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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英工业战略比较

及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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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为了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会和挑战，美德英三国

纷纷公布了其工业战略，以便维护和重新获得在世界制造业中的领

先地位。本文主要通过对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的主要问题、总体目

标和实施措施进行比较，分析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的异同点以及趋

势性特征，并对当前发达国家工业战略的主要理论来源———新李斯

特主义经济学派进行评析，认为当前发达国家主流经济理论有从新

自由主义向新李斯特主义转向的趋势。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将对

中国的赶超战略、工业化进程和新型大国关系形成压力。

关 键 词：美德英；　制造业发展；　工业战略；　再工业化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中图分类号：Ｄ７５１．６；　Ｄ７７１．２；　Ｄ７５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 章 编 号：１００５　４８７１（２０１９）０４　０００４　１７

近年来，为了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美、德、英等西方发达国

家纷纷出台了各自的工业战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美国白宫公布了《美国先进制造业

领导力战略》（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德

国经济与能源部于２０１９年２月公布了《国家工业战略２０３０：德国和欧洲工业政策

的战 略 纲 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３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英国政府为了应对英国脱欧后英国未来

发展的需要，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公布了《工业战略———建设适应于未来的英国》
（工 业 战 略 白 皮 书）〔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ｆ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本文主要对美英德三国这三份最新工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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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并结合最近几年这些国家的政策实践，对三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发

展目标、主要实施路径进行比较，总结三国工业发展异同点，探索西方发达国家未

来工业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

一、美德英三国当前工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比较

美德英三国在其 工 业 战 略 中 都 对 各 自 存 在 的 主 要 问 题 进 行 了 反 思。总 体 而

言，美国的主要问题 是 金 融 业 严 重 挤 压 制 造 业，后 者 在 国 民 经 济 中 的 比 重 急 剧 下

降，影响美国的工业基础和军事工业基础；德国的主要问题是信息技术这一关键领

域落后，影响德国“工业４．０”战略的发展；英国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竞争力严重不平

衡，只有少数头部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大量中小企业竞争力落后，影响英国的整

体竞争力。各国存在的问题分别如下。
（一）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急剧下降，是美国制造业的主要问题。

美国在其工业战略中强调，美国目前仍然是 世 界 主 要 制 造 业 大 国 和 强 国，在

一些领域仍然是世界最大的产品制造国，在通讯、计算机、航 空 和 航 天、生 物 医 药

等领域处于全球支配地位。① 但是，新千年 以 来，美 国 在 先 进 制 造 业 方 面 存 在 以

下显著问题。第一，制造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 急 剧 下 滑，尤 其 对 就 业 的

贡献在急剧下 降。制 造 业 在２００８年 的 金 融 危 机 和 经 济 衰 退 中 更 是 受 到 重 创。

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０年 四 年 期 间，美 国 制 造 业 就 业 下 降 了２０％，从１４００万 下 降 到

１１３０万。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制造业有所 回 流，但２０１８年 制 造 业 就 业 仍 然 低 于

２００６年水平，仅占总劳动力的８．５％。② 第 二，私 人 部 门 对 制 造 业 的 投 资 急 剧 萎

缩。虽然快速创新一直是美 国 工 业 的 特 点，但 是，最 近 十 几 年 来，私 人 部 门 对 以

制造业为基础的技术的投资 正 在 急 剧 萎 缩，私 人 投 资 的 重 点 正 在 转 向 以 软 件 为

基础的初创企业和金融业，因为这些企业能带来更为 快 速 的 利 润 回 报。第 三，战

略性制造业部门急剧下滑。美 国 在 通 讯 和 计 算 机 领 域 具 有 世 界 领 先 优 势，但 目

前主要在测试、测量和控制 领 域 保 持 领 先，而 在 生 产 和 制 造 领 域 急 剧 下 降，这 将

影响美国的整个经济基础和 国 防 工 业 基 础，影 响 美 国 在 未 来 军 事 冲 突 中 的 制 胜

能力。第四，美国在制造业人 才 和 劳 动 力 方 面 严 重 短 缺。美 国 总 统 特 朗 普 提 出

“制造业重回美国”计划，但 是，制 造 业 企 业 很 难 找 到 合 适 的 工 程 师 和 技 工，制 造

业人才短缺成为美国先进制造的短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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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键技术领域失去竞争力，是德国制造业的主要问题。

德国是国际上成功的工业国，德国的工业极具竞争力和创新力，但是，德国的

制造业也存在许多问题。第一，德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失去竞争力或存在竞争压力，

主要包括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关键领域。信息技术的落后

影响德国“工业４．０”；材料技术，尤其是碳纤维领域的落后，影响空客发展。第二，

德国缺少巨额的风险投资。尤其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这些企业所需要的

巨额资金都远远超出了德国企业所能提供和承担的范围，使德国某些新技术初创

企业在成长到一定阶段后被美国风投资金收购，成为美国的企业。第三，德国在众

多传统细分市场上的隐形冠军，面对数字化浪潮和颠覆型技术领域的冲击，也存在

技术落败的隐忧。第四，德国和欧盟的竞争法和竞争政策也对德国和欧洲巨型企

业的构建形成障碍，阻止了德国对欧盟范围内企业开展兼并，难以形成巨型企业，

在国际市场上难以与美国和中国的大型企业开展竞争。①

（三）劳动生产率长期落后于竞争对手，是英国制造业的主要问题。

英国在工业领域总体上有较强的优势。英国拥有开放度高、法律规范、劳动力

市场灵活等良好的商业条件，也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科学、金

融、文化和艺术等诸多领域同时拥有世界级水平。但是，英国在制造业领域也存在

较为明显的弱势和短板，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英国的劳动生产率长期落后于

竞争者。英国单位小时的产量仍较低，低于美德等竞争者。第二，英国的工作岗位

收入较低。英国拥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因而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但是，这种充分

