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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片面理解工业化  

   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

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前）一般用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衡量工业化水平，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

比重只是偶尔用来作为工业化的辅助指标。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通过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等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若用就业

指标来衡量，则工业化水平比用产值指标来衡量明显低得多。为了尽快提高工业化水平，我们主要发展容易提高工业产值的重工业，并

采取了低消费、高积累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  

   上述对工业化的定义和衡量标准，都是用工业发展来代表工业化。虽然工业发展是工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但工业化并不能狭隘地仅

仅理解为工业发展。因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发展绝不是孤

立进行的，而总是与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发展相辅相成的，总是以贸易的发展、市场范围的扩大和产权交易制度的完善等为依托的。  

    如果将工业化片面理解为工业发展（包括工业产值或收入比重提高和工业就业人数比重提高），则必然会形成如下发展思路和战略，

并带来不良后果：第一，重视工业，轻视农业和服务业等非工产业。为了尽快提高工业化水平，捷径就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重点发

展工业，甚至不惜剥夺和挤压农业和服务业等非工产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来优先发展工业。第二，重视城市，轻视农村。由于工业大多

集中在城市，过分强调工业的独立发展，必然会将发展的重心放在现有城市，将各种资源集中于现有城市。其结果必然是城乡差距扩

大，二元结构恶化。第三，重视工人，轻视农民和商人等。  

    而如果将工业化仅仅理解为工业产值比重提高（这正是我国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的做法），则除了造成上述恶果外，还会造成如下后

果：第一，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由于重工业更容易提高产值，在以工业产值比重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情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

了题中之义。而产值提高速度相对较慢的轻工业则容易被忽视。其结果是工业内部结构失衡。第二，重视资金转移，轻视劳动力转移。

由于重产值结构转换，轻就业结构转换，因此在生产要素配置上，必然形成重视资金从农业或农村向工业或城市的转移，而轻视劳动力

从农业或农村向工业或城市的转移。第三，重视大企业，轻视中小企业。由于大企业更易于提高产值，在将工业化片面理解为工业产值

比重提高过程的情况下，一般会将推进工业化的主要依靠对象放在大企业身上。虽然产值贡献（尤其是单个企业）相对较小，但就业创

造能力更强、机制更灵活、市场适应性更强的中小企业，则予以轻视，在行业准入等政策方面进行歧视。由此造成企业结构和产业组织

不合理，垄断性企业多，竞争性企业少，市场竞争不充分，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等。第四，重视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轻视劳动密集型

产业等。  

    要重新认识工业化  

    第一，工业化的本意是产业化，即工业化是各个产业不断从传统经济中产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因而不能片面地将发展工业甚至重

点发展部分工业（如重工业）作为工业化，而应将工业化看作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各个产业协调发展的过程。在政策上应避免将工

业产值或收入比重提高作为工业化的主要衡量标准，避免以行政干扰方式扭曲产业结构，而要为各个产业的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政策环

境。  

    第二，工业化的本质是专业化，应将促进专业化分工作为政策支持的重点。促进专业化分工的主要对策是通过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教

育提高劳动力的专业化素质、通过发育市场使劳动力等要素不断从较低生产率的产业和区域向较高生产率的产业和区域转移。  

    第三，由于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本保障，因此应将进一步推进市场化与推进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市场化推进工业化虽然可能难

以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工业产值，但可以使各个产业协调发展，可以使工业化持续向前推进。发育和完善各种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制

定和完善市场制度、不断扩大市场交易型产业的比重，应成为今后推进工业化的主要方略。  

    第四，由于法治化也是工业化的基本保障，因此要将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依法治国作为推进工业化的基本手段。工业化表现为产业

化和专业化，而专业化依赖于市场化，市场化又必须由法治化来保证。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对工业化来说，法治化的重点是要为劳

动力、土地、技术和资金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产业和各区域之间顺畅流动，为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的产生、发展和竞争，为政府在适当的

范围内活动，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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