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张宏霖，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美国英文学术期刊《中国经济》副

主编 

 

【主题】产业政策、技术创新与中美贸易争端 

 

【时间】2019 年 5 月 16 日（周四）10:00-11:30 

 

【地点】清华经管学院 伟伦楼 369 室 

 

【语言】中文 

 

【主办】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主讲人简介 

 

张宏霖（Kevin H. Zhang） 

哈佛大学博士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经

济系终身教授，美国英文学术期刊《中国经济》副主编及其他 5本学术期刊主

编和编委。张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跨国公司/外商直接投资、创新管理、产业结

构升级、国际贸易/金融、以及城市/区域经济发展。 

他在国际学术刊物及学术专著上发表论文 100 多篇，编辑出版英文学术专著 5

部。张教授的教学活动包括在哈佛大学、伊利诺大学及部分中国大学(包括长江

商学院、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的 EMBA、MBA、EDP项目讲授多门课程，包

括《创新管理》。张教授的企业咨询活动包括美国 O&D USA LLC的市场进入评

估以及哈佛大学 HIID 的中美洲外资评估等项目，同时担任国内一些部委、省市

地方政府的经济顾问，承担国内部分企业的战略/市场分析与咨询。 

 

讲座内容摘要 

美国挑起贸易争端聚焦中国技术进步/技术创新领域的产业政策，同时借助所谓

“非市场经济地位”片面论述为其直接诉求提供体制分析支持，加征关税则是

其施压的具体手段。指责中国产业政策的话语体系在美国相当流行；欧盟-日本

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虽然抵制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在质疑中国产业

政策方面又与美国共鸣。 



如何回应针对产业政策的质疑？ 

· 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积极作用，所有国家（包括欧美日本）都实施过

产业政策。比较广泛频密地实施产业政策是中国经济政策实践特点之一。产业

政策对中国经济崛起贡献不可或缺。 

· 中美产业政策争议的焦点在于技术创新。原创型创新不仅难度高，且极度不

确定；模仿型创新不确定性低，难度也较低。这个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

家实施产业政策少于发展中国家。 

· 落后国家实施产业政策的回报远远高于领先国家（后发优势）。有效的产业

政策对追赶型国家（当年的美国、德国和日本，以及当下的中国）的成功必不

可少。 

· 面临强而有力挑战的领先型国家（当下的美国），其下意识选择除了打压追

赶者，自然是强化产业政策，正如特朗普政府当下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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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免费，在线报名，拒绝空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