就业所提供的岗位工资和收入并不是太高，也并不理想。第三，英国企业的劳动生

产率存在“长尾”现象。英国拥有少量劳动生产率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顶尖企业，

但同时也拥有一大批低生产率的企业，这些低生产率的企业严重拖累了英国的总

体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和生活标准。②

二、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的总体目标比较

提升制造业比重，维持本国制造业在全球或欧洲制造业中的领导或领先地位，

成为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的总目标，但三国的侧重点仍有所不同。相比较而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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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更加重视对整个制造业供应链的控制能力，德国偏重于制造业中先进技术的研

发和制造能力，英国倾向于制造业领域的科技和商业创新能力。

（一）美国工业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实现美国在全球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确

保美国制造业供应链的安全，为美国军事工业和全球军事行动能力提供技术、物资

和供应保障。

《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提出的总目标是：“实现美国在各工业行业保持

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力，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为了实现该总目标，报告还从

新技术、劳动力、产业链三个维度来确定三大分目标，分别为：第一，发展和推广新

制造技术，使美国在未来的新技术领域获得领先地位，未来新技术领域包括智慧和

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新材料、电子、生物、医疗等；第二，培育先进制造

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使美国的教育体系提供先进制造业所需要的人才和劳动力；第

三，扩展国内制造业 供 应 链 的 能 力，实 现 美 国 在 制 造 业 和 国 防 工 业 中 全 产 业 链 模

式，实现在美国生产和在美国购买，在美国本土拥有完整的供应链。①

美国两任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强调“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的目标，以解决

美国制造业逐步下滑的问题。美国之所以特别强调制造业，除了为蓝领工人解决就

业机会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认识到制造业与美国国防工业之间以及美国霸权之间

的关系。《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指出：“坚固的国防工业基础是一个国家的优

先考虑，包括具有创新性的、可获利的、具有弹性供应链的国内制造业。美国制造业

和国防工业基础以及供应链是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根本。工业基础必须是可

持续创新的，以便保持经济竞争力，并为美国的作战人员提供必要的能力，以便在任

何冲突中获胜。”②可见，美国对先进制造业的重视与其保持全球霸权地位密切相关。

（二）德国工业战略总体目标就是在技术和工业方面确保德国维持或重新获得

德国在欧洲和全球的领导地位。

德国工业战略设定了五个目标，分别为：第一，使德国维持和重新获得在欧洲

和全球相关领域的经济和技术能力、竞争力和工业领导力；第二，维护和增强德国

的整体经济力量、工作岗位和经济繁荣；第三，提高制造业比重，到２０３０年，德国和

欧盟工业在各自总附加值中的比例分别提高到２５％和２０％；第四，遵守市场经济

原则；第五，在全球范围捍卫多边主义的全球贸易体系和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其中

第一、第二大目标可以视为总目标，第三、第四、第五大目标可以视为分目标和实施

原则。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德国较为重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明确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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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体指标：到２０３０年，德 国 和 欧 盟 工 业 在 各 自 总 附 加 值 中 的 比 例 分 别 提 高 到

２５％和２０％。这意味着将制造业比重纳入经济指标体系，成为可以核实和监督的

内容，而不是流于空谈。
（三）英国工业战略的总体目标是不断提升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到

２０３０年发展成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

为实现这一总体目标，英国具体下设四个分目标：第一，使英国成为世界最具

创新力的经济体，到２０２７年，将英国总研发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率提

高到２．４％；第二，使英国成为能提供大量高质量和高收入岗位的经济体；第三，大

幅度提升英国的基础设施；第四，使英国成为企业创业和发展的最佳场所。值得关

注的是，英国在目标上非常重视盈利能力，认为制造业的最终结果是服务于企业盈

利和职工收入，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路径是创新，因而提出了具体的创新指标：

到２０２７年，将英国总研发投资占ＧＤＰ的比率提高到２．４％（研发强度）。英国的总

体目标是从三个角度出发，即劳动生产率、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具体实施手段从

三个纬度出发，即重视研发投入、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重视营商环境。① 英国的总

体思路是通过重视创新的各项条件，实现创新能力的提高，继而推进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并最终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职工的收入水平。

表１　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总体目标比较

项目 美国 德国 英国

总目标

实 现 美 国 在 各 工 业 行 业 保 持

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力，以确保

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

第一，使德国维持和重新获得在

欧洲和 全 球 相 关 领 域 的 经 济 和

技术 能 力、竞 争 力 和 工 业 领 导

力；第二，维 护 和 增 强 德 国 的 整

体经 济 力 量、工 作 岗 位 和 经 济

繁荣

不 断 提 升 英 国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和盈 利 能 力，到２０３０年 发 展

