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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工业化已经走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

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阶段，系统分析不同时期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及逻辑，有助

于更好地把握新发展阶段我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和创新方向。新发展阶段，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

外发展环境，创新工业化发展道路，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一环。应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打造以内循环为主

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工业化发展新格局，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速推进“四化同步”发展，以数字

化制造、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以碳中和、碳达峰目标

为标准，加速实现智能、数字、绿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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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是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社会发展到工业

经济社会的一个特定阶段和过程，主要表现为由农业

主导向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演进①，是国民经济中一

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结合方式）连续发

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②。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始于新中国

成立以后，相继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

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的工业化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已进入新

发展阶段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

速发展，我国则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时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创新工业化发展道路，

加快工业化发展步伐，如期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摆在全党和全体人民面前的

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为此，有必要系统分析

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和发

展逻辑，从而更好地明确和把握新发展阶段中国特

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创新方向，以顺利完成到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一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来源

是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实 践 中 主 要 借

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模式。马

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过程中，提

出了一些与工业化相关的理论或观点，主要有：（１）

对工业化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分析，并将大工业与世

界市场的出现相结合。他们指出，“在１７世纪，商业

９７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①

②

黄群慧：《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社 会 主 义 工 业 化 建 设 及 其 历 史 经

验》，《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张培刚：《论工 业 化 与 现 代 化 的 涵 义 及 其 相 互 关 系》，《经 济 学

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DOI:10.16240/j.cnki.1002-3976.2022.02.006



和工场手 工 业 不 可 阻 挡 地 集 中 于 一 个 国 家———英

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

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

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

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

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

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

广泛的分 工”①。（２）对 工 业 化 的 作 用 进 行 了 概 括，

认为工业化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它

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

笋———来代替 自 然 形 成 的 城 市。凡 是 它 渗 入 的 地

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

市最终战胜了乡村”②。（３）对工业化的前景做了描

述，认为发展需要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他们指

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

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

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

有用性质”③。

列宁和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苏联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选择

了一条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片面发展重工

业的工业化道路，通过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和制度，强

制性地使农业剩余流向工业部门，以优先发展重工

业。这样一条工业化发展道路，一方面使苏联在较

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大国；另一方面也给苏

联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严峻的国内外发展

环境，我国借鉴苏联发展模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

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基本目标是尽

快建立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进而实现对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的赶超。１９５５年《关于发展国民经济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工

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１９５６

年《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

报告》指出 要“继 续 进 行 以 重 工 业 为 中 心 的 工 业 建

设”。１９５７年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大跃进”运动

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导致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由

图１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重工业在工业产值中的占

比迅速提 高，到１９６０年 达 到６６．６％的 峰 值。鉴 于

“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１９６１年我国开始对

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经过几年的调整，重

工业比重开始下降，与人民生活消费相关的轻工业

比重有所上升（如图１所示），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

的比例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之后，随着中苏关系日趋恶化，“备战”成为“三五”计

划的主要任务，由此开启了以国防工业为主导，加快

“三线”建 设 为 重 点 的 工 业 化 发 展 历 程④。不 可 否

认，“三线”建设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源低效配置，并影

响了沿海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发挥，但“三线”建设

一定程度上也优化了我国的工业化区域布局，为此

后我国中西 部 地 区 加 快 区 域 经 济 振 兴 和 工 业 化 发

展，奠定了相应的产业、技术和人才基础。

图１　我国轻工业、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４》相关

数据绘制。

概而言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业

化道路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国家指令性计划直接配

置资源，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这样一条

工业化发展道路，我国初步构建了基础产业和国防

工业体系的框架，并取得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重

大成就，不仅巩固了国家经济地位，提升了国家综合

实力，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必要

的基础。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也存

在明显的弊端，主要表现为：第一，忽视农业、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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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造 成 产 业 结 构 的 严 重 扭 曲 甚 至 畸 形 发 展。

