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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自给到科技自强：中国工业发展
战略演进之路

王丹莉

[摘 要]工业化是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命题，独具特色的工业发展历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推进和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一经确立再未改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工业

体系的短板与薄弱环节，新中国的工业发展战略不断调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下实

现产业与区域布局的重构，到改革开放以后对原有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大刀阔斧的调整，世纪之交以信息化

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再到当下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为目标的创新驱动战略，中国

工业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一直处于持续的丰富和发展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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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飞跃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式

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

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现代化。 [1](pp.22-23)而在“中国式现代化”丰富的

理论与实践内涵中，工业化的逐步推进与实现

是极其值得关注的部分。

工业化是 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

最重要的命题。自晚清起无数有识之士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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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国工业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但中

国工业化进程的全面启动以及独立、完整的

工业体系的系统构建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逐步完成的。20世纪 50年代，在国民经济恢

复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提出走以优先发展重

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道路，推动和实现工业

化由此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尽

管工业化这一既定目标一经确立再未改变，

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针对自身工

业体系的短板与薄弱环节，以及复杂多变的

国际环境与经济形势，中国工业发展战略也

在进行着不断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工业发

展的推动力量、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产业

政策的顶层设计都在与时俱进地发展。从

倡导工业自给到推动科技自强，新中国在不

断学习和探索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

化之路。

一、政府主导的工业体系构建：计划

经济与举国体制下的社会主义

工业化（1949—1978）

国家独立与基本统一的实现为开展大规

模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与前提条件。在

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国际环境中，新中国制定了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并逐步付诸实

践，发展目标是为中国构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

的工业体系。计划经济与举国体制下的政府

主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这一时期（1949—
1978）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通过政府强

力推动，中国工业化的产业布局与区域布局都

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工业化的产业布局：以优先发展重工

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构建

在 1949年以前长期探索中，中国共产党

逐步形成了明确的“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

化”、[2](p.146)“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3](p.1081)

的目标，并在根据地、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实践

中高度强调与重视工业自给、公营工业、统一

计划、全民动员等，这些理念与实践对后来新

中国经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根据地、

解放区时期的发展条件相比，新中国所处的

发展环境更为复杂。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实

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基本统一，打破了国内各

区域之间的封锁，但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

新中国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更为严重的经济

封锁。经过长时间酝酿密谋，1950年 1月，美

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以及比利时、

丹麦、挪威等国政府相继批准共同协商达成

的协定，“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委员会”（即

巴黎统筹委员会）宣告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巴

黎统筹委员会启动了对苏联东欧各国的贸易

管制。其中，中国面临的贸易管制尤为严格，

针对中国的贸易管制范围包括“巴统禁运物

资、巴统限量出口物资中的 25种物资、巴统监

管物资中的63种物资、巴统根本不管制的207
种物资”。[4](pp.144-147、305)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封锁禁运直接影

响和改变了中国的贸易格局与贸易管理体制，

也强化了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

易联系。各种生产资料的匮乏与短缺使中国

的经济恢复与建设尤为困难，而贸易环境的恶

化意味着物资、技术、人才等要素必须亦只能

依靠自力更生，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由此走上

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封锁禁运下启动

的工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工业

自给，正如毛泽东提出的，“封锁十年八年，中

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5](p.1496)

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与西

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作为一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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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大国，中国迫切需要构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

系。在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

路线后，中国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在逐步恢

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中国与苏联之间关于人

才、技术、工业建设方面的合作已经开始。“必

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6](p.642)

是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就确立的指导

原则。1953年形成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7](p.602)的目

标，同年在苏联援助下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启动。这标志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

略已经确立。

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并非确立优先发

展重工业战略的根本原因，促成这一战略形

成的最根本原因仍在于长期以来中国过于薄

弱的重工业基础。根据 1933年国民收入调查

数据，中国当时的工厂制造业和矿冶业产值

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合计为 10.2%，而农业

及畜牧业、手工制造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

重合计为 89%。 [8](p.5)从工业部门内部来看，中

国工业资本中仅有20%左右用于“制造生产资

料”的冶炼、机器、化学、建筑材料等行业，其余

80%均用于“制造生活资料”的行业。[9](pp.567-568)

