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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对于选择何种工业化道路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
进行了长期探索；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新认识。 
 [关键词]   工业化；   中国工业化道路；   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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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建立起一个独立完整的
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并使社会生产力得到
极大提高的过程。 
中国工业化进程是在西方殖民者的枪炮声中被迫开启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化成为中
华民族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如何实现工业化，即走何种工业化道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
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在
认识及实践上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 
一、“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提出工业化思想的是恽代英于1923年10月写的《中国可以不工业化
乎》、杨明斋于1924年6月出版的《评中西文化观》等。 
工业化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这是1944年5月22日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深刻阐述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
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
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为此，“要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
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
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
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
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
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随着中国革命胜利在即，在党的七大上，
他又进一步号召：“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
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由于处于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对于未来中国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
路没有论及。 
二、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者，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奠基人；而且又
是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主要领导者，有关中国工业化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他
以一种强烈的“被开除球籍”的忧患意识，关注和推动着中国工业化，执著地探索中国工
业化道路。 
1953年，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
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围绕着工业化展
开部署的。“一五”计划的156项工程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毛泽东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地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
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指出了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 
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时，讲的第十二个问题
即“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而且，把它列为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问题。他认为，
“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
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这一点必须肯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240-241页) 
这一思想，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工业化建设，使我国建立了一个基本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工业化道路建设中，出现了失误并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时代需要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发展工业化的新路。 
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走何种工业化道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走自
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为中国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条件。 
面对着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任何国家都必须适应这一趋势，特别是相
对落后的国家需要寻找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世纪之初，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产
业。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普遍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资源消
耗和生产成本，减少了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强大动力。
信息化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传统工业化的内涵，为中国高起点加速推进工业化提供了可
能。 
十六大提出了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特别地强调了信息化的重要性，指出：“信息化
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明确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
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发挥科学技术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
效益。”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再认识的结果。 
新型工业化的“新”主要表现在：通过信息化带动的相互促进的工业化；以科学技术现代
化作为支撑的相互促进的工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
业化；三次产业结构全面协调发展的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进步背景下，加快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
重大战略部署，是走经济建设新路子的根本指导方针。 
四、启示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认识，历时半个多世纪，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及探
索精神。 
第一，必须洞察并顺应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大趋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科技
发展出现了巨大变化。新的科技革命变化，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日益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而且使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开始进入信息化和智能自
动化时代。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经济贸易发展和资金技术流动加快。特
别是信息化以世界为舞台，导致了信息、技术、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更为激烈的国际竞
争。中国共产党必须顺应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作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决策。 
第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在
探索走符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等
的限制，推进工业化、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仍同保护资源、环境和生态之间产生了尖锐的
矛盾。加快促进中国工业化，不能重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要认真总结
和汲取中国以往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坚决走一条有时代发展特点、符合客观规律和
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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