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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发国家企业为抢占新兴产业发展优势,着力推进新兴产业赶超.然而,后发国家企业在赶超过

程中,面临赶超能力不强、先发企业技术阻击和市场排挤等情况,亟需国家政策扶持.以 GVC(全球价值

链)为视角,运用钻石模型分析了后发国家发展新兴产业的优劣势,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和环境支撑３个

维度构建了后发国家扶持政策框架,并借助该框架对中韩两国扶持高铁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

分析.结合理论和案例分析指出,后发国家应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以及环境支撑等角度,从强化技术扶

持、资金支持、人才建设、制度变革、资源开发和市场突围等方面制定政策工具,以扶持后发国家新兴产业

的技术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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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先发国家致力于培育知识

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低、成长潜力大、经济效益好

的新兴产业,以抢占经济和科技竞争制高点.如美国

在上世纪９０年代,重视并发展新型节能汽车,进入２１
世纪后,又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乙醇燃料

和生物燃料产业等新兴产业.为了实现对先发国家经

济和科技的追赶,后发国家正试图把握新兴产业赶超

的“机会窗口”,大力培养和发展新兴产业,以摆脱对先

发企业的技术依赖,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赶超.后发国

家在新兴产业赶超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１],即
凭借对先发国家新兴产业的引进模仿与二次创新,可
缩短研发周期与减少研发成本,在短期内实现对先发

国家的赶超.由于后发国家企业技术消化能力、创新

动力不足,加上市场需求滞后,后发国家在发展新兴产

业的过程中亦面临后发劣势[２],极易陷入传统产业路

径依赖的困境.如中国光伏产业在２００４年实现产能

快速增长后,由于未掌握关键原材料制造工艺和核心

技术,加上全球产能过剩和欧美“双反调查”的影响,最
终陷入困境[３].

针对后发企业赶超能力不强以及在赶超过程中极

易遭遇 GVC(全球价值链)链主压制的情况,日本和韩

国进行了制度改革,以帮助本国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和

市场突围,实现了技术赶超.如日本采取政府主导机

制,在２０１０年颁布了新兴产业规制改革方针,实施了

«可再生能源的全量购买制度»和«可再生能源法»[４],重
点扶持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从而在新能源技术

领域率先发展.韩国在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下扶持信息

产业,实施了«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和«电子工业振

兴法»,并运用财税、信贷等经济杠杆为信息产业的发

展扫清了障碍,进而在信息技术领域率先突破,实现了

对先行者的追赶.当前,后发国家在发展新兴产业过

程中,面临技术消化能力弱、体制不健全、市场不成熟

等困境[５],仅靠后发企业自身努力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技术赶超,亟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扶持后发企业

实现技术跨越和市场突围,摆脱对先发企业的依赖.

１　GVC视角下后发国家赶超新兴产业的优

劣势与政策框架

　　本文以 GVC为视角,分析后发国家企业赶超新兴

产业的优劣势,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以及环境支撑３
个维度,构建后发国家扶持新兴产业赶超的政策框架.

１．１　GVC视角后下后发国家实施新兴产业赶超的优

劣势

　　本文以 GVC为视角,结合“钻石模型”[６],从技术

创新、资金支持、人力资本积累、制度改革、资源禀赋、
市场开拓６个方面,分析后发国家实施新兴产业赶超

的优劣势.其中,技术创新对新兴产业赶超具有推动

作用,市场开拓具有拉动作用,其它４要素则为新兴产

业的赶超提供资源基础、制度引导、资金资助和人才支

持等,共同支撑新兴产业赶超发展,如图１所示.