并且，工业生产能力在连年战争的影响下大

大下降。这种国情对于建设工业尤其是重工

业提出了迫切需求。

换言之，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重工业是近

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无法补齐的短板。

在完成国家基本统一，工业化理想即将被付诸

实践时，中国共产党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首

要任务是顺理成章的。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推进以苏

联援华项目为核心的工业建设，“重工业的基

本建设”是“一五”计划的重点。具体而言，电

力工业，煤矿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

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制造大型金属切削

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

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是政府的投资重

点，在“一五”计划时期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

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

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 11.2%，从根本上改变了

此前工业资本分布的产业格局。“以重工业为

主的工业基本建设的目的，是要把我国国民经

济从技术极端落后的状况推进到现代化技术

的轨道上……建立由现代先进技术装备起来

的新的工业”。[10](pp.355-356、360、364)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任务大多超额

完成具有重大意义。“一五”期间实际启动的

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合计 921个，这些项目的建

设及投产使一些中国以前没有的工业得以初

步建立，比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新式机

床、精密仪表、无缝钢管、电子器材制造等，而

这些新工业的成长与发展为中国独立、完整

的工业体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1](p.105)政

府财政支出高度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倾

斜的特点持续了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尽管 20
世纪 60年代党和政府一度调整国民经济结

构，但后来对于战备的强调又强化了向重工

业倾斜的投资倾向。以“积极备战”[12](p.171)为指

导思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次把国防建设放

在首位，对重工业的投资进一步增加，积极备

战的指导思想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总体而言，计划经济时期全部基本建设投

资几乎一半以上都被用于以工业为主的第二

产业，而在工业内部，近九成投资都用于重工

业，冶金、机械、电力、煤炭等领域一直是政府

投入最多的工业部门，其中冶金工业和机械工

业又为重中之重。在改革开放前完成的四个

五年计划中，用于重工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支

出的比重一直大幅高于轻工业和农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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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财政投资带动了工业部门快速发展，中

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构成发生巨大改

变。1952年中国三次产业分别占比 50.5%、

20.8%、28.7%，而 1978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

27.7%、47.7%、24.6%，第二产业已成长为国民

经济重要支柱。具体到工业，1952年工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 17.6%，1978年
该比重已增至44.1%。[13](pp.365、367)

（二）工业化的区域布局：工业发展区域失

衡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工业发展有两个十

分突出的特征，一是前文提及的产业结构的不

均衡，工业生产能力低且工业中的绝大部分是

轻工业，重工业基础过于薄弱。二是工业发展

情况在区域间极其不均衡，有限的工业主要

集中于几个省份甚至是几个城市之内。上

海、天津、青岛、北京、南京、汉口、广州、重庆、

无锡等少数城市几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工

业，以 1947年的数据为例，从数量上看，全国

97%的工厂和 98%的工人都集中在上述城

市，而上海一地的工厂数量占全国的 60%，工

人数量占全国的 61%。 [14](p.79)这种工业生产偏

集于少数几个城市、区域间极度不均衡的局面

严重影响产业链的合理构建与国民经济的整

体协调发展。

除优先发展重工业外，“改变工业的地区分

布”[15](p.185)同样是“一五”计划酝酿初期就确立的

一个重要方针和任务。“工业基本建设的地区分

布，必须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10](p.365)“在全

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

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

固国防的条件”，以改变原有工业地区分布不

合 理 的 状 态 ，“ 提 高 落 后 地 区 的 经 济 水

平”[10](p.365)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进行工

业区域布局时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这时起，中

国工业投资在各区域间的分布就必须和国家

的整体及长远利益相联系。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一方面利用东

北、华东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推进工业建设，

另一方面开始在华北、西北、华中等地筹建新

的工业基地，并规划了连接新旧工业基地的铁

路线路，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也开始起步。在

最初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694个工业建设单

位中，有472个分布在内地，222个分布在沿海

各地。新的工业基地的筹建是出于重工业发

展的需要，“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我国广大地

区的经济生活”。[10](p.269)

从工业投资的区域结构来看，自第二个

五年计划起，政府的财政投资开始明显出现

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特征。从 1963年到 1975
年，四川重庆获得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全国基

