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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革命视域下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
发展战略与实践路径

＊

张建刚

内容提要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

各有四次。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形成新质生产力，使生产

方式有一个质的飞跃。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使 工

业的形态、组织方式、规模发生质的改变。世界工业现代化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规

律性，科技创新是推动工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质量提升是工业现代化的本质特

征，产业升级是工 业 现 代 化 的 核 心 内 涵，工 业 现 代 化 的 演 进 趋 势 呈 现 出 非 线 性。

中国式工业现代 化 过 程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三 个 阶 段，每 个 阶 段 都 有 显 著 的 不 同 特 征。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是由当时

的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决定的。中国的工业化是世界工业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受到世界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也深刻影响着

世界科技革命和 工 业 革 命 的 发 展 趋 势。在 第 四 次 工 业 革 命 浪 潮 正 在 酝 酿 的 今 天，

中国式工业现代化要真正实现，就必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建 立 个 性 化 网 络 化 智 能 化 的 生 产 方 式，构 建 完 整、

高效、科学的智能制造产业体系。

关 键 词　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工业现代化；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

作　　者　张建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 研 究 项 目 “习 近 平 经 济 思 想 的 基 本 范 畴、命 题 与 理 论 逻 辑 研 究”（项 目 编

号：２３ＺＫＪＣ００３）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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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世纪之前，人类社会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科技发展缓慢，物质财富匮乏，人民

生活水平低下。１８世纪爆发了第一次科技革命，并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

自此进入了工业社会，科技迅猛 发 展，生 产 力 突 飞 猛 进，物 质 财 富 极 大 丰 富，工 业 文

明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业化

成为各国实现现代化的不二选择，也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中国式工业现代化既有世

界各国工业现代化的共同特征，遵循工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有中国工业现代化的

自身特色，遵循后发国家工业现代化的特殊规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和科技革命

的视域对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主要特征、发展战略、实践路径进行深入考

察，揭示当前工业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出摆脱困境实现突破的应对

之策，对于形成新质生产力进而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类历史上的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

进入工业社会以 来，人 类 已 经 经 历 或 正 在 经 历 的 科 技 革 命 和 工 业 革 命 已 有 四 次。

每一次科技革命 都 涌 现 一 系 列 颠 覆 性 技 术，极 大 地 提 高 生 产 效 率，形 成 新 质 生 产 力，

使生产方式有质的飞跃。每一次 工 业 革 命 都 会 催 生 新 产 业、新 模 式、新 动 能，都 使 工

业的形态、组织方式、规模发生质的改变。只有抓住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机遇的民族

或国家，才能抢占先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强盛。

（一）四次科技革命

至今，人类社会已经完成第一、第二、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在经历第四次科技革命。

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于１８世纪，其主要科学理论基础是牛顿力学和微积分，其主要标志

是蒸汽技术获得巨大发展，蒸汽机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各个领域，工业动力实现了革命性

突破，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１９世纪，其主要科学理论基础是

电磁力学，其主要标志是电气技术逐渐成熟，电力被广泛应用到流水生产线中，成为取

代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新能源，大规模标准化生产逐渐占据生产的主导地位。第三次科技

革命发生于２０世纪，其主要科学理论基础是量子力学、控制论和信息论，其主要标志是

信息技术获得突破性发展，计算机在工业中逐渐被广泛地应用，生产中的自动化程度逐

渐得到提高，生产效率得到革命性提高。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于２１世纪，其主要科学理

论基础是智能科学，具体包括脑神经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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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是智能技术得到迅猛发展，智能机器人得到广泛应用，替代了很多原来只能由人来

完成的工作，工业生产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

变化。前三次科技革命为第四次科技革命奠定了基础，其科技成果仍然在２１世纪被广泛

使用，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进行中，还没有完成，其科技成果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四次工业革命

科技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和基础。每一次工业革命到来之前，技术领域必发生

重大变革与进步，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每一次科技革命之后，

随之而来都会有一 场 工 业 革 命。第 一 次 工 业 革 命 是 从１８世 纪６０年 代 的 英 国 开 始 的，

它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机器

大生产代替了手 工 工 场。第 一 次 工 业 革 命 极 大 地 提 高 了 生 产 力，改 变 了 世 界 的 面 貌，

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很快成为世界霸主。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

后期开始的，它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开启了人类的电气化时代，催生了流水生

产线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产生了一些新兴工业如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

