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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路线，纠正了
前2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30年来，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
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按可比价格计算，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14.93倍，年均增长9.77％，2007年的工业增加
值比1978年增长23.6倍，年均增长11.5％。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多位居世界前列。
2007年与1978年比较，原煤产量增长2.84倍，原油增长77.6％，发电量增长10.16倍，钢材增长21.64倍，
水泥增长20.23倍，汽车产量增长52.6倍，乙烯增长23.7倍，化学纤维增长72倍，集成电路增长1103倍，
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冰箱和洗衣机分别增长22039倍、1260倍和89000倍。
从生产资料到生活消费品，告别了严重短缺，基本保证了国内生产、建设和13亿人口的消费需求。
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额由1978年的约5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1500亿美元，增长了229倍，年均增
长20.6％。
中国已成为工业生产大国，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工业产品产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工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工业增加值的构成中，资本和技术
密集型的重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57％上升到2007年的70％，其中以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航空航天设
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传统产业的增长速度，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比重显著
提高。
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由1978年的20年以上缩小到目前的10年左右。
石油开采、钢铁和有色金属、航天、发电设备等重型机械制造、电子通信设备制造、数控机床等行业
的大型骨干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正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资源、资本密集型行业呈现生产集中化的趋势。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工业企业的数量逐步增加，竞争力不断增强。
我国工业正在由工业生产大国向工业生产强国迈进。
　　30年来，我国工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这条道路既汲取了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也借鉴了国际上一些
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成功做法。
这条道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调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
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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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报告是工业经济研究所连续编写的第十三本年度研究报告，其主题是：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
该报告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系统地回顾了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工业
领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渐进历程，阐述了改革开放30年我国工业领域管理体制、发展环境的变化与
调整，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分析了我国工业在世界所处地位的变
化以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探讨了我国工业领域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任务和对策建议。
    该书由总论、综合篇、产业篇、地区篇、企业篇，共38个专题报告，包括：我国工业化进程、工业
管理体制变革、工业发展战略调整、工业增长与市场供求、加入WTO后对我国工业影响、国家区域政
策的调整与展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企业管理现代化以及主要工业行业：能源、钢铁、石化、电子
信息、等。
书中还附有全国和地区相关统计资料、2007年中国工业大事记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科研人员评选出的“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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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方谈话，进一步破除了“左”的思想束缚，
为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
向。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20世纪90年代工业发展的新目标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
：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依靠优化结构、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努力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国务院对“八五”计划进行了调整，即把原计划1991～1995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年均增长6％调整为
年均增长8％～9％，到1995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
　　工业发展的目标是，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继续加强能源
、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机械、汽车、石油化工、建筑材料等支柱产业
的发展，大力发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
　　20世纪90年代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加快工业增长的有利条件：一是我国继续保持了社会与
政治稳定的局面；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使我国社会经济更加富有活力，为经济的
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有效的制度基础；三是经过改革开放实践的探索，积累了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
中驾驭和调控经济运行的经验；四是我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仍处在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工业快速增长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五是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
还比较低，到2000年基本实现小康水平的目标为工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六是中国
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将继续促进工业品出口贸易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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