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名列第一，超过

其他所有省份。20世纪60年代中期启动的以

西南西北地区为建设重点的“三线建设”深刻

改变了中国工业的区域布局。“三线建设”的

目标是举全国之力“把三线的国防工业，原

料、材料、燃料、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以及交

通运输系统逐步建立起来”，使之成为重要的

战略后方，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建设上

的战略布局”。[12](pp.171-172)到 20世纪 70年代，对

四川、湖北、陕西等省的投资仍高于其他省

份。政府对三线地区的大规模投资以及一、

二线地区大量工业交通企业、科研院校和设

计单位的西迁，推动了三线地区的工业快速

发展，位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西北地区

的三线省份产业结构发生明显改变，第二产

业占比不断上升。位于云、贵、川、陕等省的

工业基地逐步建立，改变了以往中国区域发

展失衡、工业生产过于集中于东部的局面。

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年改革开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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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党和政府主导的投入完成了一个后发大国

工业体系的基础构建，使我们拥有了相对独

立、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工业体系，工业区域布

局也完成了重大调整。

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政府与市场

共同推进的工业化（1978—2012）

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完成

了初步构建工业体系的艰巨任务，至1978年中

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16](p.11)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

中国的产业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初步完

成构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之后，中国

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对原有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所有制结构

调整，工业生产、投资的主体逐渐实现多元化。

政府对产业发展由计划经济时期的直接主导

逐步转变为宏观层面的引导与调控。虽然政

府职能和作用发生了转变，但产业发展中的短

板始终是党中央高度关注的重点。面对经济

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始了

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一）政府与市场：工业化的双重推动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改革

开放的进程，从这时起，党和政府开始不断调

整原有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以克服计划经济

存在的弊端和问题。20世纪 80年代中期，增

强企业活力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

节”，[17](p.347)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国有企业在

生产、投资、销售等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被赋

予越来越多的自主权。政府不再过多直接干

预和介入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在国有

企业的投资中，源于国家的资金所占比重日

益下降。

从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的“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党的十三大报告倡导的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党的十

四大报告正式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目标，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所

有制结构调整加快。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明确提出，要“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

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

济发展”。 [18](p.458)此后，党和政府不断出台政

策，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改善

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条件与市场环境，推动垄

断行业改革，引导、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包

括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在内的诸多领域。在政

策持续的鼓励与推动下，个体、私营、外资等多

种经济形式经历了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

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国有经济

是国民经济的绝对主导，而到了 2000年，在全

国 16.29万家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数量仅

有4.24万家。[19](p.4)和数量同时变化的是各种经

济类型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

1981 年 国 有 经 济 工 业 产 值 所 占 比 重 为

74.76%，①而2000年该比重为47.33%，到“十一

五”规划完成的 2010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至

26.61%。 [19](p.19)各种经济形式在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中所占比重亦发生明显改变，从1981年
到 2000年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

所占比重下降了近 20个百分点，在 2000年前

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由非国有经济

完成，2010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建设规模

①同年集体经济工业产值占比24.62%。

-- 15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2年第12期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建设规模中的比重进

一步下降至 36.3%。 [20](p.24)[21](pp.18-19)不论从投资

还是产值的角度来看，推动中国工业发展的微

观经济主体都日趋多元化。

在微观经济主体逐步转变的同时，市场体

系的建设也在推进。党和政府不断探索政府

与市场关系的科学定位。20世纪 80年代，党

和政府开始改革原有价格管理机制，缩小由国

家定价的商品范围、减少政府对市场定价的

干预，逐步建立和完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新

机制。由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更

多强调和重视。为了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

序的市场体系，党和政府在改革中陆续出台

大量规范市场秩序、统一市场规则、加强市场

监管的政策与举措。商品、土地、资本、劳动力

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财税、投

融资领域的改革也不断深入。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进程中，政府不

再是主导投资、推进工业生产的主体，其扮演

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发生了转变。1978年以

后，政府更多是通过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对一

些产业的发展加以引导和推动。在初步建立

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政府开始调整积累

和消费的关系，改变以往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

模式。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从银行贷款、能源

供应、技术改造、利用外汇等诸多方面实行向

轻工业倾斜的政策，大幅度增加对轻工业和农

业的投资力度。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轻工业

和农业的产值增速明显高于重工业，从而使以

往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投资比例失调的状况

有所缓解。

20世纪 80年代，尽管加工工业一直保持

较快增速，但农业、能源、运输、原材料等基础

产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却明显滞后，因此，“集

中力量发展农业、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础

产业”“同时控制一般加工工业的发展”成为当

时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22](pp.2-4)20世
纪90年代，党和政府通过投资倾斜等举措继续