第二，过分追求工业化发展速度，忽视发展质量和效

益。利用 计 划 手 段 盲 目 追 求 速 度，导 致 这 一 时 期

ＧＤＰ增长速度呈现出大起大落的走势；工业发展效

益方面，该时期出现了商业和工业流动资金不合理

的占用过多的情况，直接或者间接地增加了货币的

投放①，限制了产品供给能力，由此导致产品短缺问

题一直没有 得 到 解 决②。第 三，这 一 时 期 的 重 工 业

主要服务于战备需要，产业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自

我封闭、自我循环问题，不能对轻工业和农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工艺及设备支撑。

二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通常要经历从以农

业为主导到以工业为主导，再 进 一 步 发 展

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转变。在以工业为主

导的发展时期，则会经历从轻工业为主导到重工业

为主导的转变，这是工业化发展的一般逻辑。我国

计划经济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显然

不符合工业化发展的一般逻辑。为此，改革开放之

后，我国摒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按照工业化发

展的一般逻辑和提高效率的要求，开启了工业化发

展的新进程。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发展大致可分为农

轻重平衡发展调整期、重新重工业化时期和中国特

色新型工业化发展时期三个阶段。

（一）农轻重平衡发展调整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

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

大决策，由此开启了矫正计划经济时期产业结构失

衡的工业化 进 程。１９７９年４月 的 中 央 工 作 会 议 提

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又可具体划分为１９７８－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１９９１年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为主，

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为工

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相应基础。第二阶段以经

济体制改革为重点，逐步加快城市工业内部比例的

调整步伐。

这种以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

发展思路，顺应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促进了人民

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使长期扭曲的产业结构得到

了一定 程 度 的 纠 正。从 三 次 产 业 产 值 结 构 看，一、

二、三产 业 占 比 分 别 由１９７９年 的３０．７％、４７％和

２２．３％转变为１９９１年的２４％、４１．５％和３４．５％，第

二产业占比 虽 有 所 下 降 但 仍 是 国 民 经 济 的 主 导 产

业，第一产业 占 比 先 升 后 降，第 三 产 业 占 比 平 稳 上

升。这符合工业化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产业结构的演

进顺序，也表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轻工业、重 工 业 占 工 业 产 值 比 重 则 由１９７８年 的

４３．１％ 和 ５６．９％ 转 变 为 １９９１ 年 的 ４８．９％ 和

５１．１％。尽管产业结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农业

基础仍然比较脆弱；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加工工业总规模偏大，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低；第

三产业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③，产

业的资本密集度、技术密集度有待提升，产业结构仍

需进一步优化升级。

（二）重新重工业化时期（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经过改革初期农业、轻工业的快速发展，按照工

业化发展的一般逻辑，我国应该进入重工业发展时

期。与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不同的是，这

一时期的重工业化以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

升级为主导力量，是城市化步伐加快、国内市场竞争

加剧、国际产业转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符

合工业化发展的一般逻辑，我们称之为“重新重工业

化”时期。

重新重工业化使我国钢铁、汽车、机械等重工业

快速 发 展，钢 铁 作 为 我 国 主 要 工 业 产 品，产 量 由

１９９１年的世界 第 四 位 提 高 至１９９４年 的 第 二 位，汽

车产量则由１９９１年的年产约７．１万辆扩大到１９９４

年的年 产 约１３．５万 辆，产 量 扩 大 近 一 倍。从１９９５

年开始，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逐渐成为

该时期的主要出口产品，２００１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

口额是１９９２年的３．５倍，其中机械与运输设备出口

占 比 由 １９９２ 年 的 １５．６％ 上 升 到 ２００１ 年 的

３５．６６％。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带 动 了 相

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使我国产业结构逐

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资本、技术密集型重

工业为主导转变。从三次产业占比看，第一产业占

１８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６６．５）》，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３年

版，第１１６页。

史丹、李鹏：《中国工业７０年发 展 质 量 演 进 及 其 现 状 评 价》，《中

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 规 划 和 第 八 个 五 年 计 划 纲 要 的

报告》，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７页。



比由１９９２年２１．８％下降到２００１年１５．２％，第二产

业呈现高速增长势头，２００１年占比超过５０％，第三

产业占比小幅波动上升。如果以产业结构作为工业

化阶段划分标准，可认为此时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

中期阶段。然而，由于我国重工业技术水平相对偏

低，且重工业本身投资量较大，重新重工业化发展对

我国的资源、环境、生态等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不良

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粗放型

发展①。

（三）中 国 特 色 新 型 工 业 化 道 路 的 提 出 与 推 进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

进入２１世纪，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

生了新的变化。一是重新重工业化带来的资源环境

压力使得我国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二是２１世纪以来互联网在我国飞速发展，

推动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为我国工业化发展

后来居上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三是２００１年我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

供了良好机遇。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明

确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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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工