图１　GVC视角下后发国家实施新兴产业赶超“钻石模型”

(１)优势分析.后发国家在新兴产业赶超中具有

以下优势:①技术引进优势.后发国家通过模仿学习

和“二次创新”可跳过技术研发的混沌阶段,在短期内

低成本地掌握先进技术.韩国通过引进欧美CDMA技

术,在４年内实现了技术产业化,占有全球９０％市场份

额;②资金集聚优势.资本报酬递减使先发国家新兴

产业的投资收益率逐渐降低,驱使国外资金流入后发

国家新兴产业领域,为新兴产业赶超提供更多资金支

撑.在２０１１年流向中国的 FDI中,５０％进入了新能

源、现代服务业、IT 等新兴产业[７].与此同时,后发国

家也会推动国内资本从传统制造业流向新兴产业.截

至２０１３年,韩国在可再生能源、传播通信融合等１７个

新兴产业领域总投入达２４．５万亿韩元;③制度移植优

势.后发国家通过对先发国家制度进行移植和改进,
可避免试错成本,提高赶超速度.日本在发展光伏产

业时,借鉴了美、德扶持光伏产业的政策[８];④资源禀

赋优势.后发国家可针对本国资源禀赋,选择适宜的

产业技术[９],集中资源发展优势新兴产业,在局部领域

取得技术突破[１０].如巴西依托充足的甘蔗资源优先发

展生物燃料产业,印度依托本国低廉高技能劳动力资

源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等;⑤市场规模优势.后发国家

国民经济的发展会诱发其新兴产业市场需求,从而拉

动新兴产业的赶超.如苹果公司２０１４年第一季度财

务报告表明,中国市场的Iphone、Ipad等产品销售收入

达到８８．４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洲、欧洲市场的第３大

市场.
(２)劣势分析.后发国家在新兴产业赶超过程中

面临以下劣势:①技术依赖.先发国家通过对主导技

术的控制,可将后发国家锁定在“引进－落后－再引进

－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中.如中国风机制造业由于对

国外技术的依赖,一直处于受制于国外技术轨道的“追
赶先进”状态[５],无力进入价值链高端;②融资渠道单

一.由于金融市场不健全,后发国家新兴产业在发展

初期主要依赖政府资助,这将阻碍后发国家新兴技术

的商品化、规模化和市场化[１１].中国在新能源、航天航

空等领域已具有一定的技术储备优势,但由于未能吸

纳足够的风投资本而难以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③制

度惯性.后发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惯性[１２]将制

约新兴技术的赶超.如中国电网的垄断格局使光伏产

业商业化严重受阻,致使中国光伏产业只能依赖于国

外市场;④人力资本劣势.后发国家的人力资本普遍

呈现“金字塔”结构,并且存在人才外流现象,这将制约

新兴技术的消化吸收.世界银行数据指出,２００９年中

国每百万人中 R&D人员仅８６３人,巴西仅６６８人,而
法国达到了３７５０人,德国为３８４９人;⑤市场滞后.后

发国家消费者对新兴产品的消费理念滞后,存有消费

惯性,加上先发国家对新兴市场的垄断,制约了后发国

家新兴技术的市场化.

１．２　GVC视角下后发国家扶持新兴产业赶超政策框

架

　　国际收入差距的增大表明后发追赶不会自动实

现[１３],而是需要后发国家企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及政

策工具,扶持后发企业实现技术赶超[１４].基于上述分

析,结合 Rothwell和 Zegveld[１５]的政策工具分类法,本
文认为,后发国家应从供给推动、环境支撑和需求拉动

３个维度扶持新兴产业的技术赶超.其中,供给政策推

动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需求政策拉动新兴技术市场化,
环境政策则为新兴技术的赶超提供人才、资金、制度等

保障,如图２所示.

