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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60年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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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是一国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新中国60年，不断解放思想，奋力实现变革，为的是

摆脱“一穷二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全国人民享受小康社会的富足和福利。而这一国

家和民族振兴过程的关键环节就是实现工业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经过60年来特别是近

30多年的努力，我国工业迅速发展，推动我国从“落后国家”变为“经济大国”，从“贫穷国

家”变为全世界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从国际自由贸易的被动接受国变为积极主动参与和

捍卫国。在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工业化进程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发展格局。正是在加

快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经济实力，强有力地支撑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片蓝天。 

  追溯世界近代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业化是近二三百年以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主题。但是，从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工业化就表现出了普遍而深刻的矛盾，并产生了一系列

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以，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

直存在两种试图摆脱工业化道路的呼吁。一种主张放缓工业增长，直至20世纪末之前实现所谓

“零经济增长”。另一种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就是既不停留于传统经济也不搞大工业，而

是要采取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技术路线的所谓“中间技术”，即主张“小的是美好的”。

尽管这些主张不无合理的因素，但历史事实却是：没有哪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可以不走工业化道

路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工业基础的极端薄弱，我国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

没有错的。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集全国人民之力，大规模地推进工业化，一些工业部门

从无到有，一些产业从弱到强，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

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化在带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

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发展工业是以其他产业特别

是农业的滞后发展为代价的，依靠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来支撑工业的高投入、高积累、

高消耗，工业经济效益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开

拓适合国情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在战略上坚持总量增长和结构转变并重，在体制上重视发挥市

场机制的作用，在扩大开放中注重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此，我国在改革开放中

步入了加速工业化时期，并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经验。 

  一是体制机制变革使工业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中国工业化的实践证明，以改革

开放为前提和标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极大地解放社会生产力和有效地推进工业化进程。

1978年以来，我国工业体制机制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就为加快工业发展注入了

竞争性动力，形成了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的持续压力，使工业企业更加重视提高经营

效益，最终推动我国工业实现了持续增长。1978—2008年，我国工业年均增长率达11.98%，支

撑了国民经济年均9.6%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中国奇迹”。与此同时，从

各类工业品制造业到采掘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我国整个工业生产链全面成长

并不断壮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求是重点文章  

·李长春：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建设发展中

·张庆黎：奋力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

·为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强

·秋 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

·魏礼群：转变政府职能 为加快经济发展

·刘亚洲：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战略

·朱之鑫：坚定信心 迎难而上 扎实推进

红旗文稿推荐  

·程恩富 杨斌：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

·于祖尧：汇率制度改革必须维护货币主权

·毛 胜 王 兵：重温“马克思主义少

·赵 曜：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张树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谈瓦解苏

·梅宁华：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图片资讯

改革发展 更多>>

·李义平:论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应的转

·吕宁青：为什么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成思危：三个“外转内”促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魏礼群：转变政府职能 为加快经济发展

·于祖尧：汇率制度改革必须维护货币主权

·马晓河：设计改革新路线图

·中国财富集中度超美国 1%家庭掌握全国

三农在线 更多>>

·为现代农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扎根百姓心田

·孟宪江：充分认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

·王 蕾：大力推动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赵素萍：发展农村金融 服务现代农业

·创意农业的市场潜力

·探索农技推广新途径

·农产品流通唤减负



  二是从比较优势出发打造核心竞争力为工业化迅速推进奠定了产业基础。20世纪八九十年

代，我国工业利用低价格要素的比较优势，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迅速扩大

了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在这个时期，尽管我国工业增长仍带有高消耗和高代价的局限性，但

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自主技术进步特征的核心竞争力，其历史贡献是不容否定的。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工业的长足发展，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状况。当然，同发达国家相

比，目前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仍不够强大。迄今为止，中国工业竞争力仍然主要依赖于低价

格要素的比较优势，而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竞争优势仍显不足，中国经济包括工业仍面临着转

变发展方式的艰巨任务，提升工业核心竞争力任重道远。 

  三是坚持以工业带动多领域协调发展是推动工业化的活力之源。中国还远未走完工业化的

路程，工业化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现阶段，我国作出的几乎

所有重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都必然会体现为加快工业发展，这是我国赢得未来竞争优势的基础

所在。更重要的是，工业先行发展形成的有益经验，如工业效率原则、企业化管理、自主责任

制度、行业竞争规则等，为其他行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强的激励作用，而其他领域实际