业化发展道 路 探 索 的 新 成 果，突 出 体 现 了 经 济、社

会、环境、科技 相 结 合 的 思 想②，基 本 要 义 是 把 可 持

续发展放在突出的地位，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显著提升经济效益，推进新型工业化发

展。具言之：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强调减少资源消耗

和环境污染。“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

单位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能 源 消 耗 比“十 五”期 末 降 低

２０％左右的约束性指标。在提升科技含量方面，“十

一五”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把能源、资源、环境、

农业、信息、健康等关键领域的重大技术开发放在突

出位置”③。“两 化”融 合 方 面，重 点 是“改 造 提 升 传

统产业、发展 生 产 性 服 务 业、促 进 信 息 服 务 产 业 发

展，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典型示范”，“发展和完善一

批面向工业行业的低成本、安全可靠的信息化服务

平台”④，以完善行业信息化服务体系，为“两化”融

合提供支撑。

经过这 一 时 期 的 发 展，我 国 三 大 产 业 产 值 占

ＧＤＰ的 比 重 分 别 由２００２年 的１３．７％、４４．８％和

４１．５％调整为２０１２年的１０．１％、４５．３％和４４．６％。

其中第一产业占比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占比先小

幅上升后小幅下降，第三产业占比波动上升，且占比

逐渐趋近第二产业。如果以产业结构作为工业化阶

段的划分标准，可认为这一时期我国已进入工业化

后期阶段。与此同时，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也取

得明显成效：可持续发展方面，我国对产能过剩行业

加大调控力度，逐步淘汰落后的高消耗产能，并注重

发展清洁 能 源。２０１１年 清 洁 能 源 电 装 机 达 到２．９

亿千瓦，比上年增加约３３５６万千瓦⑤。科技含量方

面，注重创新对科技的带动作用，发明专利申请量自

２０００年 以 后 呈 迅 速 增 长 态 势，２０１１年 超 越 美 国⑥。

“两化”融合方面，“两化”融合综合指标呈现递增趋

势，由２００５年的２９．６２提高到２０１０年的７７．２８⑦。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面 临 的 国 内 外

环境再次发生深刻变化：首先，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 深 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做

出了系统性、全面性安排，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进入新阶段。其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调整

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成为经

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再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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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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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重新重工业化带来了 正 反 两 方 面 的 影 响，当 时 的 学 术

界展开了对重新重工业化的 合 理 性 的 评 价 和 争 论。参 见《樊 纲

反驳吴敬琏重化工之论》，《经 济 学 消 息 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５日；

吴敬琏《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误 解 和 扭 曲》，《商 务 周 刊》２００５年８
月１９日；吴敬琏《思 考 与 回 应：中 国 工 业 化 道 路 的 抉 择（上）》，
《学术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等。

孙智君、周滢：《中国新型工业 化 理 论 研 究：回 顾 与 展 望》，《学 习

与实践》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科技部网站，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１日。
《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 融 合 的 若 干 意 见》（工 信 部

联信〔２０１１〕１６０号），工 业 部 和 信 息 化 部 网 站，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
日。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１３年 版，

第８５１页。

胡鞍钢：《中 国 现 代 化 之 路（１９４９－２０１４）》，《新 疆 师 范 大 学 学

报》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报告（２０１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１５页。



变革在全球蓬勃兴起，智能制造、数字制造、服务型

制造、绿色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迅速发展，对各国工

业化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最后，国际竞争格局

发生深刻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

再工业化战略，大力发展和振兴先进制造业，与此同

时，部分发展中国家凭借要素成本优势推动本国产

业转型升级和引进外资，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受到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头挤压”。面对新的发展

环境，我国对 工 业 化 道 路 进 行 了 新 的 探 索，主 要 表

现为：

第一，提出“四化同步”的发展战略部署。党的

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

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同步发展”。“四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作为

发展的主要动力，处于主导地位。城镇化伴随工业

化发展进程，为工业化和信息化拓展发展空间，加快

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信息化通过信息技术为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特

别是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工业化发展提

供新的动力引擎①。农业现代化是人类利用现代生

产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进而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

过程。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发展，有

助于推动农村绿色高效机械化技术的应用，成为城

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途径。“四化同步”

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同步发展，

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开辟更

加广阔的空间。

第二，以新发展理念指导新型工业化 发 展。党

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 念。新 发 展 理 念 作 为 一 个 系 统 的 理 论 体

