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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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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进而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

目标。回顾党的工业化思想百年演变历程，梳理归纳中国共产党百年工业化思想演进的具体内容，发现其演变特

征为: 一是不断深化认识工业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二是不断探索优化工业生产结构，三是不断调整政

府和市场的关系以最大限度释放工业生产力，四是注重以科技创新推动工业生产力的提升。总结其经验，包括: 一

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的全面领导，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三是坚持走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新

型工业化道路，四是坚持有步骤、分阶段渐进式实现工业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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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而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不懈

追求的目标。工业发展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给予了工业化高度的

重视并致力于实现和推动我国工业化迈上新台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

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1］17正逢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也是建党百年之际，回顾党的工

业化思想百年演进历程，梳理归纳中国共产党百年工业化思想演变的具体内容、演变特征，并对其中经

验进行提炼与总结，对于我国 2035 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工业化思想的历史演变

( 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学做并行，兼顾援助战争与改善民生( 1921—1949)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于领导工业发展缺乏经验，处于边学习边做好工业化的工作状态，毛泽东

也曾号召党内同志“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在工业化的实践过程中积累领导经验。而在整个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保证战争供给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的两个中心内容。
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其经济基础尤为薄弱。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除了排在第一位的农业生产外，工业也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建设力量，因此，便努力探

寻提高工业生产的方法。一方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对于一些主要

的事业，还制定了精密的生产计划［2］132 133。另一方面，刘少奇主张工厂应当实行责任制、核算成本费

用、实行合理分工等，以此建立真正的工厂制度，科学地组织生产。
全面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业化建设主要目的在于集中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该阶段的工业化思想主要体现为: 一是认识到工业化是实现民族独立和自强的必由之路。面对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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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这样的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3］147，由

此，中国共产党将发展工业放在重要位置，在对抗战形势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和扩大国防工业。
二是主张自力更生发展本国工业。抗日战争以来，后方经济作为战争的命脉，受到日本的封锁和极力打

压。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等倡议，主张要依靠自身来发展工

业。三是注重利用科技与教育发展工业化。1944 年 6 月，《解放日报》发表了《号召一切工业技术人员

回到工业战线上来》，鼓励术业有专攻的工业技术人员回归到工业战线上来［4］439。
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业发展，对于支持革命与巩固根据地均有重要意义。其主要思想为: 第一，保护

民族工商业。1948 年 3 月，毛泽东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

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5］1286 1287。为此，专门出台《关于土改中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

通过实行一系列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经济快速恢复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二，没收官僚资本。由

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以经济掠夺的方式积累了巨额资产，形成了

垄断地位，阻碍了经济健康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决定。在此过程中，陈云

“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办法得到中央赞同并进行推广［6］291。
( 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曲折前进，以期形成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体系( 1949—

1978)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集中力量恢复各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工业化建设，由此，工业化思想的重点也随之改变:

一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工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我国走什么样的工业发展道路有过

争论，刘少奇主张优先发展农业与轻工业，但是受抗美援朝以及我国工业基础过于薄弱等因素的影响，

最终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7］449。但是并不意味着完全牺牲其他

产业的发展，毛泽东曾专门撰文《论十大关系》，提出工业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二是积极利用外资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以发展壮大我国工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

在政治上实行“一边倒”，优先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开展外贸与经济合作，积极与苏联、波兰等国家合作办

企业，其中，苏联对我国定向援助“156 项”重要工程。当然，在政治上实行的“一边倒”政策也“并不妨

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8］287，随着我国建交

范围的不断扩大，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工业往来也愈加频繁。
三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建立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体系。“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基本

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党的八大提出在我国建立一个完整

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工业化目标，使“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独立地制造机器”［9］232。1963
年 8 月 23 日，周恩来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克服工业国或独立的工业体系的

不完全性［10］519。在这些正确目标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工业化建设，整顿工业生产秩序，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企业管理制度。1977 年，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党中央又提出了农业学大寨，使

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工业则学大庆，努力创造条件发展好工业。此外，还进行了“三线”工业体系

的建设，鼓励发展地方小型工业，由此基本建成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11］。
( 三) 在改革开放中乘风破浪，创新推动工业科学发展( 1978—2012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提出要“逐步实现

工业现代化”。以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进入了新阶段，工业化也迎来了高速发展的红利期。这一时期党的工业化思想表现为:

一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赋予工业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改革开放初期，党在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为工业发展扫清障碍，释放活