汽车工业等，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导致了托拉斯等高级形式的垄断组织大量出

现，提高了交通的便利程度，加强了 世 界 之 间 的 联 系。欧 洲 国 家 和 美 国、日 本 相 继 完

成了第二次工业革 命，成 为 发 达 国 家。第 三 次 工 业 革 命 是 从２０世 纪 四 五 十 年 代 开 始

的，它以电子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标志，开启了生产自动化的新时代。第

三次工业革命导致工业领域内的分工越来越细，产生了很多新兴产业，生产效率实现

了新的质的飞跃，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于２１世纪初，它以

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的应用为标志，正在把人类带入个性化、网络化、

智能化的生产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彻底颠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大大改变人

们的知识技术创 新 方 式，为 人 类 带 来 全 方 位 的 智 能 生 活。第 四 次 工 业 革 命 正 在 进 行，

远没有完 成，我 们 的 生 产 模 式 正 在 发 生 革 命 性 变 化。信 息 物 理 融 合 系 统 （Ｃｙｂ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ＰＳ）① 是第 四 次 工 业 革 命 的 技 术 创 新 基 础。我 们 正 在 “通 过ＣＰＳ

创造一个高度智能化、网络化的社会，把一切资源用物联网与服务网融合起来，完成

① 信息物理融合系统 （Ｃｙｂ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是 一 个 综 合 计 算、网 络 和 物 理 环 境 的 多 维 复 杂 系 统，通 过

３Ｃ———计算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通信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和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技术的有机融合与深度协作，实现大

型工程系统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能够实 现 生 产 要 素 分 配 方 式 的 网 络 化 和 智 能 化，产 品 研 发 制 造 模

式的个性化与智能化，并据此创造出新的生产组织形态与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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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在横向与纵向上的无缝整合，最终实现 ‘社会化协同智能制造’这个革命性的

生产模式”。①

（三）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在人类发展史上，工业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实现了工

业化就是实现了现代化。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工业

成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成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富国之源。当今世界，

处于现代化前列的发达国家都是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就不可能成为真

正的现代化国家。工业的规模、门类、形态、生产方式、组织形式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

的，今天的工业与一百年前的工业相比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业本身也是一个不

断现代化的过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使工业发生质的飞跃，使得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

的变革，产生一大批新兴产业，崛起几个世界强国。哪一个国家抓住了科技革命中的核

心技术、率先实现科技革命向工业革命的转变，就会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英国在第一次

工业革命中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继续保持了这一地位。英国和美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地位，根源于

其分别在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掌握了最先进最核心的科技、垄断了新兴

的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支柱产业。中国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始终处于跟跑地位，无论

是科技水平还是产业水平都大大落后于同时代的先进国家。在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

命中，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了巨大突破，５Ｇ通信技术和通用人工智能技术

（ＡＧＩ）等核心技术处于了世界领先水平。这些核心技术是实现万物互联和万物智能的关

键，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核心基础技术。中国式工业现代化是否成功，关键是我们

要在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占

据领先地位，加速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的

转型升级，建立起完整、高效、科学的智能制造产业体系。

二、世界工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从世界上已实现工业现代化国家走过的历程来看，虽然各个国家的工业现代化都

① 韦康博：《工业４．０时代的盈利模式》，北京：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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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特色，但 也 具 有 一 些 共 性，呈 现 出 一 定 的 规 律 性。我 国 的 工 业 现 代 化 建 设，

同样会受到这些一般规律的约束。

（一）工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

工业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加速了工业现代化的进程，

并赋予工业现代化以新的内容、新的要求、新的目标。科技创新是推动工业现代化的

根本动力。① 当大量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生产活动中转化为有形的产品，就会有新的产

业出现，就会导致产业革命的发生，从而使得工业现代化实现质的飞跃。从科技发展

史上看，牛顿力学、微积分、电磁力学、相对论、量子力 学、控 制 论、信 息 论、脑 科

学等科学理论的重大发现，导致了蒸汽机、电动机、发电机、无线电、量子 信 息、物

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重大技术发明的出现，催生了航空、航 天、原

子能、家电、互联网、计算机、智能手机、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推动工业现 代 化 不

断迈上新的台阶。“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② 当前，科技创

新在工业现代化中的作用更加凸显，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工业现代化

水平的高低。科技强，则工业兴；工业兴，则国家强。

（二）工业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质量提升

工业现代化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本质就是提升生产

效率、改进生产方式、提高产品质量，使 工 业 生 产 有 质 和 量 两 方 面 的 提 升。从 已 发 生

的三次工业革命和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来看，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使得生产的效

