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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如何谋划未来、再创辉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新一轮思想
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
通过半年多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广东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
定》，提出了坚持面向世界、服务全国，努力把广东建设成为“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主力省，探索
科学发展模式的试验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地”的战略目标，确定了科学发展的新思路、
新目标、新举措，进一步为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该书以开放视野和敏捷思维，通过考察实证，较为客观地对广东工业化进程作出了阶段性划分，
提出了广东工业化目前已进入后期关键阶段的新观点、新论断；通过不同角度，具体分析了广东工业
化的成功经验、问题困难与现实挑战，对广东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重要举措以
及评估指标体系及其应用，提出了新见解、新建议；通过纵横比较，认真探讨了信息化建设、产业结
构优化、工业空间布局调整、制度创新、人才战略、法律保障等相关要素，较好地对广东工业化的转
型提出了新对策、新措施。
该书对广东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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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史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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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先后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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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出版著作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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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工业化的综合功能与特征，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改变，通常表现为一个国家
或地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逐年增加。
工业化不仅表现为工业活动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不断高级化，而且意味着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现
代的工业经济转变，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的综合表现就是
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工业化的衍生功能和特征，是指由于基础、扩展与综合功能和特征的变化，或者说由于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和人均国民收人水平的变化而派生出来的工业内部结构、城乡人口分布结构、外贸结构、
需求结构等的变化及特征。
工业化虽然本质上是物质产品生产方式的改变，但在社会再生产中，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它的改变
会引起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系列变化。
例如，工业化改变物质生产结构，从而改变了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就业结构、城
乡人口结构的变化，而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又必然使消费结构、需求结构、外贸
结构等发生变化。
又例如，工业化是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过程，其间必然带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和
选择自由度的提高。
再例如，工业化虽然不等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但工业化是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取代传统的农业生
产方式，以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分散的、简单的、以手工操作为主的个体生
产，这必然要改变社会生产单位的基本组织形态和管理制度，最终也为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提供条件
。
这一点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是工业化使资本主义最终完全取代封建主义，是工业化造就了工人阶级
，使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薄弱环节诞生。
所有这些后续变化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派生出来的，所以属于工业化的衍生功能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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