成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

实施途径

（分目标）

第一，发 展 和 推 广 新 制 造 技

术，使美国在未来的新技术领

域获得 领 先 地 位；第 二，培 育

先进制造业所需要的劳动力；

第三，扩展国内制造业供应链

的能力，实现美国在制造业和

国防工业中全产业链模式，实

现在美国生产和在美国购买，

在 美 国 本 土 拥 有 完 整 的 供

应链

第一，提 高 制 造 业 比 重，到２０３０
年，德国和欧盟工业在各自总附

加值中的比 例 分 别 提 高 到２５％
和２０％；第 二，遵 守 市 场 经 济 原

则；第三，在 全 球 范 围 捍 卫 多 边

主义的 全 球 贸 易 体 系 和 社 会 市

场经济原则

第一，使英国成为世界最具创

新力的经济体，到２０２７年，将

英国总研发投资占ＧＤＰ的比

率提 高 到２．４％；第 二，使 英

国 成 为 能 提 供 大 量 高 质 量 和

高收入 岗 位 的 经 济 体；第 三，

大幅度提升英国的基础设施；

第四，使英国成为企业创业和

发展的最佳场所

８

①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ｆ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ｐ．１０，１３．



张迎红：美德英工业战略比较及对中国的影响

续表１

项目 美国 德国 英国

基本特征 重视供应链的安全性 重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重视创新能力

核心指标

到２０３０年，德 国 和 欧 盟 工 业 在

各自总 附 加 值 中 的 比 例 分 别 提

高到２５％和２０％

到２０２７年，将英国总研发投资

占ＧＤＰ的比率提高到２．４％

　

最终目标
为 美 国 海 外 军 事 行 动 和 霸 权

服务

维护德国的地区繁荣

　

提 升 企 业 和 员 工 的 获 利 能 力

（包括企业利润和员工收入）

　　　　来源：作者自制。

由上可见，美英德三国工业战略目标既具有共同点，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三

国工业战略目标的共同点为：都强调提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维护

本国在国际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提高制造业岗位的就业规模和收入，使制造业成

为解决就业和地区繁荣的基础。但是三国目标的侧重点仍有所不同。相对来讲，

美国更加强调制造业为美国军事工业服务，重视制造业供应链的安全性；而德国强

调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强调制造业的先进性和全行业；英国则强调制造业

的创新能力以及最终的获利能力。

三、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比较

美德英三国为了实现各自制定的工业战略总体目标及分目标，在具体措施方

面围绕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关键原材料和市场等要素展开，三国的具体政策措施

呈现以下趋势性特征。
（一）在技术领域，紧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先机，实现颠覆性技术的全领域、

全方位、全覆盖、无短板式的突破，而不是局部性或单一性技术的突破。

美德英在其工业战略中都强调了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占据第四

次产业革命的制高点，是维持三国制造业全球领先地位的先决条件。最近几年来，

美德英都强调“再工业化”及制造业回流，但是这些制造业回流不是简单的对传统制

造业的保护或回归，而是实现制造业的先进性、高端化和智能化，以智能技术改造和

升级传统行业。三国在技术领域所采取的措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强调技术

的先进性和颠覆性突破。在技术领域面，美英德三国所重视的颠覆性技术领域较为

一致，这些领域也体现了当前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前沿技术。美国在其工业战略中提

到的重点发展的颠覆性技术领域包括智慧和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高性

能材料、增材制造（３Ｄ打印）、电子器件、生物、医疗、农业、食品等方方面面。① 德国

９

①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ｉｎｇ”，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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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工业战略中也强调将平台经济、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医疗诊断、云计算、生物

技术、轻型建筑、物联 网（“工 业４．０”）等 确 定 为 需 要 重 点 扶 持 和 发 展 的 颠 覆 性 技

术。① 英国在工业战略中将需要重点开发的新 技 术 确 定 为 四 大 领 域：人 工 智 能 与

数据经济，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电动汽车、无人驾驶和智慧交通，生物制药和健康医

疗技术。② 其次，三国都重视全覆盖、无短板式的技术突破。从美德英工业战略中

对新技术发展所罗列的名单可见，三国新技术突破包括所有重要领域，涵盖数字技

术、制造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外空技术等方方面面。由于第四次

产业革命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主，并配合其他领域的新技术，单一技术的突破已经很

难适应未来发展需要，任何一个技术领域的缺失都会影响其他技术的突破，因此，

技术突破和研发必须本着全方位、无短板的原则进行。最后，三国鼓励技术突破的

途径有所不同。美国强调企业应围绕技术标准、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进行技

术研发和创新，并 通 过 保 护 知 识 产 权 以 及 国 家 实 验 室 与 企 业 合 作 来 鼓 励 企 业 创

新。③ 德国更多地从维护市场条件入手，降低电力和能源价格、公司税税率和社会

保险的上交比率，帮助企业减少创新成本。④ 英 国 则 更 多 地 侧 重 于 改 善 融 投 资 条

件，构建了独特的“国家基金 银行孵化 私人资金入股”的融投资模式。首先设立

国家基金，然后将基金交由银行进行管理和孵化，以此吸引私人资金入股，通过私

人资金入股创新型初创企业，使初创企业能持续地获得私人资金的支持，避免初创

企业进入“死亡之谷”。⑤ 相比较而言，美国更多地强调 支 持 技 术 标 准 和 保 护 知 识

产权，德国更多地通过改善市场条件来支持企业创新，英国更多地从融投资角度为

企业创新提供支持。
（二）在产业领域，重构制造业产业链，重视在本国或本地区构建全产业链或附

加值链模式。

美国和德国在其工业战略中都提出各自的具体措施，鼓励在本国或本地区构

建全封闭的产业链或附加值链。美国在其工业战略中确定的第三大分目标是“扩

展国内制造业供应链的能力”，为了打造美国本土的全产业链，提出了如下具体政

策。第一，加强中小制造企业在构建美国本土全产业链中的作用。美国强调，中小

制造企业是所有供应链中的关键部门，中小制造企业的产品形成供应链中部件、装

１０

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３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ｐ．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ｆ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ｐ．３７，４５，４８，５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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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①，ｐ．１３．
同注②，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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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集成、次系统和系统中的相互供应的环节，并最终形成简单或复杂的产品和服