图２　供给、需求与环境政策作用机制模型

(１)供给推动政策工具.供给推动指政府促使科

技、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向新兴产业集聚,提高新兴

产业技术研发能力,推动新兴产业技术赶超.①后发

国家通过科技信息支持、公共研发中心、技术平台等科

技创新要素供给以及产学研合作创新和技术联盟等政

０２１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４年



策引导,促进后发企业实施开放互补式创新,提升后发

企业创新能力,降低技术赶超风险,进而突破先发国家

的阻击压制;②后发国家通过财政投入、外资引进和风

险投资等资金要素的资助,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克服

后发企业资金困难,加速新兴技术转化;③后发国家通

过人才引进、人才培养等人才要素供给,为新兴产业的

赶超提供人力资本支撑,加快新兴技术的二次创新和

新兴成果产业化,推动新兴产业赶超.
(２)需求拉动政策工具.需求拉动政策指政府通

过贸易管制和政府采购等措施减少新兴产业市场化的

不确定性,帮助后发企业开拓市场[１６].后发国家通过

政府采购等需求杠杆工具,为新兴产品提供预留市场,
降低新兴技术的市场化风险,并通过价格补贴等政策

工具刺激社会消费需求,加快新兴技术商业化.后发

国家政府通过宣传推广、出口退税和外销渠道扶持等

政策工具,帮助后发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后发企业

国际化 [１７],助推其攀升新兴产业链高端市场.
(３)环境支撑政策工具.环境支撑指政府通过制

度变革,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产业链环

境.①后发国家通过制度学习和改革为新兴产业的赶

超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弥补市场失灵,协调技术、金
融资本、人才、市场信息等要素,降低后发企业的技术

研发成本,实现新兴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协同演

化[２０];②后发国家凭借本国资源禀赋,制定适宜的新兴

产业发展战略,充分挖掘后发国家比较优势,实现纵深

发展和价值链跨越式攀升,完成从“追随者”向“领跑

者”的蜕变.

２　GVC视角下后发国家扶持高铁产业赶超

案例分析

２．１　研究方法

为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采取跨案例

研究方法[１８],选取中国、韩国高铁产业为分析对象.①
中韩两国的高铁产业起步较晚,但都在技术基础薄弱、
产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实现了赶超;②通过与韩国的

对比分析,可推演出作为后发大国(中国)扶持新兴产

业赶超应采取的差异化政策工具.本文运用典型内容

分析法,从供给、环境和需求３个维度对中、韩两国高

铁产业的扶持政策进行梳理,归纳出后发国家扶持新

兴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

２．２　中国扶持高铁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

中国在落后先发国家４０年的条件下,坚持原始创

新、集成创新、二次创新,掌握了高铁成套技术,构建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速铁路技术体

系,成为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以及最高运营速度的高

速铁路网的国家.
(１)供给推动政策.①“三步走”战略引导技术突

破.引进消化吸收阶段即高铁发展初期,由于国内高

铁技术不成熟,中国采取“市场换技术”策略,支持企业

引进２００km/h以上高速动车组技术.中国在引进技术

时坚持要求转让技术控制权,有效破解了跨国巨头的

“技术锁定”,掌握了高铁核心技术[１９].二次创新阶段,
即国内企业在引进吸收先发企业核心技术的基础上,
实施“二次创新”.如中国南车、北车通过技术消化吸

收和“二次创新”,掌握了３８０级系列动车技术,提高了

高铁运行速度.反超阶段,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推动

了技术的反超.中国通过产学研联盟增强了高铁技术

自主研发能力.２０１１年设立的“高铁基金”凝聚了国内

２５所重点高校、１１家科研院所、５１个国家级实验室和

５０多名两院院士、１万多名研究人员共同研发高铁核

心技术,实现了关键技术的快速攻克.目前,高速动车

组和大功率机车的９大核心技术及其关键部件均在中

国南车实现了自主化,还率先攻克了在３５０km/h条件

下减振降噪等重大技术难题.中国高铁专利申请量已

达１６５１件,位居全球第一;②融资渠道多元化.在“九
五”及“十五”期间,铁路投资主体单一,过度依赖国有

银行[１９].“十一五”期间政府主导、多元化投资、市场化

运作的投融资体制使合资铁路开始出现,打破了长期

以来铁路资金来源依赖铁道部自筹的状况,使得高铁

建设资金渠道逐步多元化.由此可见,多渠道的资金

供给,推动了高铁技术的创新与成果转化;③产学研合

作体制培养高铁人才.为满足高铁建设的人才需求,
中国优化了合作办学机制,探索了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模式,构建了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体制.在高铁建设

现场建立流动课堂,并将中国高铁海外工程项目部作

为海外教学项目部,为高铁产业的赶超提供智力资本,
提升高铁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２)需求拉动政策.①国内市场培育.为促进高

