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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三中全会以来最重大的理论创新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是当代中国调整和改革工业化战略的根本依据。同既有的工业化道路相比，当代中国的工业化，不仅要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政治方向，而且还要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色：第一，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情

和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决定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或经典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翻

版，必须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第二，就中国工业化进程而言，最大的改革就在于给社会主义工业化引

进了市场手段，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崭新道

路；第三，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中国工业化必须根据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

点，探索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工业化新模式。同时，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时代主题转换为中国工业化提供

了向外学习、加快发展的新机遇，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内外双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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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认真地分析了国际形

势和中国国情，逐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了

中国已经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

断，并且向全党提出了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工业化和

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对国情的重新定位和对国际局势

的新判断赋予中国工业化新特色、新动力与新机遇。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工业化的新特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中国工业化新的特

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重

新定位，也是对中国工业化重新定位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纲领和任务决定了中国工业化的新特

色。当代中国的工业化，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正确的

政治方向之外，其他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主要有以下 3个

方面：

首先，中国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业化，必须

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

任务使中国工业化有了非常明确的定位：它是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工业化，又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一方面，“逐步摆脱

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由农业人口占很

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

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1]，这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我

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点低，虽然经

过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快速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工业化程度

不高、市场经济不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自然经济半自

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社会，经济、技术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

还处于不发达阶段。这是中国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基础

和出发点。中国工业化必然要体现现阶段这样的国情。另

一方面，由于起步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薄弱基础之上，

中国社会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

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典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于苏联那样

在工业化基础较好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社会，同时鉴于当今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中国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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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再也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或经典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

式的翻版，在经济体制、工业化的主体等多方面都必然体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色，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

业化道路。

其次，中国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

化，必须选择合适的具体实现形式，走出一条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下，由于时代和视野的局

限，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视为水

火，给市场和计划这两个配置资源的具体手段也赋予了制度

属性，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现，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这个奉为不可移易的圭臬和教条。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认真的观察和审慎的判断，中国共产

党认为不仅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兼容，可以为社会

主义服务，而且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手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自然经

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

的历史阶段”[1]，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来说，最大的改革就在

于给社会主义工业化引进了市场经济制度，最大的特色就在

于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工

业化的崭新道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之一，就

是要充分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提供的难得机遇，抓

紧完成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逐步缩小同

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再次，中国工业化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工业化，必须选

择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格局的工业化多主体模式。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到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

公有制，我们一直严格执行单一主体参与的工业化，国营工

业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承担了中国工业化的责任。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逐

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

制。

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的基本经济

制度相适应，中国工业化主体结构必然是国有企业、集体企

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个体企业等多种主体并存。中国

正在走一条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工业

化单一主体参与的工业化道路。多种所有制工业迅速发展

和非国有工业的作用不断上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

业发展机制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从 1979年到 1990年，国

有工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大大下降（降低了 31.5 个百分

点），集体工业的贡献率大幅度上升（提高了 5.6个百分点），

个体工业和其他工业的贡献率也达到 10.8％。非国有工业

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明显地决定着整个工业的速度，其增长

率的波动日益突出地影响着整个工业的波动。工业增长格

局的变化同时也导致了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工业化的新动力

改革开放是时代主题转换新判断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的必然结果，是应对形势变化的必然国策。改革开放是

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总体方法，是当代中国的立国之

本，自然也是中国工业化的总体方法和总体方略。改革开放

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双重驱动力，使中国工业化驶上了快速

发展的高速路。

（一）改革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内在动力

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工业化的必然要求，我们

不仅要改革“革命与战争”时代主题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

业化战略和策略，而且还要改革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相适

应的各类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近

30年间，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是一

种“防御性发展”①，“中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张扬不止的求强意

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世界战争假设基础上的民族

防御意识。它所表达的工业化要求，实际上是一种高度计划

经济体制下，以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军工体系”[2]。为了防止

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优先发展以国防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就

成为必然和合理的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伴随计划经济和

高积累而生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中国工业化在落后

的经济技术基础上起步，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落后这 3
个劣势因素相互作用，强化了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其成