务。为此，美国政府要通过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将政府投资的联邦实验室的大量技

术成果转让给中小企业，通过中小企业的相互分工合作，形成新技术环境下的完整

的供应链增长。① 第二，促进国防工业，加强国防制造业基础。美国将把国防部掌

握的军民 两 用 技 术 转 移 给 企 业，包 括 复 合 材 料、微 电 子、雷 达、全 球 定 位 系 统

（ＧＰＳ）、互联网、生命探测器等，确保国防工业需要的零部件由国内企业提供，促进

美国国防工业的本国全产业链生产，减少美国国防部对国外军事产品的采购和依

赖。第三，促进制造业回流，鼓励构建有利于制造业生产和创新的生态系统和营商

环境，重视在美国本土制造和购买美国产品。② 对于不愿意回流的制造业企业，将

减少政府采购。

德国工业战略在产业政策方面也强调了在德国和欧盟范围内构建封闭的全附

加值链，并提出了如下具体政策。第一，促进全附加值链模式。全封闭的附加值链

包括从原材料到产品的生产、销售、服务、研发，以及整个价值链上的连接能力。德

国强调，整个附加值链的所有部分都应存在于一个经济地区内（德国或欧盟），这种

本地构建全封闭的附加值链模式对于提高德国和欧盟的经济竞争力和繁荣至关重

要。第二，促进全行业模式。德国认为，全行业模式对于德国工业至关重要。德国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电子产业方面落后于日韩，导致后来在通讯和计算机领域的落

后，这一负面影响对当前的“工业４．０”仍然存在。同时，德国因在碳纤维材料方面

落后，迫使空客的碳纤维必须向美国和日本购买，影响了空客的供应链安全。德国

工业战略认为，在“肮脏的旧产业”和“干净的新产业”之间进行简单的划分是一种

错误的思想。一旦在某个领域失去竞争力，很难再重新获得，并坚持新旧产业齐头

并进的原则。第三，追求规模经济和打造巨型企业，以巨型企业来带动本国一大批

中小企业和隐形冠军，构建本国、本地区完整的供应链。德国认为，在越来越多的

领域出现综合性全球市场的情况下，企业必须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才能参与国际

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缺少规模巨大的企业，将直接失去竞争力并被逐出全球市场，

而且巨型企业可以带动和形成本地区优秀中小企业产业链。为此，德国必须修改

现有的竞争法，允许企业兼并，并仿效空客的成功经验，通过国家参与制（国家购买

企业股份）和欧洲国 家 联 合 的 形 式，在 人 工 智 能 等 重 要 领 域 打 造 德 国 和 欧 洲 巨 型

企业③。

１１

①

②

③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ｉｎｇ”，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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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工业战略中强调发展先进制造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智慧

交通和生物医疗等先进制造业。鉴于在基础研究和商业服务方面的领先地位，英

国强调要成为全球创新领先国的雄心壮志，尤其强调通过创新来促进产业升级或

创造新的高技术产业。英国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和附加值链构建并不仅限于生产

领域，还包括前端的研发和后端的服务业。英国在工业战略中强调：“创新是关于

新创意、新方法、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它涉及激进的技术突破

和渐进的技术升级，包括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发明和发现、新工艺开发和已知技术在

新流程中的运用。”①英国认为，整个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或 附 加 值 链）的 构 建 包 括

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纵向维度涉及全流程概念，涵盖基础研究（大学和基础科学

研究机构）、技术应用（工业研究机构）、技术孵化、创新型企业、中小企业、世界级本

土企业、商业服务（包括销售、售后服务、法律、金融、会计、广告和保险等）等与新产

品最终形成相关的整个流程。而横向维度包括门类齐全的各种相关学科，如英国

大力推进的医疗产业就包括建立各种跨学科的研究基地，涵盖人类学、临床医学、

健康和医药科学、生物科学、环境科学、商业、社会科学、工程、数学和物理学等所有

相关学科。② 因此，英国先进制造业的全产业链和附加值链包含着全学科、全流程

概念，充分利用英国科学研究门类齐全以及工业、服务业都相当发达的优势。在这

方面，英国主要采取的措施是设立各种由国家直接赞助的研究中心、创新基地、孵

化基地、中小企业发展中心、产学研一体化网络等。
（三）促进数字 基 础 设 施 建 设，为 第 四 次 产 业 革 命 所 孕 育 的 智 能 制 造 业 提 供

保障。

为了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机遇，美德英三国都强调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但在打造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政策重点有所区别。美国更重视数据标准等软件

设施，德国更重视互联网平台构建，英国更重视５Ｇ等硬件设施。美国认为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是工业物联网的关键，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就是对数据的应用，需