力。薛暮桥指出，“经济工作必须要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学会利用价值规律，善于发挥市场的作用，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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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法去管理经济。”［12］26 29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更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工业化发展如虎添翼。
与此相配套的主要措施包括扩大工业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推行工业经济责任制、实行利改税等。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向工业生产力转化。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

术的现代化”［13］86，强调科技对现代化的重要性。江泽民也曾指出，“科学技术的实力越来越决定着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14］64，而科学技术对于综合国力的重要性就内在地包含其对于工业化建设的重

要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党中央的各届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并将科技创新提升到国

家战略层面的高度，因而必须给予科技创新高度的重视并将其纳入工业化建设中来，借助于科技创新推

动工业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三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推动工业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打开新局面，不仅工业总产值有了显著提升———我国的工业生产总值

首次超过美国，工业贸易范围也不断扩大，工业全球化进程加快。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我国工业化

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注重合理配置工业资源，优化工业生产结构，不能一味地追求工业发展速度

而忽视工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强调工业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 四) 在新时代中主动求变，统筹谋划工业高质量发展( 2012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注重从全局出发，统筹谋划我国

的工业化发展。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思想主要表现为:

一是以工补农，工农互促。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重要问题。
2020 年，中共中央提出“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5］26 27。相较于以往单方面的农业支持工业或者工业支持农业的单向关系，新时代

背景下则升级为农业与工业双向互动关系，即工业对农业有带动作用，农业对工业也有促进与帮助的作

用，两者的双向互利关系可以同时发挥作用，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的有机体。
二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引领我国工业化

发展的新理念。具体而言，一是以创新推动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不断创新工业产品、工业生产方式以及

在工业领域探索全新的工业组织，推动高技术产业不断迈向新阶段。二是工业发展更加注重协调性，不

仅在工业的空间布局上注重东部、西部与中部协同发展，而且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即工业与农业和服

务业之间应当协调发展，最后还应当注意工业部门内部轻工业与重工业等结构的优化与平衡。三是从

先发展后治理变为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并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鼓励在

工业领域发展绿色制造，工业化朝着绿色低碳的方向稳步迈进。四是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推动我国工业

加入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争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水平。五是以共享理念指引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发

展成果不仅与全体人民共享，而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与沿线国家共享。
三是工业发展迈入新常态，加快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时代社会矛盾的转换，要求我国的工

业发展提质增效，从一味强调发展速度转向对高质量发展的追求。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

变。”［16］242面对全球范围内以人工智能、5G 技术、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我国必

须积极拥抱这些新变化，加快“三大变革”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原始创新能力，继续推动“中国制

造 2025”计划，稳中求进，使我国工业化不断迈上新台阶。

二、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演进的特征

( 一) 不断深化认识工业化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实现我国的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的追求。1920 年 11 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

秀便指出，“中国急需发达工业，但同时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17］192”。此时，陈独秀

·3·



吕 健，陆 宣: 中国共产党百年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

已经意识到发达工业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并进一步指出重要的工业应当是社会所共

有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 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

障，就必须工业化”［3］146。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认识到工业化对于实现和巩固我国民族独立的重要意

义。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指出，“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

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9］252，明确工业化对三大改造的重要性。1959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

论基本建设和一九五九年计划问题时的讲话中指出，“工业出乱子，可能把整个国家计划搞垮。这牵连

一系列的问题，钢影响机械，机械影响一系列问题”［18］1。他由机械到工业再上升到整个国家计划的实

施，指出机械和工业对于整个国家的重要性。胡锦涛强调，“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19］，因此，应当提

升工业发展的质量，实现向工业强国的转变。2013 年 7 月，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强调“工业化很重要，

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20］，指出工业化对于我国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意义。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 》中指出，要在 2035 年基本实

现新型工业化，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可以看出，建党百年来，工业化问题一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

要位置，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如何实现工业化进行了艰辛探索，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发展工业进而实

现工业化的重要意义，将工业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升至一个又一个新高度。
( 二) 不断探索优化工业生产结构

工业生产结构该保持怎样的平衡状态，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业化实践中所一直探寻的。新中国成

立以前，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国防工业以及部

分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轻工业。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领导人就我国工业化问题有过很多讨论，在优先

发展轻工业还是重工业的问题上，受苏联影响，最终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21］310。因此，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

放前这一时期，我国工业产业结构一直呈现“偏重”的特征，结构失衡，在人们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的前提下，无论是工业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例还是重工业在整个工业经济中的占比都远超相同经济发