铁技术商业化,我国以国产化政策为引导,要求国产设

备采购率达到８０％以上,从而保护了国内高铁设备制

造企业.２００９年６月,原铁道部向南车招标采购共３２０
列３５０km/h的 CRH３８０A 系列动车组,其国产率超过

９０％.国内市场的培育使得近６００列国产高速动车组

正式上线运营,总运营里程超过１万km,占世界高铁

总里程的５０％以上,位居世界第一.由此可知,国内市

场的培育为我国高铁技术从追赶者转变为领导者创造

了需求拉动效应,激励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进而

实现了科技与市场需求对高铁产业发展“双轮驱动”的
目标;②国际市场开拓.随着中国高铁技术自主研发

能力的不断增强、高铁质量的不断提高,中国推进了高

铁“走出去”发展战略.如２０１１年原铁道部与美国、俄
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国成立了境外合作项目协调组,
２０１２年中国南车产品出口到８３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销

售收入达８５．１７亿元.由此可见,中国“本土市场开发”
和“高铁外交”战略扩大了高铁产业的国内外市场需

求,激发了我国高铁企业的技术升级与创新热情.
(３)环境支撑政策.①改革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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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原铁道部集

规划、融资、建设、运营等权利于一身的体制问题,并将

高铁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为高铁发展营造了有

利的制度环境.铁路总公司的货运改革提高了高铁的

盈利能力,激发了社会资本投资高铁的积极性.在产

业规制方面,原铁道部于２０１２ 年出台鼓励民营资本和

外资进入铁路建设等政策措施,不仅促进社会资本融

入高铁,而且引入了竞争机制,提高了高铁产业的赶超

效率;②发挥制造成本优势.原铁道部借助劳动力资

源优势、较低的征地和环境成本,降低了高铁建设成

本,使得我国高铁的建设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如我

国３００km/h高速动车组的建设成本仅为１．８亿元/km,
比欧洲、北美低３０％左右.由此可见,成本优势不仅加

快了我国高铁产业的赶超,而且为我国高铁产业赢得

了国际市场,完成了比较优势环节的纵深发展,实现了

向 GVC高端的攀升.

２．３　韩国扶持高铁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

韩国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建设高铁,到２００４年开通运营

第一条高速铁路———京釜线,并在２０１２年自主研发了

“海雾号”,实现了对先发国家的追赶.
(１)供给推动政策.①引进核心技术,培养自主创

新能力.韩国通过技术引进和再创新快速攻破了高铁

技术难题,掌握了高铁核心技术.１９９３年韩国开始从

阿尔斯通引进技术,１００％引入核心系统,并用１０年时

间正式运营了第一条高速铁路———京釜线.与此同

时,韩国在引进学习的基础上,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引
导１８所研究院、２９所大学及 ROTEM 等公司共同开发

韩国高速列车,通过自主创新推动了高铁的技术升级.
２００４年,韩国自主研发的高速列车和轨道车辆系统模

型的国产率已经达到９２％[２０].２０１２年,韩国自主研发

了４３０km/h的“海雾号”高铁列车,突破了先发国家的

技术锁定,实现了对日本、法国、德国等先发国家高铁

技术的追赶;②社会投资为主的融资模式.韩国通过

高速铁路建设管理局进行公共资金融资,并鼓励私人

部门和资本市场投资,加大了高铁建设资金供给,激发

了市场投资与创新活力,促进了高铁技术创新与成果

转化.如在韩国高铁京釜线一期建设总投资１６０亿美

元中,政府出资３５％,贷款１０％,海外借款２４．１４％,债
券发行２８．８０％,民间资金２．０６％,各类贷款及发行债

券所占比例高达６３％[２１].这说明,多元化融资渠道有

利于市场资金流动,从而驱动社会资本服务于高铁产

业的技术赶超;③合作模式联合培养高铁人才.根据

与法国阿尔斯通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韩国每年约有

１０００人被派往法国参加理论学习和在职培训[２３].韩

国加强高铁人才的培训,除在铁道大学和科学技术院

培养高铁人才外,还联合阿尔斯通建立专业焊接学校,
提高了高铁建设技能,推动了轨道列车建设.由此可

见,韩国通过核心技术再创新、社会资本集聚和高科技

人才要素供给,快速实现了高铁核心技术的突破与高

铁技术商业化,推进了高铁产业的赶超.
(２)需求拉动政策.①国内市场培育.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韩国经济快速发展,汽车数量和物流量大幅增