要鼓励和允许企业制造数据并相互分享数据。为此，美国较为重视数字基础设施中

的数据服务，包括数据的制造、汇集、使用、分享和安全，重点在于制定数据制造和使

用的标准、保护数据的安全性、尊重知识产权，研发的优先重点是发展新方法来促进

数据的获得、保密、加密和风险评估，重点确保运营技术的网络安全。③ 数据标准制

定、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网络运营技术安全，成为美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

１２

①

②

③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ｆ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ｐ．５９．

同上。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ｉｎｇ”，ｐｐ．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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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点。德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较为注重互联网平台建设。德国认为，互联网平

台是实现“工业４．０”（物联网）的重要支撑，但欧盟的竞争法阻碍了互联网平台的构

建，为此，需要修改现有的欧盟竞争法，以便做大做强互联网平台。① 英国的基础设

施建设较为重视交通运输的互联互通和自动驾驶，需要发展５Ｇ和全光纤网络。英

国加大对５Ｇ的投入，国家提供１．７６亿英镑投资用于５Ｇ，提供２亿英镑用于鼓励地

方铺设全光纤网络，以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②

（四）重视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安全，防止关键原材料受到竞争对手的钳制甚至

断供。

最 近 几 年，美 德 英 等 国 都 开 始 重 视 稀 土 等 关 键 原 材 料 的 供 应 安 全。尤 其

是 美 国，在 其 工 业 战 略 中 着 重 强 调 了 这 一 问 题。《美 国 先 进 制 造 业 领 导 力 战

略》指 出：“关 键 材 料，包 括 关 键 金 属，是 先 进 制 造 的 关 键 部 件，并 容 易 对 先 进 技

术 产 生 供 应 风 险，这 些 关 键 材 料 对 美 国 的 能 源 生 产、国 防 技 术、制 造 成 品 以 及

总 体 经 济 都 提 供 关 键 性 支 持。这 些 材 料 常 常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和 稀 缺 的，很 难 用

其 他 材 料 来 复 制 或 替 代。因 此，这 些 材 料 的 短 缺 将 造 成 供 应 链 的 脆 弱 性。”③为

此，美 国 就 关 键 原 材 料 的 保 护 公 布 了 法 令，并 公 布 了 需 要 保 护 的 名 单。特 朗 普

总 统 颁 布 了１３８１７行 政 法 令（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１３８１７）———“确 保 关 键 材 料 的 安

全 和 可 靠 供 应 的 联 邦 战 略”。美 国 联 邦 机 构 还 公 布 了３５个 关 键 原 材 料 的 名

单。④ 与 此 同 时，美 国 加 强 对 关 键 原 材 料 的 研 发 创 新，尤 其 重 视 关 键 原 材 料 的

采 矿、提 炼、再 循 环 利 用 和 替 代 能 力，以 减 少 对 外 国 资 源 的 依 赖。⑤ 德 国 和 英 国

对 关 键 原 材 料 的 重 视 主 要 体 现 在 欧 盟 最 近 公 布 的 一 份 对 华 政 策 文 件 中。２０１９
年３月１２日 欧 盟 公 布 的《欧 盟 中 国：战 略 展 望》中 提 出：“电 池 是 储 能 和 清 洁

移 动 的 关 键，对 欧 盟 工 业 的 现 代 化 具 有 重 要 的 战 略 意 义，（欧 盟）正 在 特 别 确 保

原 料 的 可 靠 供 应 和 稀 土 的 获 取。”⑥美 国 和 德 英 对 关 键 原 材 料 的 解 决 方 案 不 同，

美 国 采 取 的 是 本 地 化 和 与 关 键 盟 国 合 作 的 解 决 方 案，加 强 自 身 产 业 供 应 能 力，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３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ｐ．１１．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ｆ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ｐ．１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ｉｎｇ”，ｐ．１２．

同 上。

同 上，ｐ．１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Ｃｈｉｎａ：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ＪＯＩＮ（２０１９）５ｆｉｎａｌ，２０１９

０３　１２，ｐ．９，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ｂｅｔ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ｆｉｌ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ｕ－ｃｈｉｎａ－ａ－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ｐｄｆ，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９　０５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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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少 对 外 国 竞 争 国 的 依 赖。德 国 和 英 国 等 欧 洲 国 家 也 重 视 关 键 原 材 料，尤 其

是 稀 土 的 供 应，主 要 是 通 过 与 原 料 供 应 国 签 订 贸 易 协 定 加 强 对 外 合 作 和 贸 易，

稳 定 关 键 原 材 料 供 应 来 源。
（五）加强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本国市场。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加大海外投资力度，三国都不约而同地以国

家安全为名，强化“外商投资审查机制”，限制外商对本国敏感行业、高科技企业、数
据企业、关键基础设施等的投资和并购。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３日，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

署的《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正式生效。①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德国

政府也通过了外商投资制度修正案，该修正案于２０１９年１月生效。② 在德法意的

鼓动下，欧盟也通过了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新条例，该条例于２０１９年４月

生效，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在欧盟范围内全面实施。③ 英国也加大了可能影响国家

安全的投资审查④。美德英以及欧盟出台的外商投资审查都不约而同地将审查重

点针对中国，审查的范围包括投资涉及的关键基础设施、高科技企业、重要数据企

业、敏感技术、国防安全设施以及军工产业等，中国国企和高新技术企业对美欧的

投资成为这些国家审查和防范的重点。

表２　美德英三国政策措施比较

政策领域 共同点 差异点

技术领域

三国都将颠覆性技术作为突破重点，并强调

全方位、全覆盖、无短板的技术突破

　
　

