该产业是一个

高风险市场 ,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拥挤在这条路上 ,竞争相

当激烈 ,收益相当不稳定。这类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占竞争优

势 ,并不能说明我国产业整体国际竞争力水平已经在世界上

处于强势 ,只能说明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还是处于低级层

次。从长远看 ,产业发展只能沿着现行趋势缓慢前进 ,在发

达国家后面发展那些发达工业国已经转移出去的工业 ,而难

以保持高质量的运行和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3)我国附加值高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

处于劣势。从上面对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分析 ,我们还可

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我国附加值高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

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这些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不强。

这是与我国资本积累不够 ,技术水平薄弱的国情分不开的。

但这些产业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的收益状态 ,代表了国际产业

升级发展方向 ,也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得以增强的重要方面。

我国在这些产业竞争力的弱势正反映了自身产业层次的低

水平。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多地取决于较低

的劳动力成本 ,缺乏具有长远发展潜力的高层次产业 ,并且

产业升级滞后。

(4)我国产业经营效率低下。从对我国产业的利润率和

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我国产业经营效率

低下。产业的经营效率是由资金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共

同决定的 ,其也反映了产业的技术水平状况。我国资金利润

率普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这反映了我国在资金使用上存在

着巨大的浪费 ,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将资金这一生产要素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比较薄弱。同时从劳动生产率的国

际比较来看 ,我国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也是相当的低下 ,劳动

生产率尚不及国际水平的一半 ,不及美国的 10%, 劳动生产

率在国际比较中处于劣势 ,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人口众多 ,

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 ,企业中人员冗杂 ,生产效率低下的情

况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低 ,技术利用

率低 ,产业发展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经营的路子。

总之 ,我国尽管在产业国际竞争力方面有了极大的提

升 ,但是 ,从目前情况看 ,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水平并

不高 ,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并不高 ,产品的附加值比

较低 ,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也比较缓慢。仍需采取有

效措施加以进一步提高。

三、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选择

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应从产业以及产业的微观主

体企业入手 ,采取有利于产业组织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

的政策和措施。

11 建立公开公平的市场秩序

建立公开公平的市场秩序是促进我国产业组织合理化

的必要手段 ,它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 ,真正形成优胜劣

汰的机制。在市场经济中 ,政府应作为经济交易双方忠实

的、公正的裁判员 ,维护市场秩序 ,促进公平交易。因此 ,应

转变政府职能 ,端正政府行为 ,正确发挥政府在结构调整中

的作用 ;建立公开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 ,从制定技术、资源利

用效率、安全、卫生和环境等标准入手 ,建立市场准入规则 ,

加强行业管理 ;适当提高部分行业进入的门槛 ,控制企业的

数量和提高企业的素质 ;减少行政手段干预 ,多用法律和经

济手段进行调节 ;在竞争领域 ,打破条块分割和保护 ,促进有

效竞争 ;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适当引入竞争和加强规制建

设 ,提高效率 ,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加强立法和改进立法

程序 ,尽快制定反垄断法 ,清理现有行业法规 ,改进行业立法

程序 ,坚持公众参与的原则 ,加强行业立法监督 ;加强市场的

各种制度性建设 ,如建立覆盖全国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社会

保障体系 ,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 ,改革财税体制等。

21 加快产业重组的步伐

规模不经济 ,产业经营效率低下是我国产业组织不合理

的表现 ,是影响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有必要实施产业重组。通过产业的“进”与“退”,企业购

并、破产的方式 ,使产业形成规模 ,发挥竞争效应。就我国目

前情况而言 ,重组的方式主要应为“退”,即一些国有经济从

普遍存在但效益又较为低下的许多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 ,让

给众多有能力、有效率的非国有资本去经营。在退出的方式

上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将一些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

业实行破产 ,结束国家对亏损企业的不断补贴 ,终止国家对

亏损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 ;二是国家通过出售和拍卖一部分

国有企业的产权 ,收回在原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 ,投向需要

重点发展的行业和企业 ,也可以通过参股或控股的途径与非

国有企业重组 ,实现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选择“退”

是为了有实力“进”,即集中力量 ,加强重点 ,实现国有经济特

有的其他经济成分无法替代的功能 ,去办好非国有经济办不

好或办不了的企业 ,以产业布局的合理化来提高整个国民经

济的实力。国有资金只有不断退出旧有领域 ,才有能力不断

进入新的领域 ,整个国有经济也才会有活力 ,有竞争力 ,这实

际上是一个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此外 ,还须推动优势企业

购并劣势企业 ,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 ,形成和壮大一批以

优势企业为龙头 ,并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

由母公司统一经营管理整个企业集团的资本 ,自身承担保值

增值的责任 ,建立合理运转的集团治理机构 ,真正实行国有

企业发展中的扶优支强政策 ,促使优势企业的发展和扩张。

同时 ,按照发展集约经济的要求 ,通过联合、兼并、收购、破产

等形式 ,对那些分散的中小企业实行改组、改造 ,把有效的资

产盘活、集中、合理配置 ,提高企业的集中度。

31 采取加速结构转换的政策

在产业结构发展战略上有两种思路可供选择 :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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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行结构缓慢转换政策 ,即按产业结构演进的典型过程 ,

