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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１　　　　

序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研究》是崔万田同志以其博士后出站

报告为基础，经修改完善而成的一部专著。这是近年来国内系

统研究装备制造业相关发展问题的一部力作。作为长期关注中

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经济学者和作者的博士后指导教师，我对

这部著作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

迈进２１世纪，中国开始步入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的关键时

期。实现工业化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在

新的历史时期，老工业基地和装备制造业的地位与作用显得更

为突出和重要。

首先，振兴中国装备制造业是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发展的需

要，尤其在当前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世界经济史的发展来看，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是

大国综合实力的基础与核心，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大国的地位与

兴衰。１９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经过１００年

的努力，依仗机器制造业的发展，英国迅速成长壮大，一举成

为 “世界工厂”、“殖民帝国”、“海上马车夫”、世界贸易大国和

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始，美

国借助科技革命的推动，迅速踏上了工业化之旅，并在其后的

几十年里成功地实现了跳跃式发展和经济赶超。“二战”后，日

本以制造业的恢复和发展为起点，实行以大企业为主的 “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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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全力恢复经济和发展重化工业，并以装备制造业为

基础大搞 “贸易立国”，经过短短３０～４０年的发展，便成为仅

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目前，在世界前６位的经济

大国中，装备制造业无不占有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国际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迫使我们不得不思

考进一步加快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问题。当前的国际形势表明，

从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国民装备和国际竞争力的角度看，大

力发展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已是大势所趋，不得不为。

其次，改造老工业基地、振兴装备制造业是本届中央政府

在 “十五”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是新时期提高

我国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六大报告讲了 “两个支持”，即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

展产业。国务院２００３年工作要点 （国发 ［２００３］１４号文）又提

出一个 “支持”，就是在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同时，把支持老

工业基地加快改造和振兴作为突出的重要任务。由此可见，中

央政府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高度重视，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充分表明老工业基地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与振兴已成为我国新

时期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老工业基地拥有较雄厚的现实基础和巨大的发展

潜力，通过实施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将会强有力地提升

我国的综合国力。

最后，全面促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也是技术经济发展规

律的客观要求。

根据工业结构演进规律、进口替代转换规律、比较优势在

国家间转移规律加以判断，在不远的将来 （大约２０年）的世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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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中国的消费品工业和初级产品工业的比较优势将让位

于比中国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重化工业深加工产品尤其是其

中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产品，将会成为我国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

产业。所以，从现在起，我们有必要将引进技术和经济发展的

重点由轻型制造业转向先进装备制造业，利用２０年或更长些时

间，完成先进装备制造业的替代进口；再用２０年时间，即２０５０
年之前，使中国成为世界先进装备制造业中心之一。

尽管装备制造业是国家产业发展的重要方面，这一课题也

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有关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相关问题研究

有了一定的积累和进展。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有关中

国装备制造业的总体发展问题、成因、绩效、战略、风险等方

面的研究并不系统和全面；同时，与国际方面相比在研究方法、

结论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或者偏重于理论分析，实证与对

策分析不足；或者偏重于政策建议，理论深度不够。因此，本

书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进行颇具创新性的研究，将为东北地

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振兴，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

综观全书，与以往学术界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一般以特定角

度、特定行业、特定区域为基础进行研究相比，该书对中国装

备制造业进行的分析更加系统、全面和深入。本书重在从历史

和国际比较及理论分析的角度，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绩效、发展障碍、成因和进一步发展的战略与具体实施方案，

以及中国装备制造业未来发展趋势与潜在风险的问题进行了全

面的论述。其中不仅对发达国家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现况进行

了比较与评价，而且依据区域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结合区域与行业特点，对中国三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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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进行了多方位的比较分析，这在学术界也是

一种新的尝试。这种将区域分析与产业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分析方法，使我们对装备制造业问题分析的视野更为开阔，从

而更加深刻地把握发展中国家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方向，结合实

际制定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与有力的实证依据。

为了深入剖析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轨迹，本书对中国装

备制造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１０年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实证分

析，较为鲜明地指出，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落后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不能单纯从产权不合理、进口过度、产业结构与技术落

后等方面来解释，应该将其与制度创新、市场与产业结构优化

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分析。

全书立论鲜明，论述严谨，由于面对的是现实性强的命题，

故而在强调统计实证的同时，也注重运用经验分析与对策分析

等分析方法。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根据对象和内容的需要，把各

种分析方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力求避免主观推论与理论的空洞

假设，从而使整个分析与结论具有理论的严密性和现实的可信

性，这对当前有关装备制造业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配以案例分析对１０家已经上市的