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

列理论和实践问题②。对新时期中国特色新型工业

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创新是新发展阶段推动

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十四五”规划指

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协调发展符合新发展阶段解决中国特色新型

工业化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要求。一方面，注重区域

协调发展，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重

大战略。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不断缩

小城乡差距，完善工业化的区域空间布局。绿色发

展理念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发

展思路一脉相承。开放发展要求新发展阶段建设更

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开放，通过制度型开放为中国特色新型

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契机。共享发展更加注重

公平正义，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应通过

市场化手段形成产业间、要素间更公平的分配机制，

确保工业化的共享发展。

第三，顺应新一 轮 工 业 革 命 发 展 趋 势 和 要 求，

借助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与 实 体 经 济 的 深 度 融 合 机

遇，为中 国 特 色 新 型 工 业 化 发 展 开 辟 新 的 道 路。

要实现由 制 造 业 大 国 向 制 造 业 强 国 的 转 变，我 国

需坚持走 中 国 特 色 新 型 工 业 化 道 路，以 促 进 制 造

业创新发展为主 题，以 提 质 增 效 为 中 心，以 加 快 新

一代信息 技 术 与 制 造 业 深 度 融 合 为 主 线，以 推 进

智能制造为主攻 方 向。信 息 化 与 工 业 化 的 融 合 在

新发展阶 段 更 加 具 体 地 表 现 为 制 造 业 与 互 联 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 的 融 合。党 的 十 九 大 明 确 提 出

要“加快发展先 进 制 造 业，推 动 互 联 网、大 数 据、人

工智能和 实 体 经 济 深 度 融 合”。２０２１年５月，《智

能制造能力成熟 度 模 型》和《智 能 制 造 能 力 成 熟 度

评估方法》两项 国 家 标 准 正 式 发 布 实 施，根 据《智

能制造发 展 指 数 报 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０年，全 国 制 造

业智能制造的能 力 成 熟 度 较２０１９年 有 所 提 升，约

７５％的企业开 始 部 署 智 能 制 造，其 中１４％的 企 业

实现单一业务数 据 共 享；６％的 企 业 已 经 开 展 网 络

化集成；５％的 企 业 已 经 开 启 新 制 造 模 式 的 探 索，

表明我国 智 能 制 造 已 取 得 一 定 成 效，并 将 为 中 国

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四
　　工 业 是 立 国 之 本、兴 国 之 器、强 国 之

基、富国之源，工业高质量发展是顺利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支撑③。然而

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我国虽然已经是工业大国，

３８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①

②

③

张家平等：《人口 信 息 化 与 人 口 城 镇 化 协 调 性 及 其 时 空 演 变》，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习 近 平：《把 握 新 发 展 阶 段，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９期。
《总结中国工业发展百年成果 助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国经营报》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



但还不是工业强国，与世界制造强国之间还存在较

大差距①。要步入真正意义上的后工业化时代仍然

面临许多制约，突出表现为：（１）产业结构失衡导致

高质量发展动力不足，特别是低端产业过剩、高端产

业不足与“过早去工业化”问题同时存在；（２）科技创

新特别是科技自主创新对工业化发展的支撑作用有

待加强；（３）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

步发展尚未实现；（４）工业化的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亟

待提高；（５）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发展模式急

需加快推进等。由此我们认为，新发展阶段中国特

色新型工业化的主要创新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引领

新型工业化发展。

新发展理念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当今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和国际复杂环境带来的新挑

战，明确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指导地位，以新发展理念

为指导，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要坚持以

技术创新为基本驱动力，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

力的动力引擎。鼓励行业和企业建立原创性技术和

产业链，以 基 础 性 技 术 创 新 谋 求 全 球 产 业 话 语 权。

把协调发展贯穿到“四化同步”发展的方方面面，实

现三大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协调发展，加快构建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

的产业体系。绿色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要根

据碳中和、碳达峰目标要求，实现工业绿色化转型升

级。坚持开放发展，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充分吸纳

利用全球优质资源，助推工业化发展。此外，新型工

业化过程中，要本着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享经济

发展成果的目标，创新工业化发展模式，提升工业化

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率。

２．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依托，着力打造以内循

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工业化发展新格局。

首先，以内循环为主导，将内需拉动作为推动工

业化发展的战略基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扩大内需，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