率大幅提高、生产的规模显著扩大、新的产业不断涌现，工业现代化水平出现质的飞

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

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 全 部 生 产 力 还 要 多，还 要 大。自 然 力 的 征 服，机 器 的

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

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③ 在第一次工

业革命中，蒸汽机、纺织机、工作母机等关键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铁路、纺织工业、

①
②
③

参见洪银兴：《中国式现代化论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３０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４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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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煤炭、冶金等行业的效率有了成百上千倍的提升。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

内燃机、化工等关键技术的广泛运用，产生了电力、电信、化工、汽车、航空 等 新 的

行业，也使得原有的钢铁、石油等行业的效率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在第三次产业革

命中，电子、自动控制、航空以及其他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电子工业、计算机、

电视、核电、航空航天等行业的效率 大 大 提 高，很 多 行 业 实 现 了 自 动 化 生 产，工 业 现

代化水平实现了飞跃。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信息技术、云计算、量子通信、人工智能、

绿色技术、区块 链 等 关 键 技 术 正 在 被 推 广 和 采 用，信 息 产 业、电 子 商 务、智 能 制 造、

物联网、大数据、先进材料、机器人等 产 业 正 在 蓬 勃 发 展，我 们 正 在 进 入 智 能 化 生 产

时代，工业现代化水平又有了新的质的飞跃。

（三）工业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产业升级

从已经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工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产业

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表现为第一产业 （主要是农业）的增加值比例和劳动力比例逐

渐下降，第 二 产 业 （主 要 是 工 业）的 增 加 值 比 例 和 劳 动 力 比 例 先 升 后 降，第 三 产 业

（主要是服务业）的增加值比例和劳动力比例逐渐上升。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和克拉克通

过研究美、英、法、德、日等完成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演进趋势，发 现 了 配 第—克 拉 克

定理：随着全社会人 均 国 民 收 入 的 提 高，就 业 人 口 首 先 由 第 一 产 业 向 第 二 产 业 转 移；

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时，就业人口便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美国经济

学家库兹涅茨在继承配第和克拉克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仔细地挖掘了各国的历史

资料，利用现代经济统计方法，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彻底的

考察。他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份额基准，考察了总产值变动和就业人口结构变动的

规律，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总方向，从而进一步证明了配第—克拉克定律。他发现，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社会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农业劳动

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都呈现下降趋势；工业部门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般呈上升趋势而

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比重一般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服务部门的劳动力比重几乎在所有

国家都是上升的。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工业部门内部也呈现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

趋势，表现为：传统工业的增加值比例和劳动力比例逐渐下降，新兴工业的增加值比

例会有一个迅速的大幅增加，同时劳动力比例也有相应的增加但幅度要大大小于增加

值的增幅。当前，我国太阳能产业、新 能 源 汽 车、智 能 机 器 人 等 的 超 高 速 增 长 一 定 程

度上预示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加速升级，我国的工业现代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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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现代化的演进趋势：非线性

从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工业现代化过程显现出阶段性特征，每一次产业革

命都给工业现代化带来巨大变化，使整个工业显示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在产业革命

初期，新的关键技术得到广泛运用，新兴产业得到爆炸性发展，整个工业的生产效率

显著提高；在产业革命中期，关键技术几乎在所有工业部门都得到运用，技术日趋成

熟，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在产业革命后期，工业部门内部的经济结构基本

稳定，整个工业的生产效率变化不大，工业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新的技术创新开始酝

酿，等待下一次产业革命的到来。总体上来看，工业现代化呈现出周期性波浪式的演

进趋势。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工业现代化过程可分为领先型工业现代化和追

赶型工业现代化，发 达 国 家 是 领 先 型 工 业 现 代 化，发 展 中 国 家 是 追 赶 型 工 业 现 代 化。

领先型工业现代化投入较大、风 险 较 高，但 收 益 也 较 大，具 有 先 发 优 势；追 赶 型 工 业

现代化投入较小、风险较低、节约成 本，能 够 利 用 先 进 国 家 的 技 术 和 经 验，具 有 后 发

优势。成为领先型国家需要严苛的条件，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为领先型工业现代化国