装备制造业企业进行剖析，从微观分析角度为产业分析提供了

鲜活的素材。这样就使全书既有宏观的产业分析，又有微观的

企业分析，从而增加了全书的可读性和实证性。

在全书的结论部分，作者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装备制造

业发展的出路在于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

新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这也是本人一直倡导的观点。我

同意作者在政策建议中提出的观点，中国装备制造业下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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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应从宏观到微观进行系统的制度创新，特别是要为装备制

造业企业提供更加适宜的发展环境，政府亦应为此提供系统的

制度供给和政策安排。

我殷切的希望，本书的研究将丰富当前关于中国装备制造

业发展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和理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为中

国装备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与政策依据，从

而产生较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万田同志自２００２年进入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博士

后流动站以来，不仅一直致力于经济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问题

的研究，而且积极参与校、院各项教学与科研活动。他的这部

著作既是他几年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也为其

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和基础。

希望他能不断勉励自己，在学术的海洋里不断深入探索和

创新，为振兴中国装备制造业和繁荣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做

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林木西

２００５年５月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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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关于中国即将成为世界工厂的争议，强化了人们对制造业在未来中国

国家行业定位中的重要性认识，而伴随着东北振兴的号角，被誉为制造业

的制造———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问题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统计显

示，虽然美国是当今世界信息产业和信息化最发达的国家，服务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比重超过３／４，但是美国仍是制造业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把制造

业始终当做 “经济实力的脊梁" 。其制造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度

一直保持在２０％以上，并从而拉动其他产业３０％，拉高经济增长率

４０％。近１０年来，美国经济高速的增长主要是靠制造业迅速发展拉动的。

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也高出美国经济发展的总

体平均水平。美国出口的产品中有７２％是制造业产品。２００２年，美国国

家先进制造联合会的一份报告认为，制造业仍是美国经济增长中最强劲的

“发动机”。日本、德国等经济强国也都采取措施把制造业作为必须加强的

基础产业，近年，日本还专门颁布了 《振兴制造业基础技术基本法》。可

见，制造业并不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所谓的夕阳产业，即便在主要发

达国家，其在整个国内经济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以说，作为制造业基础的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国家社会生

产力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也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

根本体现。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发展历程无一不是

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作为其发展前提。装备制造业不仅是三大产业进一步

发展的保障，更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国家实力、民生发展的基本保证，无

论从全球国家发展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产业、行业发展史的角度都说明装

备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业之源。我国 “十五”计划明确把发展中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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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作为重要战略进行部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正因为装备制造业是国家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一课题备受广大学

者关注，有关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总体概况、相关专题、地域与行业特征方

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层次的进展。但是，有关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总体发

展问题、成因、绩效、战略、风险等方面的研究并不系统和全面；同时，

与国际方面相比在研究方法、结论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

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方面的相关研究，为本书提供

了有关的参考。另外，新近的经济学理论进一步为本书提供了当然的理论

工具，特别是关于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方法的理论进展为本

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本书的研究将丰富当前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研究，其研究方法和理

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将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价值的

理论与政策依据，将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产生较高的社会经济价值。

本书的分析主要包含四个议题：

１．发达国家与我国装备制造业现况的比较与评价，我国三大区域装

备制造业的发展比较，通过重点行业绩效分析，显示出我国装备制造业总

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同时潜力巨大。

２．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１０年间的实证分析观察，中国装备制造

业发展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单从产权不合理、进口过度、产业结

构与技术落后等方面来解释，应该把制度创新、市场与产业结构优化、技

术创新等方面综合起来进行分析。

３．中国装备制造业下一步的发展，应从宏观到微观进行系统的制度

创新，特别是要为装备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加适宜的发展环境，中国政府应

该为此做系统的政策安排。

４．分析了１０家已经上市的装备制造业企业不同类别的发展问题，试

图从微观角度为企业提供更为鲜明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到，那些根据市场

需求及时调整发展方向，不断创新的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本书的研究将从理论分析与现实策略两个方面为中国装备制造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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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参考，对问题的分析和对策的思考将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研

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本书比较全面地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历史发展轨迹、绩效评价、障

