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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与主导产业选择的关联分析

———读《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主导产业选择研究》

丁任重

　　区域产业结构问题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以工业化

为中心发展经济的大国都是至关重要的。优化区域

产业结构是每个国家 ,特别是在国土较大的国家经

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它的优劣是一个

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志 ,合理、高效的

区域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大发展的必备条件。在我

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 ,区域差异很大 ,经济发展又极

不平衡的大国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显得格外突

出和重要。主导产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驱动轮 ,也

是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结构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

来说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也就是主导产业的

选择过程。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主导产业选择是国

家实施的产业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研究是

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研究中的重大

课题 ,也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

一个既富有较强理论性探索 ,又具有较强实践性指

导的课题 ,因而研究这一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

江世银的博士论文《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主导

产业选择研究》已由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4 月出版。该书侧重于实证研究 ,运用现代

经济学中大量出现的数量分析方法 ,从一些新的角

度、视野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主导产业选择研究

进行了初步尝试。这部专著是江世银教授所著、由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6 月出版的《区域经济发展

宏观调控论》(侧重于理论探索)的姊妹篇 ,是区域经

济学、产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侧重

于应用分析的 ,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

该书系统研究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主导产业

选择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一般规律 ,初步构建了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主导产业选择的研究框架和理

论体系。全书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

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

究方法 ,设计了诸如区域产业结构更替过程中的几

组产业部门的影响图、主导产业选择流程图和产业

政策与区域产业政策体系图。它是一本具有融学术

性与实用性于一体的原创性专著 ,对于深入研究我

国区域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选择无疑具有一定的推

动作用 ,对于调整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进行区域主导

产业选择实践都是有益的。书中以四川省为例所作

的实证分析可供决策部门参考采纳 ,具有很强的现

实指导意义。我认为 ,该书的主要特色是 :

第一 ,研究角度创新。与已有的研究不同之处

在于 :该书不是就区域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论述区

域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 ,而是跳出原有框架 ,将区域

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三个经济学专业分

支结合起来研究区域产业结构与主导产业选择 ,这

在国内外是罕见的。可以说 ,从研究视角来讲 ,它寻

找到了各学科的结合点 ,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

该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主导产

业选择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第二 ,全书紧密联系当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后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主导产业选择要求而进

行的 ,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一次初步探索。进行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客观必要性 ,特别是适应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区域产业更新的需要。区域产业

结构调整本质上就是要选择和培育主导产业 ,合理

确定其发展数量和规模。选择和培育区域主导产

业 ,这是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要求。

第三 ,该书在第 3 章设计了区域产业结构更替

过程中的几组产业部门的影响图 ,在第 4 章设计了

主导产业选择流程图和在第 5 章设计了产业政策与

区域产业政策体系图等。这在国内外是少有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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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第四 ,以四川省为例所作的实证分析是运用有

关理论并进行系统研究在国内也是少有的 ,特别是

提出四川省应重点发展的六大主导产业是有独到见

解的。不但对我国改革前后区域产业结构的历史沿

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更为可贵的是花了大量时间

进行调查研究 ,较完整地把握了四川这个西部大省

的产业结构现状及其主导产业选择情况 ,并以此为

依据提出了四川省未来选择主导产业的重点。

该书出版后 ,在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产生了

很大反响。研究此问题的论著常引用其观点 ,实际

工作部门作为决策参考。该书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

性 ,填补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主导产业选择

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由于我国实施产业政策时间不

长 ,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主导产业选择的实践过

程还相当短暂 ,尤其是理论研究涉足不深 ,在许多重

要方面也还不够完善 ,更不用说全面、深刻研究的专

著 ,即使是研究性论文 ,也是寥寥无几。作者就是做

到了。这就是他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当然 ,在该

书中还没有研究到的 ,可能他今后会获得更深入的

认识。同样 ,其他学者也可能大大超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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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4 页)的界说。它的提出是为了说明经济

过程因何发生 ,如何发生 ,如何规制及经济发展的微

观动力机制。“经济人”假设揭示了人类行为的基本

特征 ,消解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

的困难 ,从而使科学的经济分析成为可能。经济理

论不仅要寻求经济主体在制度化的经济条件下所表

现出来的那种普遍的行为模式 ,而且还要追问这种

普遍性存在的深层基础。制度化结构不仅是经济行

为的界限 ———个体行为选择的边界 ,而且也是社会

经济生活的实体 ,它为我们提供了判别恰当的或可

预期行为的标准 ,尽管这个标准本身并非一成不变。

值得注意的是 ,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经济

人”假设不是一个演绎性和抽象性的范畴 ,而是一个

归纳性和描述性的范畴。严格地讲 ,“经济理性”和

“经济人”假设既不是个体与生俱有的天性 ,也不是

个体后天学习和模仿的习得 ,而是生存环境通过时

间之窗的梳理和剪辑在个体行为上留下的印痕。人

类行为之所以具有“自利性”、“最大化”的理性特征 ,

是因为只有通过“自利性”的、“最大化”的人类行为 ,

我们才能穿透为被我们所观察、所领悟的危机四伏

的生存空间。长期以来 ,经济学对于中国都是一种

外来的科学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

济学 ,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然而 ,经济学

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科学的外来性并不

妨碍我们在吸收的基础上参与创造。我们应当在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

的合理成分 ,参与创立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批

判》的学术张力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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