家，大多数国家只能是追赶型工业现代化国家。工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不平衡的

发展过程，工业现代化不仅内涵是变化的，而且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也是不同的。“在过

去３００年里，工业现代化是不同步的，表现为工业效率增长的不同步、工业结构变化

的不同步、工业制度和观念变化的不同步和工业形态转变的不同步等。”① 工业现代化

及其成就的空间分布是不均衡的，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是一

场国际竞争，少数国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世界工业中心。但是，世界工业中

心是可变的，新的产业革命往往会形成新的世界工业中心。

三、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阶段性成就及特征

近代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并没有给中国的

生产方式带来巨大的改变，中国的工业水平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发达国家。中国作为

后发展国家，一直在追赶世界发达国家，但中国在真正意义上走上工业现代化的快车

道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的。中国式工业现代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

① 刘雷、何传启：《１　７００年以来世界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与经验》，《理论与现代化》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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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都有显著的不同特征，但这些阶段都是内在统一的，都服从于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的大逻辑。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工业现代化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是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我

国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式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新中

国成立之初，中国经济积贫积弱，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到国民经济总

量的９０％，现代性的工业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１０％左右，能源、交通、钢铁、机器制

造等反映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基础性产业相当落后。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际国内政

治经济形势，新中 国 选 择 了 优 先 发 展 重 工 业、加 快 建 设 国 防 工 业 的 工 业 发 展 战 略。

１９５２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因此从１９５３年起，以实施第一个五年计

划为标志，我国进入了全面经济建设时期，掀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高潮。 “一五”

计划期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非常迅猛，年平均增长率达到１８％，其中生产资料每

年平均增长２５．４％。① １９５７年，４６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大幅增长，其中钢产量达到

５３５万吨，比１９５２年增长近两倍。经过５年经济建设，不仅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

比重由１９５２年的４１．５％提高到１９５７年的５６．５％，而且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也明

显提高。此后，我国工业发展遭受了一些曲折，但总体上来看，在第一阶段，我国工

业发展还是非常快的，取得了巨大成绩。１９７８年，我国工业总产值 （按当年价格计算）

为４　２３７亿 元，其 中 重 工 业 为２　４１１亿 元，占５６．９％；轻 工 业 为１　８２６亿 元，占

４３．１％。主要工 业 品 的 产 量 实 现 了 显 著 增 长。１９７８年，原 煤 产 量 为６．１８亿 吨 （是

１９５２年的９．３６倍），原油产量为１０　４０５万吨 （是１９５２年的２３６．５倍），天然气产量为

１３７．３亿立方米 （是１９５２年的１　７１６．３倍），发电量为２　５６６亿千瓦小时 （是１９５２年的

３１．２倍），钢产量为３　１７８万吨 （是１９５２年 的２３．５倍），水 泥 产 量 为６　５２４万 吨 （是

１９５２年的２２．８倍），化肥产量为８６９．３万吨 （是１９５２年的２２２．９倍），缝纫机产量为

４８６．５万台 （是１９５２年的７３．７倍），自行车产量为８５４万辆 （是１９５２年的１０６．８倍）。

但是，不可否认，我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仍然有较大

差距。汽车工业代表了工业技术综合水平，１９７８年我国汽车产量为１４．９万辆，占世界

①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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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量４　１６２万辆 （不包括中国和军用汽车）的比重都不到３．６‰。①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工业现代化

从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是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在这一

阶段，我国实现了从 高 度 集 中 的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到 充 满 活 力 的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 “奇迹”，开辟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径，取得了世所罕见的工业发展成就。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工业领

域内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工业畸 重，轻 工 业 发 展 缓 慢；工 业 布 局 存 在 很 多 问 题，东 部

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 很 慢；工 业 整 体 水 平 不 高，现 代 工 业 比 重 较 低，以 基

础工业为主；工业效益较差，企业赢 利 能 力 不 强。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后，针 对 这 些

问题，我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逐步形成了新的工业

发展思路。一是强调 要 统 筹 安 排 生 产 建 设 和 人 民 生 活；二 是 调 整 重 工 业 的 服 务 方 向，

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加强能源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三是有重点有步

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将基本建设规模控制在与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的范围内；四是调

整投资结构，增加用于轻工业的投资，提高用于职工住宅、城市公用事业等非生产性

建设投资的比重。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我国工业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从２０１０年开

始，在世界５００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２２０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２０１２年，