碍、成因、发展战略、前景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强调理论一致、

历史分析、国际比较，从而使得结构更加贴近实际。进一步的发展战略和

方案实施，则重在对策与实践的可行性研究，突出科学性和操作性。应用

经济学相关的研究工具，使研究的理论性较强，分析较深入，从成因看问

题、从趋势论发展、从实践看策略，观点立论有一定的新意。本书的史料

研究、国际比较研究、实施方案研究、前景风险研究都在相关问题研究方

面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的突破意义。

本书还具有以下特点：

本书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研究比较系统和深入。以往，学术界对中国

装备制造业一般都是以特定角度、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等为基础做深入研

究，总体上不够全面系统；相关整体的发展报告停留在总结与综述的状况

方面。本书重在从历史和国际比较及理论分析的角度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

发展历程、绩效、发展障碍、成因、进一步发展的战略与具体实施方案，

并对由此产生的未来发展趋势与潜在风险进行全面的论述。运用经济学理

论工具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合区域与行业特

点进行了比较分析，这在学术界是一种新的尝试。同时把区域分析与产业

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们对装备制造业问题的分析视角更为开阔，从

一个行业的角度更为深刻地把握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方向。

本书强调了实证分析，并灵活使用了多种分析方法。本书面对的是相

对现实性强的命题，强调统计实证的同时，也注重运用经验分析与对策分

析等结合实际的分析方法，根据对象和内容的需要把各种分析方法有机地

统一起来，避免主观推论与理论的空洞假设，力求全文的分析与结论具有

理论的严密性和现实的可信性。另外，还精选了１０个案例，使得研究更

具现实意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目　　录 １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１…………………………………………………………………

一、本研究课题的重大意义 １……………………………………………

　　（一）发展装备制造业是国际产业和国家发展的

必然要求 １………………………………………………………

　　（二）发展装备制造业对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现实意义 ５……………

二、装备制造业的研究现状 １３……………………………………………

三、本书的研究视角和结构安排 １７………………………………………

第二章　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轨迹 ２１…………………………………………

一、主要国家的制造业比较分析 ２１………………………………………

　　（一）制造业整体实力的比较 ２２……………………………………

　　（二）制造业市场集中的国际比较 ２３………………………………

　　（三）制造业竞争力的比较 ２６………………………………………

　　（四）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比较 ２８……………………………………

　　（五）制造业企业的比较 ３１…………………………………………

二、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轨迹 ３２………………………………………

　　（一）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３２………………………

　　（二）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现状分析 ３６……………………

　　（三）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存在的问题 ４１…………………………

三、我国装备制造业在世界分工中的优势行业分析 ４３…………………

　　（一）中国有可能建成世界级的汽车零部件及整车



２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研究

生产基地 ４４……………………………………………………

　　（二）整合ＩＣ硬件、软件产业链，建成世界数字化

产品基地 ４５……………………………………………………

　　（三）世界级的船舶生产基地 ４５……………………………………

四、简要评价 ４６……………………………………………………………

第三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业绩变动原因与模式分析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 ４７…………………………………………………