推动资金更多用于“加强能源、交通、通信、重

要原材料以及水利等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的

建设”，同时将电子工业确立为带头产业，从投

资、设备、技术研发等各方面为电子工业的发

展和应用创造条件。[23](pp.218-220)值得注意的是，

为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党中央明确提出

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

奋斗目标。[23](pp.159、161-163)这一时期，水利、交通运

输、能源、通信等领域的建设明显加快，逐步缓

解了这些领域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而伴随着

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和工业品产量的

快速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

告别了短缺经济，工业品供不应求的状态逐渐

为供过于求所取代。

（二）推动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对新

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尽管制造能力和生产规模快速提升，但

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

上是基于高投入、高能耗实现的，各种能源、

矿产资源和原材料的消费量以及单位产出的

能耗都居高不下，由此带来工业生产经济效

益的下降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影响着中

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另一个值得关

注的问题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地位和

扮演的角色。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全

球经济体系，成为国际贸易与国际产业分工

的深度参与者。然而，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

重要支撑则是加工工业，中国因为加工组装

生产而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造能力与技术领先于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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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突出问

题是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而高水平生产能力不

足，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大量不可或缺的重大

技术装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技术含量高

的产品都必须依赖进口。[24](pp.27-28)由于没有掌

握一些领域的核心技术，中国产品的附加值

低，因而获得的利润也很低。如何提升中国企

业的产品竞争力与技术水平，在国际分工中由

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中高端是我们必须面对和

解决的问题。

为顺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党的十五大

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要在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推进新兴产业、高技

术产业的发展，“把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

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 [25](p.904)21世纪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更是强调“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

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

措”，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以信息化带动工业

化”。我们党明确将信息化作为“我国产业优

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在

政府管理、公共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等各个方

面加快信息化建设的步伐。[23](pp.80、82)

高度关注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对工业化进

程深远影响的理念后来被进一步完善。党的

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即

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

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

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

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5](pp.1250-1251)在经济

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

发展的可持续性。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

国对于经济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规模的扩张与速度的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

内容。

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继续加强基

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我们党提出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以从整体上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等要求，“把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

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

节”。[23](pp.4、6-7)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同时要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增加

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

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还明确要“发展现代

产业体系”，继续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实

现工业由大变强的目标。[25](pp.1723-1724)

高新技术研发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得到

党和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支持，2010年国

家做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节

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被确

立为培育和发展的重点。[26](p.942)提高产业的核

心竞争力是我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重要目

标之一，既要引导和推动具有更高附加值和

技术含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还要加

大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力度，共同推进“制造

业由大变强”。 [26](p.981)面对发达国家的科技优

势和技术封锁，我们需要增强自身的技术积

累与创新能力，在不断探索中实现可持续发

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制造业规模不

断扩大的中国，亟待完成经济增长由量到质

的转变。

三、创新驱动：走向科技自立自强的

制造强国（2012—）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特征。在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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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形势下，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

与问题，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与动力变革，党和政府启动并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在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推动战略新兴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不断提升中国的自

主创新能力与产业技术水平，从而实现产业

链的重塑。中国的工业化在制造强国与科技

自立的目标中继续推进。

（一）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尽管率先克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

不利影响，逐步实现经济恢复与增长，但全球

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以及自身存在的结构性

与体制性矛盾，使中国经济发展还是面临诸

多挑战。自 2013年起，党和政府开始着力推

动传统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工作，并不断

加大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的力度。在酝酿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时，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7](p.792)以此作为

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去产

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拉开序幕。中国要“用改革的办

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

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从生产端入手促进过剩

产能的化解和产业的优化重组。 [28](pp.173、175)中

央财政先后拿出上千亿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水

泥、平板玻璃、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在推

进“三去一降一补”中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与

提升。

从发展理念到发展方式再到发展重点，党

和政府都开始了新的调整。2017年 10月，党

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必须贯彻新发展理

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9](pp.15、21)供给侧改革的

目标正在于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调整

存量、引导增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

市场的需求，实现供需之间的良性互动。“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新时代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29](p.138)

（二）制造强国：创新驱动与科技自立进程

中的工业化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

中，中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的、

依靠要素投入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为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21世
纪以来，中国在技术引进方面表现出的一个突