中国生铁产量为６．５８亿 吨，位 居 第 一，占 全 球 产 量 的５９％；粗 钢 产 量 为７．１７亿 吨，

位居第一，占全球产量的４６．３％；水泥产量为２１．８４亿吨，位居第一，占全球产量的

６０％以 上；化 肥 产 量 为６　８４０万 吨，位 居 第 一，占 全 球 产 量 的３５％；汽 车 产 量 为

１　９２７．１８万辆，位居第一，占全球产量的２５％；彩电、手机、集成电路产品产 量 位 居

全球第一，占全球出货量的比重分别达到４８．８％、７０．６％和９０．６％。在这一阶段，中

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很多核心关键技术还牢牢掌握在

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我国工业总体上还处于追赶阶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工业现代化

从党的十八大至今，是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社会主

①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５６　６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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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代化建设开 启 新 征 程，我 国 工 业 发 展 实 现 质 的 提 升，新 型 工 业 化 获 得 长 足 推 进。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在这一阶段稳居世界第一，２０２２年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为４．９８万亿

美元，超过排名世界第二、第三、第四的美国 （制造业增加值为２．７９万亿美元）、日

本 （制造业增加值为０．８３万亿美 元）、德 国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为０．７５万 亿 美 元）之 和。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

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

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适应经济新常态，工业领域进

行了全面改革和深度调整。一是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优

化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二是转变工业发展方式，从过去主要依靠简

单劳动、扩大投资、大量投入能源资源等转变为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全方位推进

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 品 创 新、市 场 创 新、品 牌 创 新，提 高 工 业 发 展 的 科 技 含 量。

三是发展战略 性 新 兴 产 业，加 快 壮 大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生 物 技 术、新 能 源、新 材 料、

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 色 环 保、航 空 航 天、海 洋 装 备 等 产 业，形 成 发 展 新 动 能。

四是推动数字技术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 新 模 式，推 动 工 业 向 数 字 化、网 络 化、智 能 化 方 向 发

展，深入实施工 业 互 联 网 创 新 发 展 战 略，加 快 建 设 网 络 强 国、数 字 中 国、智 慧 社 会。

五是加快建设５Ｇ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

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 的 网 络 空 间。在 这 一 阶 段，新 一 轮 科 技 革 命 和 产

业变革突飞猛进，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在科技创新领域，我国由原来的

跟跑、并跑，变成了并跑、领跑，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大加强，但在很多领域仍然

存在 “卡脖子”现象，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然被西方发达国家把控。

四、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演进逻辑

中国的工业化是世界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受到世界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

深刻影响，也深刻影响着世界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近代以来，中国的工

业化程度一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工业国，中国的科学技术也一直落后于世界先进国

家，虽然一代代仁人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而努力奋斗，但最

终都没有使中国赶上时代，没有实现工业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才真正意义上

开启了工业现代化历程。我们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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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开辟了中国式工业现代化新路径。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７０多年的工业化历程，可以分为三个特征鲜明的阶段，它们内在统一于社

会主义现代化，与它们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深深受到当时的科技水平和支柱产业的

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工业国开始了以高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第三

次工业革命，而西欧及其移民国家之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才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成

为新兴工业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 全 球

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产业国际分 工 格 局 发 生 重 大 调 整，发 达 工 业 国 输 出 资 本，转 移

生产能力，将各国融入经济全球 化 体 系，加 速 了 各 民 族 国 家 的 工 业 化 进 程。新 中 国

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了 第 一 阶 段 的 工 业 化 进 程。新 中 国 用 短 短３年 时 间 基 本 医 治

好了 多 年 战 争 创 伤，开 始 进 入 火 热 的 经 济 建 设 时 期。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 划 时 期

（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中国确立了 “优先发展重工 业”的 战 略，很 好 地 发 挥 了 “集 中 力

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使 得 五 年 计 划 超 额 或 提 前 完 成，为 此 后 的 工 业 发

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苏 联 援 建 的 以 工 业 项 目 为 主 的１５６个 工 程 对 于 中 国 的 工

业化起到了巨大的助推 作 用。① 但此后的 “大跃进”、全民 “大炼钢铁”，试图在很短

的时间里 “超英赶美”，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和忽视科学技术的严肃性，经济结构严重失

衡，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此后，中 国 对 经 济 政 策 进 行 了 大 的 调 整，但 由 于 计 划 经

济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中国工业到改革开放之前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工业国