长,诱发了韩国高铁建设的强烈需求.韩国强化高铁

路网布局的可行性研究,提出了京釜线建设方案.京

釜高速铁路正式运营后,其铁路市场份额由２００３年的

３８％上升到２００５年的６１％[２２].鉴于京釜线运营后载

客量只是预测的一半,韩国通过改善无障碍高铁站、传
统铁路与高铁并网等举措,灵活调度了高铁的运行时

间,刺激了国内市场需求,使高铁用户稳步上升.韩国

高铁乘坐人次从２００４年６．６万人次/日增至２００５年的

１０．５万人次/日[２３],激发了国内市场需求,拉动了高铁

技术创新与建设进程;②国际市场开拓.韩国高铁通

过参与国外高速铁路建设逐渐走向国际高铁市场.
２０１０年,韩国与日本、欧洲的多家公司竞标巴西高铁建

设项目.２０１３年,韩国铁路运营公司参与尼日利亚高

铁建设项目,这使韩国高铁逐渐走向国际市场,推动了

韩国高铁技术创新与价值链的演化升级.
(３)环境支撑政策.在制度环境方面,韩国进行管

理体制改革,实行国有民营.为增强高铁竞争力,２００３
年,韩国进行铁路机构改革,把铁路划分为非竞争性的

基础设施部门和竞争性的客货运经营部门,即把原韩

国国营铁路公司(KNR)划分为韩国铁路路网局(KR)
和韩国铁路运营公司(KORAIL).其中,KR 和 KOＧ
RAIL是国有性质的,而KORAIL有偿使用KR的基础

设施,采用股份制公司形式实行民营化,从而实现了政

企分开[２４].这种国有民营管理模式将竞争机制导入高

铁产业,为高铁产业发展营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

了企业创新活力.

３　结果讨论与政策工具启示

３．１　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 GVC理论和后发优劣势理论,剖析了后

发国家赶超新兴产业的优劣势,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

和环境支撑３维度对中、韩两国扶持高铁产业发展的

政策工具进行了分析,如表１所示.结果表明,技术扶

持、资金支持和人才建设等供给政策推动了新兴产业

技术创新,对新兴产业的赶超具有拉动作用;需求拉动

政策作用于新兴产业的市场化和商业化环节,有利于

实现新兴技术创新的循环发展,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具

有拉动作用;制度创新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为新兴产业

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与赶超

能力.后发国家在新兴产业赶超过程中,存在“重供给

推动、轻需求拉动”的状况,致使后发企业创新难以持

续[２５],制约后发企业的技术赶超.新兴技术先行国家

则重视需求政策的拉动作用,即关注科技创新和商业

化的“双轮驱动”,强化新兴技术产业化和商业化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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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扶持,从而激发了企业研发动力.如硅谷在发展初

期,２５％的订单来自美国政府采购[２６].因此,后发国家

应注重需求拉动政策的拟定,以提升新兴产业创新产

品的边际收益[２７],降低新兴产业的市场化风险,激发后

发企业的赶超动力.
表１　中、韩扶持高铁产业赶超政策比较

政策 中国 韩国

技术

扶持

引进 消 化 吸 收、再 创

新、反超领先“三步走”
引导技术突破

引进核心技术,培育自

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

跨越

供给

政策
资金

支持

加强政府与企业的联

合投资,促进融资渠道

多元化

社会投资为主,政府投

资为辅

人才

建设

优化办学机制,推进在

职培训
与国外联合培养人才

需求

政策

市场

突围

国内市场培育、国际市

场开拓

国内市场需求开发、国
际市场开拓

环境

政策

制度

创新

政企分开:铁路行政与

运营分开

国有民营:铁路行政与

运营分开

优势资

源开发

劳动力资源开发,降低

制造成本

　　研究发现,作为后发大国在新兴产业赶超过程中

应强化资源禀赋优势,如人力资源和矿产、农业等自然

资源.后发大国(中国)应通过优势资源的集聚配置,
加快局部领域的技术突破,推动后发企业实现价值链

跨越式发展.后发大国的市场规模较大,可为后发企

业的产品市场化创造规模经济效益,进而提升后发企

业的技术跨越能力.因此,后发大国应注重优势资源

开发及本土市场引导,为新兴产业发展谋取后发优势,
加快后发大国新兴产业的赶超.

