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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经济金融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看，重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往往催生对经济理论的反思，并成为经
济学发展的重要契机和现实推动力。
当前，我们正处于发端于美国、并迅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中，对于当前全球发展路径的反思已经
开始初露端倪：如何看待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全球化的新发展？
如何看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影响及其变化趋势？
金融危机会对全球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带来哪些影响？
可以相信，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突破，必然会对发展经济学以及整个经济学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到明显的冲击，但是依然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对危机的
强大应对能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而中国经济在危
机中的良好表现，同样也会成为研究的新主题。
　　撇开短期的市场波动与危机，纵观全球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十分
明晰的历史轨迹：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工业化是其必经
之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工业化问题始终是国家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正由于此，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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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研究中国内生性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通过剖析内生性新型工业化理论支撑体系及主要影响因素等。
初步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比较分析大国工业化发展模式。
探寻内生性新型工业化理论的历史经验证据。
同时，以所提出的内生性新型工业化理论为依据，深入分析中国内生性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规律。
指明中国内生性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及政府在内生要素制度安排角色中的新作为。
    本书适合从事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发展研究以及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教学
和科研方面的教师和研究生以及政府决策者、政策研究者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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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正，男，中共党员。
生于1964年8月，浙江省温岭市人。
先后求学于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瑞典管理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等，获工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广东省汕尾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汕尾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陆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总经济师兼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云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昭通市人民政府市长。
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在宏观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经济学等领域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持并参与过十多项中央和
省级重大课题研究。
获得多个省部级奖励。
曾出版《中国利用外资与对外贸易政策指
南》、《BOT项目实施指南》、《世纪回眸》、《节约型社会辞典》等十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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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路径　　一、研究方法　　（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
是。
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在承认物质第一性、承认客观事物存在的同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如
实地、尽可能多地掌握有关事物的第一手资料，而不能用主观想象、猜测、原则去代替实际，这是实
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
同时，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动力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
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概念。
要深入地研究事物发展，就不能不回答事物发展的根源和动力问题。
　　本书对大国工业化模式的研究，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尊重历史，回顾世界历史、经济
发展的变迁过程，从分析大国工业化的背景人手，对工业化的历程、工业化发展引起的三次产业结构
、工业化内部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和经济增长的相应关系进行认真、翔实的研究，通过研究获得的大
量事实材料，是“求是”所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
但是，要真正找出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性事实的单纯罗列上，而是要抓住
事物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
规律性是从客观事物本身抽象出来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决不是人强加于事物的。
本书就是在掌握大量确凿的客观实际材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总结了大国工业化模式
的特点及对中国的有益启示，做到了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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