美国 强 调 制 定 技 术 标 准、数 据 安 全、网 络 安

全和保护知识产权等软性措施；德国更多地

从维护市场条件入手；英国更多地侧重于初

创企业的融投资领域

产业领域

三国都重视提 升 制 造 业 在 国 民 经 济 中 的 比

重、再工业化；

三国都重视在 本 国 或 本 地 区 构 建 封 闭 的 制

造业 或 先 进 制 造 业 领 域 的 产 业 链、价 值 链、

服务链和供应链；三国都重视国家对制造业

的投入和扶持

英国主要利用国家资金，赞助成立各类研究

中心、孵 化 中 心 和 中 小 企 业 发 展 中 心 等；美

国主要采取政府采购、国家实验室的科技成

果转移给中小企业方式；德国通过国家参股

和国家参与制的方式，打造巨型企业

　

１４

①

②

③

④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１８”（ＦＩＲＲＭＡ），

Ｕ．Ｓ．Ａ．，２０１９　０８，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ＦＩＲＲＭＡ．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９　０５　２０．

Ｍａｒｉａ　Ｂｒａｋａｌｏｖａ：《德国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的审查》，大成 投 资 公 司（Ｄｅｎｔｏｎｓ）翻 译 整 理，２０１８　１２
２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８４１８６５３５＿８０６４３２，访问日期：２０１９　０５　２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Ｃｈｉｎａ：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ｐ．１０．
Ｂａｒｒｉ　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ｈｎ等：《欧洲及中东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监管新动向》，金杜律师事务所翻译整理，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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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政策领域 共同点 差异点

基础设施领域

三国都强调智慧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主要强调智慧基础设施中的软件因素，

包括数据标准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

维护等；德国主要强调构建智慧基础设施中

的平台建设，通过修改竞争法来促进互联网

平台建设；英国主要强调构建智慧基础设施

需要的硬件设施，包括５Ｇ和全光纤铺设等

关键原材料领域

美国和欧盟（德 国）都 强 调 关 键 原 材 的 可 靠

供应

　
　

美国主要强调 避 免 对 关 键 原 材 料 的 海 外 依

赖，通 过 研 发 创 新 来 促 进 本 国 的 提 炼、节 约

利用、再 循 环 利 用 和 替 代 方 案；欧 盟 主 要 强

调对稀土等关键原材料的供应

国内市场领域

三国都以国家安全为名，加强对本国产业和

技术的保护，制定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机

制，中国成为重点防范对象

　　　　来源：作者自制。

四、对美德英工业战略的评析

（一）对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的理论分析

从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的总体目标来看，美德英三国都强调制造业的回流和

升级，积极推进“再工业化”进程，重新重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从具

体措施来看，强调国家对经济活动更为积极的作用以及对关键技术和本国市场的

保护主义色彩。这些理念都显示了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派的特征，西方宏观经济

政策的理论指导从新自由主义向新李斯特主义转向。

李斯特主义曾对１９世纪美欧工业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当时主

流经济学之一。但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自由主义

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并上升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李斯特主

义则沦为边缘经济学学派。最近三十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资本的国际

流动和金融产业急剧发展，加上制造业海外转移和服务业外包，金融业的高利润率

对美国和英国等国的制造业产生严重挤压和侵蚀作用，加快了这些发达国家的“去

工业化”进程，导致中产阶级和工会力量的削弱，并加快了贫富分化以及民粹主义

的崛起。同时，制造业的削减也导致这些国家科技创新缺少商业转化的产业基础，

影响科技创新的成效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也影响军事工业和国防安全以及在全

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发达国家带来严重的负

面作用，使得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反思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发达国家需要寻求新的

替代性理论。近年来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派的崛起，为美欧发达国家解决自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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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提供了替代性方案。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是较早指出制造业对国民经济发展重要性的主要经济学

家之一，他提出了生产力理论，系统论述了制造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崛起，李斯特主义被极大地边缘化。但是，随着

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８年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李斯特经济学派一直 在 探 讨 一 种 替 代 新

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之路，并在原来李斯特主义基础上，吸收了凯恩斯

主义、熊彼特主义和平等主义等学说，形成了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派。这一学派为

美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欧债危机、拉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和欠发达国家的赶

超战略提供独特的理论视角，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英国经济学家张夏准（韩裔）、挪威

经济学家埃里克·Ｓ．赖纳特（Ｅｒｉｋ　Ｓ．Ｒｅｉｎｅｄ）、美国密苏里大学的迈克尔·赫德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ｄｓｏｎ）和廖子光等。新李斯特主义的经济学思想主要强调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基本地位和关键作用。相比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市

场的分析单位，新李斯特主义认为国家是经济分析中比个人和市场更为基本的分

析单位，它不仅塑造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关系，而且也是世界经济秩序的基

石。该学派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特征。第二，强调生产力发展对国民财富和经济

政策的决定性影响。相比新自由主义认为经济活动是同质的、强调交换价值和比

较优势不同，新李斯特主义强调经济活动是有质的区别的，应重视生产力，并从事

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才能富国裕民。该学派具有典型的工业主义特征。第三，强调

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区别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和成熟阶段。在初始阶段，应加

强国家对幼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保护，只有在经济、技术和市场高度成熟时，

才能向外推行自由贸易。该学派体现了显著的保护主义特征。① 可见，国家主义、

工业主义和保护主义是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派的基本特征。

美德英工业战略体现了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思想的主要方面，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美德英三国工 业 战 略 在 总 体 目 标 方 面，强 调 制 造 业 对 国 民 经 济 的 重 要