３．２　政策工具启示

本文认为,后发国家应以竞争优势为指导思想,从
供给、环境与需求３个维度拟定政策工具,以支撑后发

国家新兴产业的赶超,如图３所示.

图３　GVC视角下后发国家扶持新兴产业赶超的政策框架

(１)供给驱动政策.①技术扶持政策.后发国家

应引导企业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开展“二次创新”,鼓

励企业实施开放互补式创新,强化自主创新能力的培

育,降低技术赶超风险与成本,从而摆脱“追赶先进”的
技术依赖怪圈.如在风机制造业快速发展期,中国政

府通过“以市场换技术”和国家“８６３”项目提升了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了技术突破;②资金支持政策.后

发国家应通过财税扶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和完善风

险投资机制等融资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新兴产业,
拓展企业技术创新和发展空间[２８],激发企业赶超动力.
如中国制定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旨在引导外

商投资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③人才建设政

策.后发国家应加强人才环境建设,突破人才发展瓶

颈,建立本土创新人才支撑新兴产业赶超的长效机制.
如韩国通过“长期回国计划”、“临时回国计划”,促使出

国留学人才回流.
(２)需求拉动政策.市场需求将提高企业技术效

率,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和新兴产业绩效改善[２９].因

此,后发国家应注重通过需求的制造和传递来拉动新

兴产业的发展.①国内市场培育政策.后发国家应强

化新兴产品的应用,加快新兴产品市场化.如通过政

府采购、商业化配套、价格补贴等方式解决新兴产业早

期的“市场失灵”问题,推动新兴技术革新;②国际市场

开拓政策.后发国家应提升产品质量,推动新兴产品

国际化,突破先发国家的市场封锁,抢占国际市场份

额.如印度在信息产业发展初期,制定了鼓励、促进外

包业务发展的优惠政策,进而抢占了２０％左右的国际

市场份额.
(３)环境推动政策.①制度创新政策.后发国家

政府要加强对国外制度的学习,加大政策移植和改革

力度,形成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以规范市

场竞争秩序,化解后发企业赶超风险.如日本通过«可
再生投资组合标准法»,保障新能源的持续发展;②优

势资源开发政策.后发大国应充分利用要素禀赋及比

较优势,选择优势产业率先发展[３０],实现技术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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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licyToolsofLateComingCountrytoSupportEnterpriseto
CatchupNewIndustriesundertheGlobalValueChain

———StudyonChinaandKoreaHighSpeedRail
HuangYongchun１,２,LiQian１

(１．SchoolofBusiness,Hohai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００９８,China;
２SchoolofBusiness,Nanjing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００９３,China)

Abstract:ToseizethefirstＧmoveradvantageinemergingindustries,enterprisesoflatecomingcountriesarefocusingon
theimplementationofnewindustry．However,inthecatchＧupprocess,latecomerenterprisenotonlyfacingthefactsits
innovationcapabilityisweak,andoftenencounterdevelopedcountries＇technicalblockingandmarketexclusion,therefore
thereistheneedforpolicysupportfromthegovernment．ThispaperbasedonperspectiveofGVC(globalvaluechains),
usedthediamondmodeltoanalyzethelatecomer＇sadvantageanddisadvantageofemergingindustry,thuscreatethreeＧdiＧ
mensionalpolicyframeworkoflatecomertocatchupfromsupplyＧpush,demandＧpullandenvironmentＧconstruct．Withthe
framework,weexplorethepolicytoolsofChinaandKoreatosupporthighＧspeedrail．Finally,thispaperpointedoutthat
thegovernmentshouldstrengthentechnologicalbreakthrough,financialsupport,personneldevelopment,regimeinnovaＧ
tion,resourcedevelopmentandmarketbreakthroughtosupportlatecomertocatchup．
KeyWords:GVC;LateComingCountry;EmergingIndustry;TechnologyCatchＧup;Policy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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