的差距越来越大。

１９７８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以市场机制推动的工业化第二阶段。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西方世界遭遇石油危机，经济发展受到重

大冲击，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世界经济全

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也改善了中美关系。在此背景下，西

方发达国家加大了对华投资，放松了对华科技出口限制，中国经济深入参与到国际分

工中去，中国工业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获得了高速发展。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中国制

造业在２０１０年首次超过美国，此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在这一时期的产业国际分

工中，美国牢牢把持着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则主要集中在附

加值较低、科技含量不高、资源能源 消 耗 大、对 环 境 破 坏 严 重 的 产 业，中 国 工 业 获 得

了长足发展，但也付出了巨大代 价。在 这 一 阶 段，中 国 经 济 实 施 出 口 导 向 战 略，我 国

① 参见金碚：《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奋进与包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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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力优势、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区位优势、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我国的进

出口贸易总额持续 多 年 保 持 两 位 数 以 上 的 高 速 增 长，中 国 工 业 创 造 了 多 项 世 界 第 一，

中国很多工业品的产量超过世界产量的一半，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全球制

造业中心。此时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但与美国还存在一定差距。

美国早已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获得迅猛发展，牢牢占据

着产业链中的高端位置，掌握着世界的高、精、尖、新技术。中国处于完成了第二次

工业革命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产业在中国基本都

得到迅速发展，甚至是独步天下；某些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产业在中国也开始

快速发展，中国的某些科技产品开始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式工业现代化进入第三个阶段。

２００８年爆发了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之中，

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大大下降。中国的

外部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微妙变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苏联解体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逐渐

显现，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为全方位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美国对华的投资与技

术转移逐渐收紧，“脱钩断链”事件不断上演。第四次工业革命逐渐拉开大幕，以大数

据、５Ｇ、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核心的技术变革正在深刻

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世界各国纷纷推出工业４．０计划，中国也制定了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行动纲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中国第一次站在了与美国、西

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同的起跑 线 上，在 很 多 科 技 领 域，中 国 实 现 了 由 跟 跑、并 跑 到

并跑、领跑的转变。中国的５Ｇ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高铁技术、量子通信技

术、特高压输电技术、３Ｄ打印技术等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制造业的 信 息 化、

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已走在世界 前 列，中 国 正 在 加 快 建 设 制 造 强 国、质 量 强 国、航 天

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中国的高铁、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 人 等 产

业已大大领先于世界。与此同时，我国很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还掌握在美西方发达

国家手中，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光刻机、触觉传感器、真空蒸镀机、核心 工 业 软

件等 “卡脖子”技术还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还比较低，整体上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还不够高，我国要成为世界先进发

达工业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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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都有工业现代化发展战略，这些战略由于

受到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世界科技发展的影响有很大差异，但这些战略对

各个时期的工业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战略

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工业化主要实施了如下战略。一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落后，发展极端不平衡，能源、钢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

基础薄弱、分布不合理。重工业成为 制 约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瓶 颈”产 业，加 之 朝 鲜 战

争爆发，在 “生产 资 料 优 先 增 长”理 论 的 指 导 下，我 国 把 发 展 重 工 业 放 在 优 先 位 置，

直到改革开放前，重 工 业 一 直 是 我 国 工 业 发 展 的 优 先 方 向。二 是 实 行 进 口 替 代 战 略。

我国一直以建立 独 立 的 工 业 体 系 为 目 标，始 终 立 足 于 自 给 自 足，实 行 进 口 替 代 政 策，

不断壮大国内工业。三是以外延型发展为主。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

的投入，即靠增加积累、增加生产资 料 和 劳 动 力，而 科 技 的 贡 献 率 不 高，生 产 效 率 提

升较缓慢。四是实行内向型发展战略。工业生产以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为主，工

业产品的出口数量很小，对外资的利用非常有限。除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苏联大规

模对华经济援助外，中国从国外获得的技术支持、资金支持都不大，这一时期的中国

主要立足国内，实行内向型工业发展。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发展战略

在第二阶段，我国 的 工 业 化 主 要 实 施 了 如 下 战 略。一 是 实 行 全 面 改 革 开 放 战 略。

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大量资金、先 进 技 术、管 理 经 验，大 量 外 资 企 业、合 资 企 业 迅 猛

发展，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二是实行出口导向战略。

依靠劳动力优势、资源优势以及后来一些领域的技术优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大

国，２０１２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为１０．４％，居世界第２位 （１９７８年占世界