出特征在于设备引进的比重已经大幅度降低。

但在各种技术引进方式中，“专有技术的许可

及转让”“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所占的比重却

越来越高，历年的合同成交额远高于其他技术

引进方式，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的技术需求日

益从“硬件”转向“软件”。一些领域的核心关

键技术的积累与“刚性”需求成为中国企业发

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和重塑世界的

产业格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只有不断创新才可能满足产业新体系构建

过程中的技术需求。在致力于改造传统产业

的同时，中国也加快了对新产业、高技术产业

发展的推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2015年，党和政府提出必须加快实施这一战

略，不仅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还要构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

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27](p.420)将在市场

环境、产业政策、科技管理、金融支持、人才培

养、成果转化等各个层面着手构建激励创新的

长效机制。

尽管有备受瞩目的制造业规模，但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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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领域，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

明显差距。为了改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

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

外依存度高”的局面，2015年国务院批准了《中

国制造2025》规划。《中国制造2025》提出“力争

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在

《中国制造 2025》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领域被明确为战略重

点。[30](p.42)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与自主发展能

力、提升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与国际竞争力是

《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内容。

2015年 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

出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和智能制造工程等，大

力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

航空航天装备、电力装备、生物医药等具有高

科技含量的新型产业的发展。[27](p.797)“十三五”

开局之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规划》，提出中国将依托于网络经

济、高端制造、生物经济、绿色低碳、数字创意

五大领域“实现向创新经济的跨越”，信息技

术产业、高端装备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

业、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是

“十三五”时期国家推动的重点。同年 5月，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到

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目标，而包

括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智能绿色制造技术、

现代农业技术、现代能源技术、生态环保技

术、现代服务技术等在内的产业技术体系的

创新是《纲要》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7
月，《“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出台，规划

提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技术

体系”，为中国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提供技术支撑。[31](p.11)

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在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实体经济仍然是中国

“发展经济的着力点”。[29](p.21)从国际环境来看，

近年来与全球贸易规模扩张相伴随的一个值

得关注的现象是实体经济领域的“去全球化”

倾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再工业

化”，一方面通过优惠政策促进制造业回流，另

一方面瞄准先进制造业，加大政府对高技术含

量产业的支持力度。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

加值的先进制造业成为各国关注和推动的重

点。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潮流的逆转表

现得更为明显，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不

再是自由贸易的倡导和拥护者。2018年起中

美之间不断的贸易摩擦、西方发达国家日益鲜

明的贸易保护倾向以及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

使未来的全球贸易环境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安

全、先进、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条对当下的中国

尤为重要。

面对工作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

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领域的技术瓶颈，中

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

根本性改变”。2018年 5月，习近平在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仍需“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是

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

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

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29](pp.462-464)

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应对国际形势的复杂

多变，中国努力实现产业链的重塑，“着力打造

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32](p.497)

一方面要巩固提升原有优势产业，另一方面

还要补齐短板，确保重要工业品自主可控的

生产与供应。

在一如既往保持开放、积极维护开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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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我们亦坚持扩大内

需，努力推动国内的经济循环。在关于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未来目标的筹划中，党中央强调

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

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

键核心技术攻坚战”，[32](pp.790、793)要通过创新驱动

发展，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把中国建设成为

科技强国。

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不断加大对科技创

新的支持力度。“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工业

增加值由 2016年的 23.5万亿元増至 2020年
的 31.3万亿元，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速分别达

到 10.3%和 8.4%，明显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

业。 [33](p.16)“十四五”时期，中国将不断“推进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加快数字

化发展和数字社会的建设步伐，同时“统筹

新兴产业布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

控能力，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通过税

收、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加速先进制造业

的发展，[34]在壮大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加快制造

强国建设的步伐，构建和发展自己的现代产

业体系。不断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与科技创新

能力，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仍是中国工

业化努力的方向。

中国工业化战略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

过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一切从实际出发，围绕着实际问题而“作出符

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是中国

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坚持的科学方法论。 [1](p.17)

