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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许新三 

（汪斌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 

    在“中国崛起”已被全球普遍关注的今天，如何准确评价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应通过什么

途径才能使中国有效崛起，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由汪斌教授撰写的《中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一

书，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其成果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切入视角。本书突破了以往把中国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结构调整分割开进行

研究的局限性，将两者结合起来，并将其放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去做动态的立体的考察，从而使我们对中国产业在国

际分工中地位的研究有了明确的目的，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有了客观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得出的中国未来产业结构

调整的思路、方法、路径等更切实可行，更符合世界潮流和趋势。 

    第二，提供了一个细分的国际分工分析框架，得出了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细分的国际分工分析

框架，即把现实世界的国际分工格局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多边、交叉叠加的立体结构，从全球宏观、区域中观、

跨国公司微观三个不同层面，对当代国际分工新格局及其动态演进状况，进行了经验研究，并联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

结构演进状况，作了国际横向比较分析。然后，以国际区域为切入点，以东亚、北美和西欧三大典型板块为样本，从产业

间和产业内两个不同层面，对中国与同区域和区域外国家在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产业在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得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即一方面中国产业特别是工业产业在

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虽总体上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但要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由于在知

识经济时代要素如知识型劳动力、知识、信息、金融、创新能力、核心技术等方面不足，中国产业在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

中仍处于较低层次。 

    第三，提出了一条有利于中国迅速崛起的可持续的产业结构调整之路。在上述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本书提出，21世纪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应围绕“产业结构升级—强化国际竞争力—一流经济强国”这一战略目标推进。一方面要

紧跟当代世界产业发展的主流，通过具有超前意识的动态调整促进产业不断加速升级，使中国产业发展水平及其整体的国

际竞争力逐步走到世界的前列，为最终成为世界强国确立坚实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顺应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产业

结构不断外向化、国际化的客观趋势，要求以全球资源为基点，以世界市场为导向，越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调整和

升级。具体说，有以下思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强化民族产业整体竞争力；立

足东亚、面向全球，积极拓展多元产业发展空间；参与国际分工和加强国内地区间合作相结合，大力推进地区产业结构战

略性调整；围绕产业结构升级与外贸、外资及多种形式的产业合作相结合；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为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



提升国际竞争力创建新的平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企业为主体，加快改善市场竞争的环境；在结构战略性调整

中，坚持发展“循环经济”的方向，将产业发展与产业的绿色化相结合等。 

    第四，顺应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升级的潮流，提出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的新内容。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中

国加入WTO后，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产业结构已进入在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

中实施战略性调整的新阶段，产业政策必须做出重大调整和转型:(1)突出产业政策中国家产业技术政策的战略地位，制定

战略性先导技术发展规划。(2)大力推进产业技术标准制定和国际协调。(3)努力使产业环境标准成为产业政策中的重要内

容并加强国际协调。(4)完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加快产业安全保护前置化的政策措施，加速建立反倾销的制度体系。(5)

尽快制定并颁布“反垄断法”，提出支持合法的经济性垄断和消除行政性垄断的措施。(6)进一步完善产业投资环境和大

力发展中国跨国公司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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