为一个长期难以治愈的顽症。只有在确立时代主题转换的

新判断之后，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调整和改革工业化发展战

略，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理想，适当降低

重工业的比重，适当提高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的比

重，使国民经济结构建立良性的循环运行机制；只有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彻底调整

和改革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方式，以市场合理配置中国工

业化所需的各种资源，才能彻底调整和改革国家对企业的管

理方式，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中国工业化的主

体，允许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国家工业化进程。

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工业化逐步形成持续发展的动

力。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按政府

的意愿积聚到最急需发展的行业，它使中国能在很短的时期

内迅速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它却没能建立持续的技

术创新机制。一个国家有没有持续的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创

新能力的强弱，取决于经济体制内部有没有技术创新的动力

和压力及其强弱。没有持续的技术创新的动力与压力，势必

产生低效率。1978年以后，工业领域的改革沿着 3条主线推

进：一是塑造国有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使企业真正

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二是促进工业领域非公有

经济成分的发展；三是引导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

这样，企业不仅逐步增强了以技术创新推动发展的内在动

力，而且国内外竞争增强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外在压力，从而

形成了以创新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二）对外开放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外在动力

经济开放是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活动，与外部经济在

商品（劳务）交换、商品（劳务）生产和分工、生产要素流动等

方面，保持和增强联系的一种状态和过程，对外开放是中国

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不开放就没有工业化，没

有在封闭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必须对外开

放”[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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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联系更加紧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实行对外开放是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

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必然条件。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会见联

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就明确地谈道：“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

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

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4]

对外开放使中国工业化持续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增强。

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

许多国家都通过保护本国幼稚工业来促进工业化，中国自然

也不能例外。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内外、主客观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中国工业化基本上走的是相对封闭和高度保护下的

全面进口替代的道路。然而，过度的保护性贸易体制和高度

封闭的经济环境，也使国内企业感受不到来自国外的竞争压

力，从而不利于技术创新。在国际经济技术发展和交流迅速

的今天，竞争取胜的关键越来越取决于技术创新，开放则增

强了竞争，从而增加了技术创新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改变了中国的市场条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由分割走向接

轨，国内市场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有机部分，来自国外的竞

争压力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开放也使中国能通

过技术引进而获得后发优势，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技术引进

和资金流入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增长速度，促进了产业结

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5]。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产业组

织结构都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持续进步。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使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

中全面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施改革开放国策，重开国门

之后，面对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形势，党中央和邓小平深刻

认识到中国工业化自闭于国际潮流之外带来的危害和中国

与世界的差距。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

放是中国工业化的直接动力。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工业化的新机遇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代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背景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开放发展的新机遇：

（一）对外开放，向外学习的机遇

虽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没有改变，但

这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未来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一种竞争共处的关系。“社会主义

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

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

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工业革命肇始于西方，工业化发展

于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世界工业化运动经历了几百年

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对外开放加强同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交流与往来，取长补短，学习其成功的经验，

避免其失败的教训，这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来说是十分有意义

的。

（二）发展的机遇

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之一，它要求我们“要牢

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

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7]。在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主题下，经过世界各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在今后一个较长

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

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难得的和平机遇，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平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

第一要务，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

道路有机地结合起来，扬弃传统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

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开创一条工业化的新路。

注释：

①“防御性发展”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基本内涵如下：

改革开放前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决定了中国把防御放在

第一位，发展的逻辑起点和阶段性目标都在于防御。高速

度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抵御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保卫国家

安全，同时为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重工业优先

发展战略正是防御性发展的反映。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发

展是一种“防御性发展”，其核心是为了保障国家生存和为

未来发展奠定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

的正常提高；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成长性发

展”，其核心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

详见：《论新型工业化道路与科学发展观的统一》，《河南师

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新理

论、新方法、新体系》，《新乡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王海光.从求强、求富到人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 50年

发展战略的反思[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4）：46—49.
[3]金碚.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若干理论问题[J]，重庆工商大

学学报，2004，（3）：5—8.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林云.新中国工业化的回顾与展望 [J].财经研究，1999，

（11）：40—46.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责任编辑 吕学文

（E－mail：dalishi＿sohu＠sohu.com）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