尽管产业政策、工业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模式

几经调整和变迁，但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不

断深化进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始终如一，

正如习近平强调：“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

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2](p.823)在这一既

定目标下，我们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中坚守

一条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下实现产业与区

域布局的重构，到改革开放以后对原有经济

体制和产业政策大刀阔斧的调整，再到世纪

之交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以及当下

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和制造

强国为目标的创新驱动战略，中国工业发展

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一直处于持续丰富和发展

中。我们党和政府具有长远的目标与战略规

划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征，而“远

目标政府”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政策、规划的连

贯性以及从未中断的实践。

值得强调的是，单纯从经济层面去理解

新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及这一战略引领下的工

业化进程是不够的。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举全国之力推动的社会主义工业

化，到 21世纪中叶中国将要实现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目标，[16](p.71)新中国的工业化战

略所追求的目标始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经

济层面的富强与发展，完成一个后发大国的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构建；二是不断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社会发展的公正、平等

与发展成果的共享，在更广大范围内增进全

体人民福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社会主

义理想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一以贯之的目标与

追求。未来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

中国工业化迈向新的高度，推动中国由制造

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从而实现到 21世纪中

叶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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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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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Scenes of Localizing and Modernizing Marxism in China：：Localizing and modernizing Marxism has its specific meanings of the times
and specific historical scenes.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in depth the internal-log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relevant concepts, focus on the thematic
practice on which the loc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s based, and summarize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tasks of the CPC as the innovation
promoter of localizing and modernizing Marxism.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further understand and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localizing and modernizing Marxism. (Cao Yong-xin)
From Industrial Self-Sufficiency to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dustrializatio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roposition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Although the goal of
promoting and realizing industrializ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never change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New China have undergone continual adjustment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o address the shortcomings and weaknesses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They started with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layout under the policy of giving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continued with the drastic adjustment of the original economic system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tretched to the new industrialization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the co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d evolved into the
current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aiming at achiev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New China have been continual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unique histor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a core element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ang Dan-li)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Labor Process in China: An Industrialization Perspective：：The mechanism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aspect of
labour process is as followed. From the macro level, the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formulated by the state over a period of time determines the
overall labour relations and the labour protection system in the labour process; from the meso level,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layout in
China depend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technical level of labour materials, especially that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from the micro level, the
organization mode and technical level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irectly affect the way they control labour.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from the
general objectives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to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ial labour process, all of them have reflected the
value tenets of the primacy of labour and the people as well a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fundamental that define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labour process in China. (Hu Ying and Fang Tai-kun)
Cultural Nihilism under the Threshold of Algorithm: New Symptoms and Coping Strategies：：As a new logic and rule s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
algorithms with their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have profoundly changed the way of cultural discourse and scene structure of the times. They
present the cultural tension between value and instrumentality, popularization and vulgarization, precision and segmentation, dominance and
pluralism. Consequently, cultural nihilism in the algorithmic scene displays“deep falsification”in an attempt to“disguise the real”, adopts“label
management”to promote“precise targeting”, propagandizes“pan-entertainment”to create“user addiction”, forms“invisible”traces through

“black-box”algorithm, and lead to“blind identification”under the effect of“information cocoon”.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unswervingly
guide tool rationality with value rationality, crack the cultural emptiness with quality content, promote cultural innovation through algorithmic
advantages, and ensure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under scientific supervision. (Wei Yong-an)
Life Discipline Education of the CPC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Era: Good Tradition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PC, life disciplin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disciplinary requirement.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Party’s fine tradition of life discipline
education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years suggest that the Party over different periods laid emphases on strict life discipline and formed a fine
tradition of life discipline education, that i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xemplary role of the“critical minority”, promoting through various means Party
members’conscious compliance with life discipline, constantly enriching life discipline education according to practical requirements, and
gradually systematizing the experience of life discipline education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Their concrete measures include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guidance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establishing assessment criteria for cadre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life discipline education, combining overall promotion with implementation at each leve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discipline education for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safeguarding the results of life discipline education through legal supervision by the people, summarising, promoting and
institutionalizing life discipline education in a timely manner, and improving the monitoring system. (Dong Zhi-jie)
Algorithmic Capitalism: Redefining the Logic of Surveillance and Exploitation：：Technological capitalism has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industrial capitalism to digital capitalism. Algorithmic capitalism is an advanced node and model of digital capitalism. Platform is
the field and cornerstone of algorithmic capitalism, which is rooted in the interlocking of technological bondage and digitization, namely“people+
mobile phone+platform (algorithm)”, so as to realize the surveillance and exploitation of digital laborers in all time, in all places and in all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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