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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决定中国必须推进重工业化过程(叶裕民；11月14日)

文章作者：叶裕民

    当前，学术界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中国要不要推进重工业化过程”的激烈争论。其实，如果一个国家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那么这个问题

就变得十分简单：在市场作用下，国家的发展阶段由市场需求结构来决定，而不是政府或者学者说了算。中国在80-90年代完成了结构性调

整以后，就进入了以重工业化时代，对重工业化产品的需求扩张远远快于轻工业产品，中国无疑选择的进入重工业化时代。 

    一、是否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取决于市场需求结构的转化 

    重工业是指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基础、以高档耐用消费品、装备制造业、电子及电器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重工业

化是指工业化中期重工业发展的规模不断扩大和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 

    根据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工业化的过程是非农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各阶

段转换的标志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工业化前期通常以初级产品的生产为主，其中轻工业有占有最重要的比重；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在轻

工业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重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增长，当重工业的创造增加值的比重超过轻工业的时候，意味着该社会进入了重

工业阶段，即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重工业的特性所决定，重工业发展对服务业有着强大的需求，从而带动和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增长，随着

重工业化的深化，当服务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超过制造业时，就意味着社会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以后，制

造业包括重工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呈现下降趋势。 

    工业化过程为什么必然要经过重工业化阶段呢？这首先是由市场需求结构及其转变所决定的。市场需求首先是由人类生存和提高生活

质量的需求决定。当一个国家处于温饱阶段之前，农业和轻工业有着最大的需求弹性，在非农产业中，轻工业在强大的需求拉动下发展最

快，这就是工业化的前期阶段。当大部分居民解决温饱之后，向小康社会过渡，工业化过程必然要向着重工业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 

    第一，人们的购买力开始转向耐用消费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内的、特别是以汽车为代表的高档耐用消费品，这是重工业发

展的首要市场拉动力量； 

    第二，随着轻工业需求弹性下降，轻工业领域竞争激烈，为了提高竞争力，企业普遍要用更先进高效的设备替代传统设备，高档耐用

消费品企业也同样普遍需要不断更新技术设备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一时期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农业和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也对技术

先进、品种繁多的机械设备有着庞大的需求；随着非农产业的快速扩张，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和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

通讯、上下水等等）需求急速扩张，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来进行。装备产业成为重工业化的最重要的市场拉动力。装备产业是一个比高档耐

用消费品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产业体系，它与高档耐用消费品一起构成重工业化时期的主导产业。 

    第三，由于高档耐用消费品和装备产业的生产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能源

原材料需求也进一步扩张，能源原材料在市场拉动下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并且构成重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轻工业获得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

推进，重工业化过程必然到来。 

    进入21世纪，中国刚刚进入重工业化产品需求急剧扩张的时期，为中国重工业化的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二、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重工业化阶段难以跨越 

    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可以跨越重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服务业时代，建立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其原因是：第一，现代制造

业已经与服务业相互融合，因此可以优先发展服务业；第二，发达国家已经进入服务业时代，中国还推进重工业化过程，不符合时代要求；

第三，重工业产品可以依赖进口得到满足。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重工业化阶段难以跨越。 

    第一，任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都建立在现代制造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传统服务业早在农业社会就已经得到大规模发展。所谓服务

业时代是指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服务业体系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主要力量的时代。而几乎所有的现代服务业都是以现代制造业发展为基础

的。“现代制造业已经与服务业相融合”的观点是对的，但是由此得不出“服务业可以超越现代制造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结论，因为现代制造

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基础是现代制造业首先得到充分发展，而后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现代制造业是指以现代先进制造技术武装的制造业，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中中高技术制造。但是，客观上重工业体系较轻工业体系远

为庞大和复杂，并且轻工业的高技术化也需要重工业提供相应的装备为前提，重工业是现代制造业的主要产业依托。在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体

系中，生产性服务业占一半以上。现代制造业企业以规模化、信息化、高技术化、精密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制造业产业链向前延伸，需

要依托发达的研发、培训、广告、信息服务，向后延伸需要有敏捷的物流、销售、维修、保养等售后服务，生产过程中还离不开计算机网络

系统对整个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所有这些运行过程都需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作支撑。因此，“现代制造业必然与现代服务

业相互融合”的结论是对的，但是，其融合的基础是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如果没有发达的现代制造业体系，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将因为缺乏市

场基础而成为无源之水。生活性服务也同样以现代制造业充分发展为前提：现代制造业以其高效率为产业工人提供高工资，随着居民收入水

平的不断提高，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就开始转向服务业的需求，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弹性开始迅速提高，生活性服务业才

会在市场的拉动下得以快速发展。 



    发达国家进入服务业时代正是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最先进而又庞大的现代制造业体系。1999年世界制造业增加值53977亿元，其中

高收入国家占75％，美国、日本是世界最大的两个制造业大国，1999年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15008亿美元和9700亿美元，分别占全世界制

造业总额的27.8％和18.0％。同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3334亿美元，仅占世界的6.2％，是世界制造业小国。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

国，是世界制造业市场扩张最快的国家，对国际先进制造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国际先进制造业正在形成新一轮向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

家转移的浪潮，转移的基本趋势是：在产业上由轻工业向重工业发展，重工业领域内部则由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向机械装备产业发展；在技

术上由传统技术向先进制造技术和高新技术制造业转移；转移的目标由追求廉价劳动力、追求市场占有率、追求利润率向追求战略资源的占

有（品牌、专利、高级技术人员、各产业高端生产领域）转变，投资中国先进制造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一流投资者共同的选择。面对新一轮

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历史性机遇，中国毫无疑问应该及时把握，大力发展现代先进制造业，加速中国重工业化进程，创造条件及早将

中国向工业化后期推进。而不是否定和拒绝重工业的发展，超越规律，盲目发展严重缺乏市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 

    三、中国需要对产业体系进行重新界定，避免不必要的混淆何争论 

    需要指出的是：对重工业的概念界定不清是引起这一轮争论的重要原因。在发达国家，由于技术进步是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

时，原来意义的重工业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制造业的绝对主体，因此，很长时间以来，国际上研究制造业结构不再是以轻重工业来划分，更

多的是以技术层次来划分。OECD在《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中将所有产业划分为低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

和高技术产业。这里的低技术产业以纺织、食品、造纸及家具等轻工业为主，中低技术产业以能源原材料为主、中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

则以现代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其中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几乎都是重工业的范畴。可见，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是

重工业的主体，而发展高效率的中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在中国确实无可争议的。鉴于此，我们建议中国国家统计局即其他相关部门利用

这个机会，对产业的划分重新界定，与国际接轨，这样也为新时期研究产业结构及其进行国际比较提供新的平台，避免无谓的争论。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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