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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在汶川地震抗灾现场，中国人的目光被一种翱翔于

天际的钢铁神兵吸引。百余架被誉为“生命之鹰”的直升机穿梭

于崇山峻岭之间，成为救援行动的中坚力量，但如此多的直升

机竟大部分来自俄、美、法等国，唯一国产的“直 - 8”系列也只是

法国“大黄蜂”系列的仿制品。这只“万国”直升机队伍不但给中

国人带来希望，也为中国直升机行业敲响了警钟。
由此，笔者认为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是最为适合中

国直升机行业现状的贸易理论，也是防止我国直升机市场蛋糕

被“万国军”瓜分殆尽的最佳选择。

一、中国直升机行业符合李斯特提出的保护对象
条件

1.巨大的潜在市场

作为直升机行业的先行者，美国在 GDP 达到 1 万亿美元

时，已拥有 8 000 多架的民用直升机。当 2000 年我国 GDP迈过

1 万亿美元大关时，民用直升机总数还不到当时美国的 1%。近年

来，中国经济增长一路稳定飘红，越来越多富起来的中国人开始

对这个庞然大物产生兴趣，国内各领域用户对直升机的应用需求
迅速扩大，根据中国民用直升飞机市场需求的调查，在 2010 年，

中国民用直升机市场的需求量将突破 2000架，2020年更有望达到

1 万架，中国可能成为 21 世纪最大的民用直升机市场。
对于直升机制造业而言，高额的利润一直是发达国家致力

发展本国直升机的根本动因。按照每架 1 000 万人民币的造价，

中国 1 万架直升机的潜在市场就意味着 1 000 亿元人民币的收

入回报，同时也将拉动中国的空中加油技术、相关精密零件制

造技术以及高科技设备生产技术，这无疑是对我国经济发展以
及生产力进步的一剂强心针。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认

为，没有扶植希望的产业，就不必要进行保护。中国拥有巨大的
市场容量，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中国的直升机

工业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形成了自行研制直升机的科研能力和

体系，这一切都说明直升机产业前景巨大，发展势头良好。
2.蹒跚学步的幼稚工业，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

（1）与世界直升机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直升机产业
发展速度缓慢，完全国产的直升机近年才开始在国内民用市场

初露头脚，中国直升机的研制生产和应用依旧步履维艰，与直

升机产业发达国家相比，尚处于低水平的初级阶段。
（2）技术更新落后，创新能力不足。目前世界第四代先进直

升机已经开发研制成功，但我国仍处于开发第三代直升机的水

平，加之国外在我国大量的专利申请比率（60%~90%）使得我国

的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发达国家的制约。

（3）专业人才缺乏，配套发展滞后。我国直升机行业正处于

新老交替所产生的替空间隙，高素质生源外流，使得整个产业发

展后劲不足，且国产直升机相当一部分元器件依旧依赖进口，外

国厂商趁机抬价赢利，使整个中国直升机产业愈发脆弱。
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政策中提出，保护对象必须是幼稚工业，

刚刚起步的中国直升机制造业远不具有追赶先锋队伍的实力，

无疑属于幼稚产业。日前，外国直升机制造商一方面与我国抢

夺优秀的专业人才，一方面在国内抢先注册专利以制约本土相

关行业的发展，加之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及韩国等国家都在

重点培育直升机行业，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3.各方面运用广泛，市场前景巨大

直升机不仅在军用领域能够执行地面火力支持，反坦克、
武装护航、返航、反潜、战术运输、侦察、指挥等许多任务，而且

在民用领域特别适合抢险救灾、大型设备吊运和安装、公安执

法、旅客运输、海上油井服务、边境巡逻、电视拍摄和转播、环

保取样、地质勘探、科学考查、管线巡检旅游等。军民通用性强

一直是直升机的一大特色，除了专门的武装直升机外，其他类

型的直升机基本上都能够军民通用，正因为它的军民通用性

以及在许多领域能够发挥独特作用的能力，使其具有了巨大

的市场前景。这符合了李斯特关于受保护的幼稚产业必须具

有扶植潜力的要求。
综上所述，中国的直升机行业属于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

理论中应划入选择范围的产业，运用相关的贸易政策主张进行

分析也将是合乎逻辑的。

二、运用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所得的具体的贸易政
策主张

1.保护贸易政策的作用
根据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贸易政策应做到一方面

保证国内学习新技术、投资于新工业部门的企业能够赢利，一
方面诱使外国商人、技工连同他们的生产力投入到国内所需

要的行业。
鉴于目前我国直升机行业尚处于初级阶段，无论是技术研

发、型号研制还是后期销售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且资金回收周

期较长，风险极大。如果没有相应的扶助措施，一般的国内企业

根本无力与资本雄厚的外国公司相抗争，此时就需要政府根

据我国直升机行业现状作出政策调整，以确保国内相关企业

的赢利能力。例如在考虑直升机安全性的基础上，应尽量保证
我国直升机适航取证条例与当前我国直升机技术发展水平相适

应；制定切实有力的金融、财税、空域管制等优惠政策，鼓励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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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252 页）以生产乙醇，所以它又可以影响到石油产业，玉米