比重为０．８％，居世界第２９位）。三是实行追赶战略。我国在很多工业领域还大大落后

于世界先进发达国家，主要通过 引 进 生 产 线、技 术、资 金 等 方 式 快 速 发 展 工 业，还 是

以基础工业为主，整体上技术水平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较低。四是开始推行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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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战略。进入２１世纪后，我国开始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

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

备制造业和基础产业。五是开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进入２１世纪前后，国家

开始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

区率先发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工业结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战略

在第三阶段，我国 的 工 业 化 主 要 实 施 了 如 下 战 略。一 是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

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增强工业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科技创

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取得重要进展，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新

跨越，高端产业取得新突破，我国工业整体的科技水平大幅提高。二是实施制造业强

国战略。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

转变，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新兴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

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打造具有战 略 性 和 全 局 性 的 产 业 链，提 升 产 业 链 水 平。三 是

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

略选择，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实现融合发展，通过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

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 区 战 略、新 型 城 镇 化 战 略，优 化 重 大 生 产 力 布 局，构

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工业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五是推进 “一带一路”建

设。其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

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这有利于中国过剩的工业产能在国外找

到新市场，也有利于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同共建国

家和地区的互利共赢。

六、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世界政治经济版图正在深刻调整，中国要想在

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脱颖而出，就 必 须 加 快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推 动 形 成 新 产 业、新

模式、新动能，走中国式工业现代化 道 路。而 中 国 式 工 业 现 代 化 道 路 的 成 功 与 否，关

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领先掌握和运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的新技术，是否能领先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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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否能领先建立起 “社会化协同智能制造”的

生产方式，是否能领先构建起一 个 完 整、高 效、科 学 的 智 能 制 造 产 业 体 系。我 国 的 工

业现代化已进入关键期，我们必须系统谋划，超前布局，把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作为重要着力点，率先掌握运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占据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龙头地位，形成个 性 化、网 络 化、智 能 化 的 生 产 方 式，构 建 起 完 备 的 产

业体系，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推动力和有力支撑。

（一）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夯实新质生产力的根基

“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

前发展的重要力量。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① 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

刻影响国家的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人民福祉。习近平２０２４年３月

份在湖南考察时强调：“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在以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创新方面下更大功夫，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引进国内外一流研发机

构，提高关键领域自 主 创 新 能 力。”② 当 今 世 界，科 技 创 新 成 为 国 际 战 略 博 弈 的 焦 点，

谁能在科技竞争中处于制高点，谁就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新的

工业时代的领军者。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工业现代化的决胜阶段，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都更加需要增加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是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是打破美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围堵封锁、增强中

国工业竞争能力的根本路径，是确保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

证。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工 程，既 要 坚 持 全 面 系 统 的 观 点，又 要 抓 住 关 键，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 向 国 家 重 大 需 求、面 向 人 民 生 命 健 康，完 善 国

家科技创新体系，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打造一支能代表国家水平、

国际同行认可、拥有国际话语权 的 战 略 科 技 队 伍，建 设 一 批 突 破 型、引 领 型、平 台 型

的国家实验室，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实施好

关键核心技术 攻 关 工 程、尽 快 解 决 一 批 “卡 脖 子”技 术 问 题。我 们 要 清 醒 地 认 识 到，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根本路径。

①
②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０４页。
《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２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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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要想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必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科

技的竞争最终都要落脚于产业的竞争，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也要通过产业的变革来

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 的 方 向，是 培 育 发 展 新 动

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具有先导性和支柱性。”① 要把培育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主导产业 作 为 主 攻 方 向，大 力 发 展 科 技 含 量 高、市 场 竞 争 力 强、带 动 作 用 大、

经济效益好、发展前景良的战略 性 新 兴 产 业。这 些 产 业 要 具 有 高 科 技、高 效 能、高 质

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体现出先 进 生 产 力 的 质 态。当 前，我 国 要 大 力 发 展 智 能 机

器人、生物 技 术、新 能 源、新 材 料、高 端 装 备、新 能 源 汽 车、绿 色 环 保、航 空 航 天、

海洋装备等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同时，加快５Ｇ网络、数据

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效、移动、安全、

泛在的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形 成 万 物 互 联、人 机 交 互、天 地 一 体 的 网 络 空 间，为 个

