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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世紀的產業政策 
摘要 

 
 過去數十年中，關於產業政策應有的方向有不少爭議。不過至今，兩種比較

極端的看法都顯得經不起考驗，並且顯出各自的問題。一方面，已很少人相信中

央計劃經濟與政府強力干預會成功的發展經濟。另一方面，近年來拉丁美洲追隨

華盛頓共識型政策而發展失敗的經驗，也使得自由市場的處方在在受到質疑。 
 因此現在正是討論折衷之道的時候。在這中道方案中，市場與私企業是主

角，但是政府除了保障私有產權與契約並維持總體安定之外，也要在生產領域擔

任策略性及協調性的角色，而這就是「產業政策」，即輔助市場的產業政策。本

文之目的就是設定一適宜的政策架構，來最大化政策促進成長的有利面，而最小

化政策可能帶來尋租的風險。 

 本文要強調政策過程的重要性，而不是政策結果，強調應將產業政策視為一

「發現過程」，及公私部門共同學習發現所牽涉的成本與機會並進行策略協調。 

 後進國家發展之所以需要產業政策，主要是因為訊息及協調上存在的外部

性。後進國家要尋找到適合的外銷產品，本身就是一個發現過程，廠商必須要實

際去作才能掌握真實的成本與可能性，而這批的訊息明顯是外部性。再則，因為

生產上的相關性，很多新的生產計劃需要同時推動一些相聯結的大型投資，若缺

少其中任何環節，都可能導致整個生產計劃無法實現，這就需要協調，而在私部

門發展落後的情況下，這協調工作就需要由政府來擔任。至於產業政策的制度安

排，我們也應該將政策看作是一種「過程」，重要的是有一適宜的架構促進公私

部門彈性的進行策略合作與協調，並且是公開透明有公信力的機制。 
 以下則列出設計產業政策的十大原則： 

1.優良對象應是「新」的活動，而非既有的產品或活動。 
2.應有清楚的表現標準，可用來衡量成敗。 

3.應有置入性日落條款。 
4.應以活動（activities）為對象，而非部門。 

5.得到優惠的活動應能產生清楚的外溢及示範效果。 
6.產業政策應由（已被證實）有能力的單位來負責。 

7.產業政策的推動與執行，應有一位高階政治人物來監督並負起責任。 
8.執行單位應和私部門維持經常性溝通管道。 
9.要作好「可能會選錯對象」的準備，若沒犯錯，就可能意謂著努力不夠。 

10.政策過程應有再生機制，面對新的環境，政策單位應能夠不斷改變作法
以為因應。 

 大多數國家中，都已存在推動產業政策的架構，所面臨的挑戰應是如何改善

既有的政策，同時，即使在今日全球化的環境下，產業政策仍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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