是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为了能控制中国的玉米产业，孟山

都公司研制了迪卡 007 号玉米种子，这种子特点是产量高、成本

低，而且特别抗病虫害，农药使用量也大幅降低了，就是这样优

秀的种子，它们在广西竟然不收取种子专利费，很便宜地卖给我

们，比中国的种子还要便宜，简直相当于送给我们，所以农民很

欢迎，地方政府也发红头文件推广迪卡 008 号。但是当农民把

生产出的下一代种子再拿来种后，第三代之后产量就会大幅下

降。而且迪卡 008 号第一代特别抗病毒，但是有一个潜在的问

题，前一两年可以抗 A病毒，可是两三年之后 B，c ，D，E病毒全

都起来了，所以三年之后不但产量大幅下降，而且还要买更多的

农药来杀病毒。那么用什么农药才能杀 B，C，D，E病毒呢？能

够生产杀B，C，D，E等病毒的特效药的，全世界只有两家公司，一家

是孟山都，另外一家是它的姐妹企业，德国的巴斯夫。这样的

结果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去向孟山都买农药；第二个

选择，再去向它买种子。你看，不但种子钱赚回来了，还多了一

项农药的收入，孟山都又赚了一笔。最后这些玉米的产品全部

都是孟山都的，孟山都通过这种方法套住了广西农民，想走也

走不了。三年之后，你还希望孟山都能像过去一样不收专利

费，免费让我们用它的种子，让我们去赚更多的钱？人都是贪
婪的，三年之后你还是离不开孟山都，要么向它买农药，要么向

它买种子。
实际上，孟山都公司不仅在玉米产业上设置陷阱，而且在大

豆、棉花产业上也如出一辙。

四、科技陷阱的消解

1.掌控核心技术，跳出陷阱

我国的产业链多以低成本为基础，专业化层次较低，技术熟

练工人缺乏，技术水平不高，模仿现象严重，企业短期行为普遍。
突破科技陷阱最重要的就是掌控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就会
受制于人，一方面我们不经意间掉入陷阱无法自拔，另一方面我

们是不得已，明知是陷阱也得进入。像 DVD行业的专利问题、液
晶电视的液晶屏问题等等。

2.促进产学研合作，提高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

由于我国的企业大多资金、技术实力有限，自己开展技术研

发的能力不足，应该加强产学研合作，互相促进。通过制定相应

的鼓励制度，产业链内的企业可以从大学、科研机构获取创新所

需的知识、技能和技术，使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在这种合

作中得到提高，大学、研究机构也可以从与企业的合作中受益。
它们可以为当地现有企业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培训技术人

才和管理人才转让技术、鼓励科技人员技术入股或直接创办科

技小企业委托开发等。
3.加强政府对产业链形成的扶持和引导

在关于国计民生的行业，政府一定要发辉主导作用，在产业

链萌芽期，政府为产业链提供充分的硬件基础，对产业内培养相

互信任与合作的文化氛围；同时，通过整个国家的力量来掌控产

业的核心技术，由政府组织人力物力研发核心技术，为整个产业

服务。
4.通过加强对设计、物流、零售等环节的掌控，整合产业链，

跳出制造业利润低下的陷阱，牢牢抓住微笑曲线的两端，抓住

“6＋1”里的 6 个环节，提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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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企业的发展以及国产直升机的销售；还可以利用公共财政

采购一批国产直升机以刺激我国军队装备和民用领域使用国产

直升机的需求。
2.保护方式选择的原则

根据李斯特的贸易理论：“对凡是在专门技术与机器制造方

面还没有获得高度发展的国家，对于一切复杂机器的输入应当

允许免税，或只征收极轻的进口税，直到在机器生产商能与最先

进国家并驾齐驱为止。”
故我国应减免先进直升机制造机械的进口税，同时对于国

内制造商于海外购进的直升机制造零件、配套设备也应给予一

定的税收优惠，还应鼓励海外热钱通过外国金融机构涌入国内

直升机厂商。对于向中国进行技术投资的国外厂商应给予其适
当的政策倾斜，例如相对优惠的税率。

3.保护的适度

李斯特认为，保护贸易必须有限度、有节制；要留有余地，不

应采取盲目的、绝对的保护。
虽然外国厂商凭借技术以及价格优势大举进驻中国市场，

与国内厂商抢夺先进的科技人才，把持核心技术大量申请发明

专利，制造贸易技术壁垒，意图掣肘我国直升机行业的发展。但
正是由于有竞争压力的存在，才形成中国直升机行业发展的动

力源，才有在失败后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才能于碰撞中获得来自

最前沿的行业信息以及技术革新。如果盲目将所有竞争厂商挡
于国门之外，一味屏蔽来自海外的冲击，包裹在襁褓中的中国直

升机行业是无法获得长足发展的。所以保护的力度一定要掌握

妥当，既拖住外国主力厂商抢占市场的步伐，又应该留有一定的

竞争压力。
4.保护关税制定的原则

李斯特认为：“这类关税只应当随着国内或从国外吸引来的

资本、技术才能和企业精神的增长比例而提高，只应当随着国家

原来专供输出的那些剩余材料天然产物能够由自己利用的进展

的比例而提高。”
虽然我国直升机产业现阶段开始走上与国外厂商合作之

路，但我国直升机研制起点低，在国际合作中一直无法占据主导

地位，加之外国企业的联手遏制，我国利用外国资本、技术以及

先进管理方式的能力依旧很弱。故在贸易保护的初始便制定高

额关税是不明智的行为，此举会引起外国制造商的反感，不利于

国际合作与交流，更可能会导致更为严厉的贸易技术壁垒，阻碍

国内厂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人才。应有一定止入作用的关税

税率逐步上升。而进口税提高的幅度也必须事先确定，“使由外

国吸引来的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报酬可以获得可靠保证”，
且关税确定之后不得随意更改。

通过李斯特的幼稚产业贸易理论论证了对中国直升机产业

实行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于尚处于幼稚阶段的国内

直升机制造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贸易政策。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全

新的观察视角，也是切实可行的思维逻辑，希冀这点研究有助于
中国直升机产业的飞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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