性。美国在其工业战略中高度强调了先进制造业对美国具有四大作用，指出：“先

进制造业对整 个 国 民 经 济、充 分 就 业、国 家 安 全 和 民 族 精 神 都 具 有 重 要 意 义”。②

这一认识与百年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论述如出一辙，李斯特曾指出：“所有精

神力量、政府税收、国防事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以及国家独立的安全保障，都会与

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成正比”。③ 德国在其工业战略中更 是 直 接 明 确 了 制 造 业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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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５０　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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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ｉｎｇ”，ｐ．３．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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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指出：“到２０３０年，德国和欧盟工业在各自总附加值中的比例分别提高到

２５％和２０％”，体现了制造业优先的思想。英国的工业战略也指出，提升劳动生产

率，促进制造业的先进性、创新性和高效率成为英国未来工业战略的主要目标。由

此可见，促进“再工业化”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

主要任务和重要趋势，并且将先进制造业与技术领先、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地区繁

荣和国家安全密切联系。美德英工业战略中的这些认识又重新回归到李斯特经济

学思想，并体现了当代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和工业主义的思想。

第二，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的政策体系体现了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中关于高

质量发展的理论。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家赖纳特提出了高质量经济发展理论。他

将经济活动根据“质”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报酬递增的经济活动，另一类是报酬递减

的经济活动。所谓“报酬递增的经济活动”就是通过一系列有意识的工具和机制，

发展出“暴力运用上的规模经济”和“强制性能力”，创造产业进入的经济壁垒，形成

不完全竞争，从而获得“租 金”，并 获 得 持 续 的 边 际 收 入 增 长 和 高 利 润，即“垄 断 利

润”。而报酬递减的经济活动就是缺乏这样的经济工具，产业缺乏进入壁垒，处于

完全竞争状态，从而难以获得“租金”，导致持续的低利润、无利润和贫困。高质量

经济活动就是专门从事报酬递增的经济活动，包括从事技术创新和高端、先进制造

业，而低质量经济活动就是专门从事资源类、农业、初级加工贸易和低端制造业。①

赖纳特认为，一国要构建报酬递增的产业结构，就是要构建多重壁垒体系，从而

形成高壁垒经济结构，构建其他国家难以进入的高壁垒和宽阔的护城河。多重壁垒

体系的要素包括：技术壁垒、产业壁垒、基础设施壁垒、关键原材料壁垒和市场壁垒

等。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就是围绕技术、市场、基础设施、关键原材料和市场等体系

构建，在技术领域追求颠覆性技术的全方位突破，形成陡峭的技术壁垒，使其他国家

难以赶超；在产业领域寻求产业链本地化和封闭化，并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改造

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的升级，形成产业的尖端化、闭合化和垄断性；在基础设施建设重

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传统基础设施的联通性和高效化，形成数字

基础设施的行业高标准；重视对关键原材料的垄断和保护以及对本国市场的保护等。

美德英工业战略中的这些措施都体现了赖纳特构筑高壁垒经济体系的要义，形成技

术、产业、市场、标准的领先性和垄断性，构成其他国家难以逾越的高壁垒。

第三，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的具体措施体现了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派强化国

家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特点。新李斯特主义认为国家对经济具有主导作用、引领作

用和推动作用，而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在市场中是“恶”的，要求国家从经济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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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关于国家的作用是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派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标志。

在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中可以明显看到国家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和地位，国家利

用自己掌握的大量资源，提供给其所愿意支持的企业。如美国将国防部所管辖的

国家实验室的先进研究成果尽快转让给企业，向需要支持的企业提供美国庞大的

政府采购资金。德国也 强 调 必 须 仿 效 欧 洲 空 客 的 成 功 模 式，通 过“国 家 参 与 制 方

式”和欧洲国家联合的形式，打造德国和欧洲巨型企业。① 英国则通过设立资金规

模庞大的国家基金，为初创企业提供融资，以国家补贴的方式，对初创企业提供孵

化资金，帮助初创企业快速成长。② 美德英上述国家入股和国家补贴的方式，都显

示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在市场中也不是中性或中立的。美德英工业战

略中，国家除了加强对经济的干预，还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包括美国发动中美

贸易战，以及美德英加大在投资审查领域、贸易领域、出口管控领域的保护主义措

施。美德英工业战略及政策实践所体现的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理念和

措施，都与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派强调的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理念一脉相承。

总之，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对制造业和工业化的重新重视不是偶然的，既是对

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对本国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反思结果，也是美

欧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近年来发展的理论成果在政策实践上的应用。美德英三国

最新工业战略的核心理念反映了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意味着西方主

流经济学开始从新自由主义向新李斯特主义转向。当然，这一转向并不意味着新

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完全边缘化，而是说明决策层面和政策层

面已经开始重新重视李斯特主义的学说，这对西方发达国家未来经济发展和政策

制定产生深远影响。
（二）美德英工业战略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第一，在技术领域，美德英三国都积极实施以颠覆性技术和全覆盖领域为特征