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把

扩大国内需求同推动产业协调发展相结合。鼓励产

业结构调整顺应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以需求倒逼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依托新发展格局，拓宽

国内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内生增长机制，破除投

资限制和约束，充分释放资本要素的活力。其次，进

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提升全球价值

链参与度，促进国内国际产业和企业的深度合作，提

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在强化国内大

循环主导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

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

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

３．以科技自立自强为重点，打造新型工业化发

展新引擎。

工业化与科技创新密不可分。世界主要发达国

家的工业化进程中，科技创新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我国也不例外。但我国科技创新主要以应用

型、引进型为主，基础性研究相对不足，科技自立自

强能力不强。新发展阶段，应坚持创新在工业化发

展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工业化发展

的根本战略支撑。一方面，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

创新，强化共性基础技术创新突破。推进产学研深

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

大科技项目。鼓励开放式创新，通过企业间技术互

补和企业内部资源整合，激发国内龙头企业和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将

共性通用关键核心技术作为重点，引导创新要素向

共性技术领域集聚，构建有利于实现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突破的良性互动型创新生态系统。根据产业链

部署创新链，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打造高

效的产业创新体系，支撑新阶段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４．以推进“四化同步”发展为路径，为新型工业

化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对工业化而言，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的重点是：

首先，将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发展高效的智能制

造生产模式，在数字化、智能化基础上实现工业化与

信息化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融合。其次，把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与推进城镇化发展协调起来，形成以产

兴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城乡协调的城镇化与工

业化良性互动模式，实现产业要素成长和区域空间

配置的科学协调，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为新型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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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再次，鼓励工商资本进入

农村，助推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

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形成城乡良性互动格局，实现

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

５．以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为主攻

方向，构建新型工业化发展新模式。

智能经济时代，智能制造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

主导方向。应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

技术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使之成为制造业

的主导生产模式。大力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

化和智能化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大数据技术中心等，着力建设智能车间、智能工

厂，推动制造业运营模式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用户

为中心的 根 本 性 转 变。发 展 推 广 大 规 模 个 性 化 定

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及远程运维服务等智能

制造新模式①。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

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借助数字化技术建

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提升我国制

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竞争力，提升我国工业化

质量与效益。

６．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夯实工业化

发展新根基。

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数字化赋能传统基础设施和

传统产业，有助于提升产业效率，推动产业数字化转

型。打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一体，系

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

础设施体系，重 点 加 快 第 五 代 移 动 通 信、工 业 互 联

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首先，明确投资领域和投资

方向。对于技术稳定性强的领域可以率先投资。充

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给予一批成熟度高的领域

投融资便 捷 政 策，加 速 释 放“新 基 建”的 乘 数 效 应。

其次，要充分发挥新型基础设施的“平台”特性。以

“新基建”为依托，充分释放其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

再次，加强对“新基建”的管理。将“新基建”的“建”

与“用”有机结合，注重发挥实效。以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与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为导向，适当超前建设新

型基础 设 施，切 实 为 工 业 化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有 效

支撑。

７．以碳中和、碳达峰目标为标准，实现工业的绿

色低碳发展。

绿色低碳是工业化发展的未来方向。工业作为

我国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领域，是新发

展阶段我国 整 体 实 现 碳 达 峰、碳 中 和 目 标 的 关 键。

在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历史任务，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工业领域对碳排放总量依然

存在较大需求的条件下，必须在既有的新型工业化

发展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数字

转型，着力提升工业能效，推动深度减碳，更大程度

上实现工业的绿色低碳发展。当前，要加快推进碳

市场建设，以绿色信贷等新一代金融产品为突破，以

政府功能性产业政策支持有前景的低碳企业突破规

模效应门槛，引导社会多元主体的资金投入新技术、

新能源研发，积极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改造和转型。

同时注重需求侧的绿色低碳发展，积极引导绿色低

碳消费。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加大对新能

源汽车、绿色建筑等领域的绿色消费引导，以更多绿

色需求牵引和推动产业供给，打造工业绿色制造体

系。对企业来说，要以碳减排为抓手，将绿色低碳理

念贯穿产品设计、制造、生产运营和供应链管理全过

程，努力提升生产效能，提高供给侧绿色低碳发展水

平。同时，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绿色低碳生产技术

等实现能源结构的根本转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工业化后

期与新产业革命交汇下的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

研究”（项目号：１９ＡＪＹ０１２）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杜传忠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

研究院教授；王　纯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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