　　一、既有分析的回顾与实证数据的挑战 ４７………………………………

　　（一）既有分析回顾 ４７………………………………………………

　　（二）实证数据的挑战 ５０……………………………………………

二、关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业绩变化原因分析的理论框架 ５３……………

　　（一）关于亏损指数验证 ５４…………………………………………

　　（二）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５５………………………………………

　　（三）初步的验证与分析 ５６…………………………………………

三、进口竞争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的侵蚀 ５９…………………………

　　（一）进口竞争的利润侵蚀 ５９………………………………………

　　（二）政策导向加剧，行业利润率下降 ６３……………………………

四、企业结构与产权结构优化对装备制造业的影响 ６６…………………

　　（一）企业结构优化推动装备制造业绩效转好 ６６…………………

　　（二）产权优化提升装备制造业的绩效 ６９…………………………

　　（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对装备制造业的影响 ７４………………

五、简要评价 ７７……………………………………………………………

第四章　装备制造业的区域比较与国际比较 ８１……………………………

一、三大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分行业比较 ８１………………………………

　　（一）工业经济总量指标的比较 ８２…………………………………

　　（二）经济效益指标的比较 ８５………………………………………



目　　录 ３　　　　

　　（三）劳动效率指标的比较 ８９………………………………………

二、三大装备制造业基地的竞争力分析———主成分分析 ９３……………

　　（一）主成分分析方法 ９３……………………………………………

　　（二）原始数据及分析结果 ９４………………………………………

三、三大基地的案例分析 ９６………………………………………………

　　（一）东北地区 ９７……………………………………………………

　　（二）长江三角洲地区 １２０……………………………………………

　　（三）珠江三角洲地区 １５８……………………………………………

　　（四）其他地区 １９４……………………………………………………

四、装备制造业的国际比较 ２１８…………………………………………

　　（一）整体经济环境比较 ２１８…………………………………………

　　（二）技术水平比较 ２２０………………………………………………

　　（三）产业结构比较 ２２５………………………………………………

五、简要评价 ２２７…………………………………………………………

第五章　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 ２２９………………………

一、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２２９………………………………

　　（一）国际装备制造业转移的新趋势 ２３０……………………………

　　（二）产业的技术化趋势 ２３１…………………………………………

　　（三）跳跃式发展 ２３３…………………………………………………

　　（四）产业聚集趋势 ２３５………………………………………………

二、构建长远发展框架 ２３７………………………………………………

　　（一）构建有利于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２３７………………

　　（二）振兴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财税政策建议 ２３９……………………

　　（三）制定装备制造业区域发展政策 ２４０……………………………

　　（四）制定装备制造业专项发展规划 ２４１……………………………

　　（五）坚持可持续发展 ２４４……………………………………………

三、优化产业结构 ２４５……………………………………………………



４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研究

　　（一）修订中国国民经济产业政策 ２４５………………………………

　　（二）制定产业升级的技术政策 ２４５…………………………………

　　（三）制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装备技术政策 ２４６………………………………………………

　　（四）培育并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提高产业集中度 ２４６……………

　　（五）进行战略性结构重组，优化企业组织结构 ２４７………………

四、制定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２４７……………………………………

　　（一）提高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自身竞争力 ２４８…………………

　　（二）积极制定有效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２４９…………………………

　　（三）灵活运用 ＷＴＯ各种有利条款，保护中国制造业 ２５１………

五、提高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 ２５１………………………………………

　　（一）技术的内涵与作用 ２５２…………………………………………

　　（二）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基本思路 ２５３…………………………

　　（三）建立促进重大技术装备发展的组织协调机制 ２５８……………

　　（四）大力培养装备制造业技术人才 ２５８……………………………

　　（五）设立国家装备制造业专项发展基金 ２５９………………………

六、简要评价 ２６０…………………………………………………………

参考文献 ２６３……………………………………………………………………

后记 ２６９…………………………………………………………………………



第一章　导　论 １　　　　

第一章　导　论

一、本研究课题的重大意义

　　 （一）发展装备制造业是国际产业和国家发展的
必然要求

１．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的内在要求

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日益提高，国际贸

易大幅度增长。其结果是：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

不得不放弃大批传统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便致力于高科技、金

融、服务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将本国的工业能力化作低成

本的商品，外销欧美经济发达国家，扣除运费以后的盈利，形成原始积

累，随后日渐发展进步，甚至还有能力与经济发达国家竞争。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的５０多年，特别是近一二十年，世界经济正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

在发展。日本的腾飞、“四小龙”的崛起及我国东莞制造基地的奇迹，无

一不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推动的硕果。

我国具有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吸纳力与优势。在发展中国家里，我国

是最具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吸纳力和优势的。改革开放后，绝大部分跨国

集团公司纷纷来中国投资建厂，东莞、苏州等以外商投资为特点的新型经

济区的兴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国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有一个购买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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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强烈，但尚未得到满足的超级大市场，已成为国际商家必争之地；有装

备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条件；有丰富的、素质较高、廉价的人力

资源；有良好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

日趋完善；优惠的政策环境使外商在华利益能得到充分保证。

在承接外包业务方面有成功经验。以东莞为例，经过不足１０年的发

展，主要依靠 “三来一补”的方式平地起家，发展成为通信设备和ＰＣ

机及其元器件的国际性加工基地，东莞生产的许多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占

有率位居第一。东莞制造业的崛起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如果首先在我

国沿海地区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大力承接工业发达国家制造业特别是装

备制造业的转移，同时，有选择地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中的高技术产

业，那么，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装备制造与供

应基地。　　　

积极地、有选择地接纳转移是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一条途径。

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制造业是我国当前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抓住国际

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地、有选择地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是现

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

毋庸置疑，从这一角度来看发展装备制造业将具有重大意义：可以学

习国外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让外商在华投资办厂，我们可以通过

“打工”，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习并掌握他们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是

我国进入全球制造体系、与国际接轨的一条便捷的通道；缓解就业压力，

促进经济发展。承接国外产业转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并

带来不薄的收益，积累资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税收；促进我

国零部件产业的发展，零部件、元器件和中间材料制造业不发达是我国多

年来存在的一个 “瓶颈”，现在工业发达国家将大批零部件加工转移到我

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２．国内巨大需求市场的客观要求

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势在必行，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新一轮的技

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这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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