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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化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趋势，是绝大多数国家由贫穷落后走向
发达繁荣的必由之路，是绝大多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
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繁荣，主要是因为它们早已实现工业化，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之所
以贫穷落后，则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实现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过程之中，还没有实现工业化。
实现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主要的任务，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迈向现代化的基
本任务之一。
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提出2020年要基本实现工业化。
　　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已经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人类社会正在向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时
代迈进的时候，落后国家是否还需要实现工业化、能否跨越工业化阶段通过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信
息产业而直接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经济时代？
有人认为，落后国家先要实现轻工业化、再实现重工业化、最后才能实现发达的工业化，是已经过时
的传统工业化理论；提出在服务化、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时代，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的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信息产业而直接进入后工业社会，不需要再像发达国家
过去那样付出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去实现什么工业化。
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尤其是人口较多、较大的国家，工业化不可逾越
，落后国家直接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经济时代不可能，这条非工业化的发达繁荣之路走不通（本书
将深人分析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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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振兴的世纪！
21世纪的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鲜明：前途光明！
古老的中国将实现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复兴。
　　任务艰巨！
需要完成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跟上信息化步伐的历史任务。
　　问题突出！
面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过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三农
”问题严重、就业任务艰巨、内需不足、出口增加困难、公共品供给短缺、收入差距扩大、弱势群体
救助等深层次问题，2008年又受到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使得出口下降、经济
增长下滑、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具有持续性和普惠性，也就是中国经济能不能又好又快地
持续发展、怎样持续发展？
发展的成果能不能使全体人民共享？
能否使城乡居民普遍受益、如何受益？
　　中国只有有效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才能成功迈向现代化，实现繁荣、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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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主要以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
的比重及其变化的程度和工业劳动力在国家总劳动力中占的比重及其变化的程度作为指标，来衡量一
个国家工业化程度或水平的高低、进程的快慢、是否成为工业化国家。
这是片面理解工业化内涵的结果，仅从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方面以工业产值或劳动力的比重及其
变化作为标准，还不足以比较全面准确地衡量工业化的状况。
因为，仅从工业产值或劳动力的比重及其变化，不能完全反映出产业结构优化的程度、农业劳动生产
率的状况和国民收入的情况。
在工业产值或劳动力的比重较高且提高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畸形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造成经济效益
低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没有相应提高的现象。
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在实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虽然工业产值有较大
幅度的提高，工业增长的速度也较快，但是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服务业太少、农业落
后”的畸形产业结构，结果造成经济效益不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提高极为缓慢。
而且，工业产值的比重与工业劳动力的比重及其变化，虽然一般情况下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正相关，
但也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比如，在优先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工业产值有较大的提高而工业劳动力却没有较
多的增加，因为重工业是产值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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