展水平的国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意识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弊端，他指出，“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缺

点在于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3］250，我国工业发展战略也

开始调整。一方面，强调重工业为轻工业服务，缩减重工业的内部循环。另一方面，优先发展满足人民

群众生活需求的轻工业与农业，对轻纺工业实行“五优先”的政策倾斜，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轻纺工业与农业实现快速发展，较好地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温饱问题。由此，我国工业产业结构大体

上步入正轨。1984 年明确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城乡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等相关主体的活

力被激活，工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因此，消费升级倒逼产业结构

发生变化，虽然是以满足温饱等基本消费的轻工业为主，但是此时的消费逐渐升级，耐用消费品和服务

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第二产业逐步提高，而第三产业则大幅提升。进入

21 世纪，我国产业结构明显呈现出重化工化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由日常的吃穿转为对住房、交
通的需求，房地产投资建设与交通运输、通信设备等建设大幅度提升［22］17。在此阶段，第一产业占比下

降，经济增长仍以工业为主导。2013 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超过工业，工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入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己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3］30。此

后，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迈向以追求高质量为主要特征的高附加值化与服务化的新阶段，第三产业的增速

保持领先状态，第二产业在经济中占比冲高后也开始回落。例如，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

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品爆发式增长，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兴起。
( 三) 不断调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最大限度释放工业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建设过程，是伴随着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而不断调整政府

和市场关系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把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对于国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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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直接计划管理，而对于城乡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则实行间接管理，通过价格、税收等手段进行

宏观调控，市场在其中发挥基本的调节作用。通过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作用，新中国工业化建

设的步伐加快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由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体制转变为单

纯的计划经济，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成为包括工业化建设在内的国民经济建设的主要发

展模式，市场的调节作用逐渐被弱化直至消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此后，工

业领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直延续，直到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解放后，市场的作用才又重新被认

可。1978 年，薛暮桥在《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经济建设事业服务》的讲话中专门讲到了在工商业发展

中如何利用价值规律、如何利用市场的作用，鼓励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12］111。1979 年，陈云在《计

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了计划经济存在着诸如计划太死、计划时常脱节等弊端，因此，社会主义时期

的经济必须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其中，前者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和次

要的。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共产党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不断深化的结果。1984 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突破

了以往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直接对立起来的传统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新论述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了这一重要

论述，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和政府关系认识的新突破，也为新型工业化建

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 四) 注重以科技创新推动工业生产力的提升

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充分表明，科技创新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双向互动关系［24］290。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创新可以有力地推动工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工业生产装备优化、技术升级。另一方

面，工业生产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痛点，而“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

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5］732，工业生产对新技术的需求可以助推科技不断创新。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

度重视科技对工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

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26］269。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出发来论述科学技术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

要作用。1964 年，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

老路，而是要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27］341，确立“超常规发展”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来建设

我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明

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以此为标志，科技助力工业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科技创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存在着诸如科技进步对工业增长

贡献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也

曾指出，“提高工业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工业现代化，根本途径在于推进科技进步”［28］1348，并不断推

动在工业领域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进入 21 世纪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出现的新

变化，党中央及时调整科技助推工业的战略思想，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2006 年，胡锦涛发表了题为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的讲话，标志我国正式走上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工业领域里开始加大研发力度，不断提升了工业科研创新能力。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科学技术创新对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创新是第一动

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诞生了一批高科技领域中的自主品牌。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到

2035 年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了“让创新成为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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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工业化思想的经验总结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工业化进行了艰辛探索，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时期，还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坚持将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提出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同中国工业化的实践历程相结合，根据国内外发

展形势，及时调整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习近平总书记还专门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

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29］17。回顾建党百年历史征程，中国的工业化能取得如今的伟大成就，

最根本的原因便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早在 1932 年时，陈独秀便指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发展大工业、提高国民经济［17］306。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曾提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中国的工业

化是不可能的”［30］1098。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复杂而又多元的，必须有一个主心骨来发挥总揽

全局、统领各方的作用，能担当此重任的非中国共产党莫属。中国共产党站在全局来妥善处理好工业化建

设中工业结构的各种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不仅要使工业保持数量上的

增长，更要把好工业的质量关，不仅要在政策层面上加大对工业化的支持力度，还需要督促各个利好政策

落到实处，调动起一切有利因素切实推动工业化不断向前发展。
( 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服务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进程，也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
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31］11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工业化进程的风向标，人民需要什么，工业化便朝着怎