上也主要是在汲取工业改革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发展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工业发展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裂变核心”。反过来看，我国在其他领域的快速发展，不但

为推动工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国内市场，而且形成了推进改革开放的巨大力量，进一步消

除了深化工业改革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了我国工业的长足进步。 

  总结中国工业化60年的经验，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曲折的，即使近30多

年来的加速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也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面对因国

际金融危机而陷入严重衰退的世界经济，反思我国工业化道路，更能从中得到许多宝贵启示。 

  保持工业持续稳定增长是经济顺畅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当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时，工业增

长就成为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如果工业增长失速，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都会

随之出现，如就业、收入、市场、国家财政等会发生困难。特别是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

时，“保增长”成为我国第一位的经济政策目标，而工业增长则是应对危机的关键。正是由于

30多年来工业是改革开放的先行领域，中国工业在竞争中成长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力

量，因此我们才有底气和信心说，中国能够率先走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继续保持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的态势。而从长期看，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前途归根到底取决于其产业竞争力的

强弱，因此，进一步增强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和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是解决当前及今后一切

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基础。 

  产业结构升级必须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首选目标。当今世界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时期，即

工业化进程从先行工业国向全球扩展的时期，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工业仍是其经济体

系的重要基础之一。当前，为吸取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一些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主

张。中国是一个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国家。现阶段，中国产业升级的内容不仅仅是产业

间升级，更重要且更具普遍意义的是产业内升级，即通过工艺升级、价值链升级、产品质量升

级等，形成“精致制造”的工业素质。因此，产业升级不是简单的“低端—高端”替代过程，

而是必须沿着竞争力优选的路径推进，即选择发展什么产业或哪个产业环节，主要不是看这个

产业或产业环节是否属于技术上的“高端”，而是首先要看进入这个产业或者产业环节是否能

够具有竞争力。只有不断沿着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或者产业环节推进工业化，我国才能在始

终保持强劲增长和控制转换风险的基础上，更有效地实现产业升级过程。 

  技术创新和机制优化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核心。工业化是一个大规模开发和高效率利用

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过程，同时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比传统农业要大得多。如果处理

不当，工业生产活动以及工业品的消费，确实可能导致突出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但是，对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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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必须有科学的认识。地球上的物质之所以区分为“资源”和“废

物”，取决于工业技术和工业需求。工业技术水平越高，工业经济体系越发达，地球上的“资

源”就越多，即更多的物质可以成为“资源”，甚至连垃圾都可以变为资源。从科学的彻底意

义上说，只要有发达的工业，所有的物质都是资源。可见，工业化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创造

“资源”的过程。所以，只有用发展工业而不是停止工业发展的方式，才能解决资源约束问

题。同样，工业化能够使得地球上更多的地方具有适合人类居住生活的环境，工业化的本质是

可以使得环境与人类更友好和更亲近。当然，实现工业化与资源环境之间的良性关系是有条件

的，那就是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必须更倾向于高效利用资源和优化环境，在体制和机制上更倾

向于激励节约资源和优化环境的工业技术进步。因此，加快形成激励节约资源和优化环境的工

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是当前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关键。 

  以人为本是工业化不可逾越的准则。新世纪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的

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不是放弃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是赋予物质文明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过

程以更强的人的价值，即发展的价值不能仅仅用生产的物质成果和物质财富来判断，而必须用

是否有利于或促进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来衡量。发展的价值不仅仅是

物质财富的大量涌流，而且是创造和追求物质财富过程的文明有序，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

享，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良性互动。因此，我国推进工业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利用自

然中同自然友好相处，使世世代代获得大自然的恩惠，从而在物质富裕条件下实现人的自由、

平等与尊严，在经济强盛条件下实现社会的文明、正义与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财富必

须是也应该是一种社会责任行为。它意味着财富形成过程中的企业要具有对利益相关者负责、

对社会负责的意识，并要求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过程不仅对企业而言是可以持续并代际相传的，

而且应该和必须对社会乃至对全人类也是可持续和有价值的。这是因为，工业化应该是社会进

步与现代文明的过程。新中国成立60年来，工业化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且具有

巨大的社会价值和全人类价值。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以对全人类负责的理念和实际行动推进工

业化，就能使中国13亿人全面享受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福利，到那时中国工业化的成就和价值

就足以让全世界更加瞩目。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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