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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把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启动了
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形成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
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
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现在，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都已提前实现，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
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近30年来发展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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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0.17万亿增加到2007年的12.14万亿，年均增长11.4
％；2007年工业增加值首次跃上了10万亿元的新台阶，居世界第三位。
纵观当今世界60多亿人口中，主要工业国人口约为7亿，所占比例不足12％，而作为占世界人151 21％
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创造了13亿人同时迈人工业化的伟大奇迹，中国的工业化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
最为辉煌的篇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鲜明的特色。
概括来讲，是将现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借助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
形成了具有一定比较优势、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
具体而言，在需求侧，不断挖掘和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增长迅速、持续升级的需求市场；在
供给侧，充分利用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低成本等生产要素优势，形成工业的竞争优势；在体制方
面，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企业微观制度两个层面，持续推进深化改革与体制创新；在对外开放方
面，从兴办经济特区利用政策优势吸引外资，到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劳动力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推
动下的产业转移历史机遇，形成开放型的经济和工业体系。
应该说，这四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中国工业经济的综合优势和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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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和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消费品生产迅速增长，并成为工业化中结构转换
的战略重点，但这种增长重点的转变是对片面重工业化倾向的一种纠偏。
同时，伴随着增长重点的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也由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走向需求导向的市场配置。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消费需求的迅速变化，国内已形成的资本品产业难以满足一部分消费品尤其是耐
用消费品生产的需要，从而形成了部分消费品生产和国内中间投入品生产的断层。
为了支撑消费品生产发展，国家进口了大量的消费品生产线及产品组装件，部分消费品生产的后向关
联对经济的贡献被转向国外。
此外，由于计划的作用被削弱，而市场又难以正常运转，因而必然导致资源的不当配置，从而造成工
业结构的不合理。
改革初期，我国中央政府有很强的经济投入能力和行政调控能力，形成了生产要素投入的稳定结构，
确保了基础工业生产要素的稳步增长，使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基本上保持了均衡的发展。
随着改革深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投资能力减弱，加之行政能力受制于经济参与的干扰，导
致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能力事实上的下降，使基础工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地方政府在市场环境
的作用下，有可能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投资重点，这就使见效慢、投资大的基础产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而投资少、见效快的加工工业得到更多支持；加之国有工业（主要在基础工业部门）发展滞后，而
非国有工业（主要分布在加工制造业）超前发展，这就加剧了中国工业结构在80年代的不均衡，造成
基础工业对加工工业发展的瓶颈制约。
此外，80年代持久的工业结构轻型化，正像改革开放以前片面发展重工业一样，必然会对整个工业产
生不利影响。
工业轻型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工业结构的低度化。
毫无疑问，以农产品为原料和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日用轻工消费品行业多数部门具有传统性，是低需
求层次与低技术构成的行业组类，技术要求水准低、投资少、管理简单、收效快。
而机械电气电子等重加工行业则不同，既要求技术水准高、投资大，经营管理复杂，且见效也慢，这
种技术配置的内涵要求决定着工业发展层次的高低。
整个80年代期间，我国工业要素在轻工行业的重新配置注定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逆高度化发展过程，而
轻工行业比重的上升表明了整个工业结构的层次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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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迈向工业大国30年工业改革与发展回顾》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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