样的方向前进。在革命战争年代，虽然工业化要为战争供应军需品，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改善人民

群众的生活，批驳党内存在的错误观点，即“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对人民竭泽而

渔”［30］894。在人民群众温饱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工业化需要为农业服务，要大力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

相关的轻工业，助推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当人民群众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时，工业化需要一边提升工

业产品的质量，一边走绿色发展的道路，转变工业发展思路，还人民群众绿水青山的优良生态环境。可

以看出，无论在什么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始终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为中心来部署工

业化建设的。因此，我国能够取得工业化建设如此伟大的成就，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
( 三) 坚持走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英国是内生型的工业化模式，美国是在借鉴英国工业化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实行自由放任模式，市场为主导，政府为辅助，并创新工厂模式与强调培养企业家精神，而

德国与日本则是选择以政府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苏联模式以计划经济为主，优先发展重工业。我国的

工业化道路，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

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31］13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以许涤新、王亚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学

者便主张工业化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首先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接着才能进行工

业化建设［3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借鉴了苏联模式，但是很快意识到这种模式并不完全适合

我国，进而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要建设独立、完
整的工业体系，从而将追求独立性与完整性作为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方向。此后中国历届领导人也都根

据工业化的实际进程与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变化来调整我国的工业化道路，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是要保持独立自主，同时也不排斥吸收借鉴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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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进经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其次，具有中国特色，是扎根于中国大地，来源于中国工业化实践，符

合中国国情的。最后，区别于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强调以新发展理念来引领，突出创新的重要性。总之，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成功探索，不仅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借鉴，还丰富了世界工

业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 四) 坚持有步骤分阶段渐进式地实现工业化目标

工业化建设非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明确目标以后科学合理地对工业化目标进行分

解，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分阶段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建设，便是审时度势，

在充分认识和了解我国工业发展和社会经济整体形势的基础上，坚持有步骤、分阶段渐进式地实现工业

化目标。这里的有步骤、分阶段渐进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时间上，制定各种综合与细分领域

的时间表、路径图。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便提议“为促进工业化，要定期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决

定经建方针，规定计划”［33］55。新中国成立后，从“一五”计划开始到最新的“十四五”规划，每个阶段的

规划都囊括了工业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工业化的目标、重心、实现路径等内容。例如《中国制造 2025》在

全面分析制造业发展所处的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目标、重点以及相关的

保障措施，使我国的制造业发展有章可循。二是在空间上，坚持先试点再推广，由点到线再到面，最终全

方位地推进工业化进程。无论是对外开放的试点还是扩大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试点以及东部工业化

率先发展并持续支援中西部建设，都体现出在工业化布局的空间方位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循序渐进的原

则，有步骤、分阶段地开展我国的工业化。这样既有利于在实践中摸索试错并不断反馈改进，又有利于

将工业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快速复制到其他区域，从而稳步推动工业化的综合协调发展。

四、结语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工业化思想，能够发现其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具有民族性。虽然工业

化最先从西方开始，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工业化模式来开启我国的工业化实践，

而是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具有实践性。中国共产党百年来

的工业化思想，根植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实践，并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进而

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以便进一步指导工业化实践的开展。三是现实性。一个时代

能够产生理论精华的首要原则便是认清现实并回应现实的呼唤。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的发展变化，依据社会矛盾的转换，及时调整工业化思想的重心工作，审时度势，以紧扣时代之弦。四

是人民性。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坚守，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自始至终都体现着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工业化依靠人民，工业化为了人民，站在人民群众的立

场上开展工业化的各项战略部署，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处处彰显其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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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Ｒetrospect and Experience Summary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LYU Jian，LU Xuan
( School of Marxism，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 Ｒealiz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 is the common aspi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since
modern times，which is also the goa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unremitting pursuit． Ｒ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PC's indus-
trialization thought over the past century，combing and summarizing the specific content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PC's industriali-
zation thought，it is found that its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ar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s continuously deepened． Secondly，the in-
dustrial production structure is continuously explored and optimized． Thirdly，continuously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to release th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to the greatest extent，and the fourth is to focus on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we may come to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ly，to adhere to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industrialization． Secondly，to adhere to the Peo-
ple-centered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hirdly，to adhere to an independent path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Lastly，to achieve industrialization goals in steps and stages．
Key Words: Centenary of the CPC;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dustrialization thought; historical retrospect; experience sum-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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