任期自然循环渐进 ,逐步转换。这种思路要求 ,当前把重点

继续放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上。这适合我国劳动力资

源丰富的国情 ,也能够带来经济的暂时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

但是从长远看 ,产业结构只能沿着现行趋势缓慢演进 ,整个

经济难以高质量的运行和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另一种选

择是加速结构转换的政策 ,主动引入创新机制 ,加速结构转

换 ,尽量获得与新技术相关的新的生产函数 ,积极采取措施

促进生产要素向主导产业部门转移 ,使主导产业高速增长。

根据这种思路要求 ,在当前我国应把产业发展重点放在重化

工业和高加工度化工业基础上 ,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发

展高附加值产业 ,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巨大的商业

价值和市场潜力 ,是一国产业整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表现。

具体而言 ,就是通过产业政策 ,扶持电子工业、汽车工业、高

技术机械制造业、新技术产业等产业群 ,使其成为主导产业。

由于这些产业的产业关联度高 ,技术含量高 ,发展这些产业

又可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也起着重

要作用。因此发展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产业 ,是我国实施赶

超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在结构转换过程中 ,应建立和完善

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从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入手 ,营造技术创

新体系。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形成利益驱动机制 ,

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 ,形成引进、消化、吸收紧密结合的创

新机制 ,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 ,并在投入来源上实行

多元化战略 ,吸收各方资金投入 ,建立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

造就技术创新人才。

41 实现企业的科学运营

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的

经营管理素质低 ,因此需要从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入手 ,

实施科学的经营管理策略。培育企业国际化战略管理能力 ,

企业的高层和战略研究人员应放眼世界 ,潜心研究国际战略

环境和战略资源 ,在国际市场上 ,根据国际市场的情况做出

战略部署。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 ,引进先进的管理

理念、方法和手段 ,克服经验管理、“人治”管理 ,建立科学管

理体系 ,创新管理方式 ,按国际惯例管理企业 ,加强成本管

理、质量管理及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对制造企业来说 ,应

加强生产管理水平和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管理 ,包括应用先进

的制造与管理系统 ,如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CIMS) 、柔性制

造系统 (FMS) 、企业资源计划 ( ERP) 、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供

应链管理系统等 ,提高生产系统的计划、组织与控制能力以

及满足国际市场变化和多品种、小批量生产需求的制造系统

适应能力。培养国际化品牌和形象策划能力。同时 ,企业要

努力培养一批带动辐射作用强、市场需求量大、发展前景好

的优势产品 ;要发展名牌产品 ,重要的是使现有名牌产品进

一步上档次、上规模、上效益。此外应培育国际资本经营能

力。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要求企业不仅进行产品经营 ,而且

应当大力发展资本经营 ,培养国际融资、投资管理、国际资本

合作等方面的能力 ,搞跨国资本经营。因此应鼓励有条件的

国内公司进行跨国并购、国际战略联盟、海外投资 ,采用国际

渗透战略 ,从国外中小企业并购入手 ,逐渐占领国际市场 ,因

为中小企业可能在过度竞争中困难重重 ,但它们有技术、渠

道、信息等方面的优势 ,这样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进入国际市

场。

注释 :
①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2。
②国家统计局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0)》,北京 ,中国统

计出版社 ,2001。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N)

(上接第 118 页)体上说 ,公司控制权市场是惩罚那些并不采

取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管理者的一种机制。

注释 :
①如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断言 ,科学地分析企业的

规模是不可能的。从本质上讲 ,就一个工厂的效率与规模而言 ,其在
相当程度上与其说取决于智力的一般原理 ,不如说是取决于个人人
格和历史机遇。

②结论一和结论二中所指的“规模”将因企业自身的内在特征和
所处的外部环境共同决定 ,不可同一而语。

③组织资本 (organizationalcapital) 是指企业所专属的信息性资
产 ,包括单个管理者和工人经过学习所获得的经验中的一部分 ,以及
由专属信息性资产所产生的团队效应。包含在组织资本中的信息为
企业专属 ,这种信息转移到其他企业中时可能只是一种错误的信息。
转移过程本身会产生交易成本 ,瓦解亦已形成的组织能力 ,以及损害
在业雇员对企业专属信息投资的信念。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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