的科技创新政策，对我国未来技术创新和赶超战略形成一定压力。

在这一轮的科技革命中，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强调在可能产生颠覆性技术

的领域要实现全覆盖、全方位的突破，包括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材料技

术、绿色能源、太空技术等方方面面，而不是仅仅抓住某一领域，不能出现短板。尤

其是德国吸取了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经验教训，认为一旦在某个领域失去竞争力，

很难再重新获得，必须在技术革命开始的时候就抓住先机，坚持新旧产业齐头并进

的原则，在确保产业和技术的连续性的同时向高端化推进。美德英工业战略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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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以全方位的、全覆盖和无短板的方式进行突破，加大了我国在技术领域赶超

的难度。如果只是单一领域的突破，我国实施弯道超车或集举国之力还有可能实

现，而要在所有行业、所有领域在短时期内都必须实现技术赶超的话，意味着难度

急剧提高。

第二，美德英工业战略关于产业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和本地化产业链趋势，

有可能导致我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进程”的隐忧。首先，经过数字化和智能化升

级后，一些传统产业重新回到美欧国家，如原来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鞋产业利

用机器人生产后，重新回到德国，智能化制造替代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低端产业将成

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其次，无论是出于国际政治紧张要求供应链本地化，还是智能

技术需要贴近消费者的原因，美德英都加强在本地构建全封闭的产业链、价值链和

供应链的趋势，这将导致各类产业重新回到美欧。最后，中美贸易战和欧洲贸易政

策导致企业必须考虑出产地原则，加上中国生产成本的上升，会导致企业向其他发

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向与美欧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趋势

都可能导致我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进程”，高端制造尚未形成，中低端制造开始流

失，“过早去工业化进程”将严重阻碍我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

第三，美德英在工业在战略中突出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与

美欧国家未来的贸易和政治关系形成压力，恶化了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大国关

系。美德英三国在工业战略中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先后出台了外商

投资审查机制、出口管控机制和贸易防御机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美国特朗普总

统甚至还发动中美贸易战，美国战略界还提出中美部分脱钩论和新冷战的论调，欧
盟在新的对华战略文件中也把中国视为技术竞争者 和 治 理 模 式 的 体 制 性 对 手。①

未来，中国与美欧国家在技术竞争、贸易摩擦和政治紧张方面可能会继续增大，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此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进入新冷战或全面脱钩，但是，

中美和中欧之间存在的大国竞争的结构性因素显然具有长期性。

第四，美德英三国工业战略也促使我国重新审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和地位，重新审视制造业与金融业、全球化与本地化、开放与保护、国家与市场之间

的关系等问题，以促进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首先，美德英三国对制造业的重视

或重新重视以及过去的经验教训表明，制造业仍然是一国经济增长、地区繁荣、充

分就业、技术创新、金融发展、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的基础和保障，发展中国家想成

为发达国家，仍然需要发展先进和成熟的制造业体系，应注意到过度的金融业和房

地产将对制造业产生 挤 压 和 侵 蚀 作 用，理 顺 制 造 业 与 金 融 业、房 地 产 业 之 间 的 关

系。其次，应重视高壁垒经济体系构建，重视能形成报酬递增的经济活动，重新审

１９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Ｃｈｉｎａ：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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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国家经济指标的内容，把“唯ＧＤＰ论”转化为重视能形成高壁垒的经济活动和指

标体系，包括重视创新指标和研发投入强度、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制造业的先

进性和闭合性程度、民族企业的数量和质量（包括巨型企业和隐形冠军）、基础设施

的规模、密度、互联互通程度和智能化程度等；重视对关键原材料的保护，尤其是我

国丰富的稀土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第三，应注意构建本国完整的产业链体系，

尤其是要注意新旧产业并举的措施，不能为了发展高新产业而轻易放弃中低端产

业。中低端产业对中国的充分就业，以及为高端制造业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基

础设备方面仍十分重要。应鼓励企业利用先进技术，对原有的中低端产业加以改

造，鼓励中低端制造留在本国，在我国广阔的国土内部构筑高中低端完整的全产业

链模式。最后，在推动进一步开放的前提下，也应重视对民族工业、技术、市场和关

键原材料的保护。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我国新版《外商投资法》生效。新版《外商投资

法》显示我国开放力度极大，但同时也在第三十五条中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安

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 的 外 商 投 资 进 行 安 全 审 查。”①这 一 条

款也为我国加强外商投资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中美贸易战加快了我国对民族产

业及关键技术的保护步伐。中国商务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底宣布建立“不可靠实体清

单制度”，６月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员 会 也 宣 布 研 究 建 立“国 家 技 术 安 全 管 理 清 单 制

度”②，６月发布的《国务院２０１９年立法工作计划》明确将《出口管制法》（草案）列入

２０１９年立法计划③，这意味着商务部于２０１７年公布的《出口管制法》草案已纳入立

法程序。为防止外商利用新《外商投资法》提供的控股机会，对中国敏感领域、高科

技企业、重要数据企业、关键原材料企业、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控制、破 坏、侵 吞、肢

解，同时防止我国关 键 原 材 料 和 关 键 技 术 出 口 和 流 失，有 必 要 加 快 出 台 中 国 版 的

“外商投资审查机制”，使得“外商投资审查机制”和《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实体清

单制度”“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形成一套防御性政策，配合《外商投资法》的

出台，构成在开放条件下对我国国家安全、民族产业、关键原材料和关键技术的保

护，这些保护性政策和防御性机制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赶超国家尤显重

要。我国应加快这一立 法 进 程，使 这 些 防 御 性 机 制 和 法 律 法 规 与 新 版《外 商 投 资

法》一起，形成完整的政策法律框架和法规法律链条。
责任编辑：郑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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