性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产奠 定 良 好 基 础。第 四 次 工 业 革 命 实 质 就 是 以 智 能

制造为主导的产业升级，智能制造将决定世界各国未来的命运。因此，我国要围绕智

能制造来进行科技创新、产业培 育、设 施 建 设、人 才 培 养，为 中 国 式 工 业 现 代 化 的 实

现做好准备。

（三）发展新的生产方式，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潜能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生产方式质的飞跃，反过来，新的生产方式又会促

使新质生产力的潜能得到更好的释放。回顾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使人类的生产方

式发生巨大变化，生产力水平大 幅 提 高，经 济 活 动 的 范 围、规 模 空 前 扩 大，人 们 的 生

活方式发生根本改变。而以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的应用为标志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把人类带 入 个 性 化、网 络 化、智 能 化 的 生 产 时 代。正 在 酝 酿 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彻底颠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大大改变人们的知识技术创新方

式，为人类带来全方位的智能生活。技术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和基础，每一次工业

革命到来之前，技术领域必发生重大变革与进步，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提供技术支

持和保障。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会 化 媒 体、物 联 网、云 计 算 等 新 一 代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的兴起和不断成熟，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悄然来临，我们这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

①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１８　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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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变化。信息物理融合系统 （Ｃｙｂ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ＰＳ）是第四次工 业 革 命

的技术创新基础。① 通过ＣＰＳ实现生产要素分配方式的网络化和智能化，产品研发制

造模式的个 性 化 与 智 能 化，并 据 此 创 造 出 新 的 生 产 组 织 形 态 与 商 业 模 式，最 终 实 现

“社会化协同智能制造”这个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制造业将全面实

现智能化，工厂的生产流程、产品设 计、技 术 研 发、用 户 服 务 等 各 个 环 节 都 被 纳 入 统

一的智能化网络。这个智能化网络可以根据数据自主调整生产流程，并且自动修复机

械故障，以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制造出多样化的个性化定制产品。个性化定制将成为

消费市场的主流，产品将围绕消费者个人的喜好来设计制造。消费者可以借助虚拟可

视化技术，目睹整个设计、生产、安装、运输流程，用户的消费满足感与生活舒适感

将变得超乎想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场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产业革命中，谁先

完成工业体系的智能化升级，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谁就将在工业新时代执牛耳。

（四）构建完备的产业体系，系统集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构建完备的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３月５

日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②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世界奇迹，制造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一，“二百二十多种工业

产品产量世界第一，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 合 国 产 业 分 类 中 全 部 工 业 门 类 的 国 家”。③

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制造业还是 大 而 不 强，产 业 结 构 不 尽 合 理，产 业 链 集 成、协 同 和

优化能力不足，产品创新能力不强，信息化程度不高。我国要想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

潮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加快从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

国、从 “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的进程；必须加快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必须加快实现从传统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理念向个性

化、柔性化、服务化、绿色化、协同化的智慧制造理念转变。同时，我们必须 在 物 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技术上取 得 重 大 突 破，打 造 一 批 潜 力 大、拉 动 力 强 的 新 兴

产业集群。我们坚持创新驱动变 革、效 益 竞 争 优 势 变 革、绿 色 制 造 变 革、服 务 型 制 造

①

②
③

参见韦康博：《工 业４．０时 代 的 盈 利 模 式》，北 京：中 国 工 信 出 版 集 团、电 子 工 业 出 版 社，２０１５年，第

４页。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年３月６日，第１版。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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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坚持将现代化信息技术与工业制造有效融合起来，在制造上实现智能化、信息

化、数字化和自动化的主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

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我们需要加快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着力发展智

能装备和智能产 品，推 进 生 产 过 程 智 能 化，培 育 新 型 生 产 模 式，全 面 提 升 企 业 研 发、

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我们需要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积极推行低碳

化、循环化和集约化，提高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 碳、循 环

的绿色制造体系。我们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ｏｒ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ａｃ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ｐ．Ｅａ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　ｎｅｗ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ｃａｕｓｉｎｇ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ａ　ｎ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ｅａｃｈ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ａｔ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

第１５卷第４期 政治经济学评论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４
２０２４年７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ｕｌ　２０２４

８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ｄａｙ，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ｗａｖ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ｗａｙ，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ｔｒｕ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ｉ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ｄｅｖｏｔ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ｂｏｌｓ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ｚｅｄ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ａ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ＡＳ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