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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期：中国工业化与产业竞争力（金碚；3月2日）

文章作者：

    在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中，有64个实现了工业化，这些国家的总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不足20％。而中国有13亿人口，占

世界人口21％以上。也就是说，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将在几十年时期内，使全世界工业社会的人口翻一番。这是一个意义极其巨大的

世界历史事件。3月2日，由我所主办的第60期《金融论坛》如期举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副所长就中国工业化与产业竞争力

的相关问题作了精彩演讲。 

    金碚教授指出，中国工业化是人类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力问题，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未曾遇到过的。 

    第二，在中国属于“地区问题”或者“区际关系”的现象，在规模上超过了其他国家的全国问题或者“国际关系”问题。这表现为中国各地区

间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可能更为突出。 

    第三，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不平等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可以“外部化”（即转变为国际问题），在中国则必须完全

以“内部化”（即作为国内问题）的方式来解决。这表现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别更为突出。 

    第四，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现象，发生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内，所以，在某一特定时期

内，可以分为前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国家和后工业化国家。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前工业化因素、工业化因素和后工业化因素同时大规模地

出现在同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 

    第五，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网（为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和失败者提供基本

的社会保障）问题会非常突出。 

    第六、中国拥有的巨大人口、国土和地区间差异，使得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工作量”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所不可相比的。中

国政府的经济管理和调控部门绝对是一个“超常工作量”管理机构。 

    关于中国工业的竞争态势问题，金碚教授认为，中国工业化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国产品的最大优势是低

价格。依靠价格优势和进行“价格战”是中国现阶段工业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历史性现象和必然过程。同时产生许多并非合意的现象和后果。

另外，以国际贸易为主的国际分工方式正逐渐向以国际投资为主的国际分工方式发展，比较优势的经济实质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国际资本

和跨国公司在中国“采购”劳动、土地，享用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成为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是跨国公司不可不进入的“战场”  。

关于工业化新阶段竞争力的源泉，金碚教授指出，中国必须从目前以税费减免、廉价的土地和资源、损害劳动者权益、环境污染、利润让渡

为代价的“血拼”式竞争中实现跨越，开拓竞争力的新源泉。市场经济并不否认各国通过发挥比较成本优势来增强产业和企业竞争力。但却反

对将任何优势运用到极端，无论是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还是资本。因为“血拼”式竞争是高代价的消耗战，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它具有不

可持续性。“血拼”式竞争在早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但“血拼”式的竞争方式终将完成它的历史过程。 

    基于此，金碚教授向与会者描述了中国工业竞争力突变的具体含义：在社会（包括国际社会）认同的管制标准直至尽可能接近发达国

家的管制标准的条件下，在无歧视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节约资源技术比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的工业技术进步。我国经过20多年的持

续高速经济增长，基本国力和工业实力显著增强，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标准正处于逐步提高并与国际接轨，以至实行发达国家的较

高标准的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耗费资源技术的竞争力必然显著下将，继续主要依靠耗费资源技术来支持工业竞争力的道路必然越走越

窄。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上实现高标准条件下的强竞争力，是中国工业21世纪的战略目标。 

    针对竞争力理性基础的研究，金碚教授从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竞争力理论的方法论逻辑、企业之间的实质差别、经济科学对竞争力的

解释范式、竞争力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其独特的视角和清晰的理论脉络无不让与会者耳目一新。 

    本期论坛由我所所长李扬教授主持，来自院内外的30余位学者出席了本期论坛，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霍冉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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