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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工 业

生产力与工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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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基地，并努力改变了交通运输条件，使这些地
区的经济有一定改善。

3.工业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和不协调。即工
业各部门和各地区的技术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种
生产力之间也不协调。这是一个很正要、很显著的
特点，值得特别注意。

中国现在同时存在名四种工业生产力I (1) 
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如每秒钟运算1亿次
以上的巨型电子计算机，发射和回收人造 地球卫
星， 4063立方米的大高炉； 30万千瓦以上的发电机
组， 30万吨合成氨设备，机电一体化的先进机床，
等等。(2)国内大多数工交企业正在使用的一般
水平的机械化、半机械化设备，大体上属于产业革
命以来的近代生产力。(3)大多数乡镇企业、一

部分城市中小企业仍在使用的手工工具，大体上属
千产业革命以前甚至古代的生产力。(4)在边远
地区，依然存在着更为落后的原始生产力。由于这
四种生产力的不协调，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米的一系
列问题，造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种种 困
难，成为 困难的最深根源之一。

从整个工业来看，各部门的技术装备也有很大
差别。据1985 年对 19000 个重点企业的 1200 多种
主要工业设备技术的普查，设备性能达到国际一般
水平的占12.9%，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占21.8%,

这些设备的分布也不平衡，主要货中在新兴工业以
及石油化学工业、黑色冶金工业、石汕开采工业、
煤炭工业和纺织工业等部门。

至千全国各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就更为人
所熟知。八十年代以来在实行沿泭地区率先对外开
放的战略下，国内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
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1985年，各大地
区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正＄东部地区为
59.6%，中部地区为27.5%，西部地区为12.9%。

4.就业结构转化落后千产业结构转化。 1949

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尸值占70%，工业产
值占30%。1978年，这个比例发生了正大变化，在
国民生产总值中巳有70％是由工业提供的。中国的
产业结构，巳接近于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 1000 美

元的国家。但在就业结构上，农业劳动力仍占总劳动
力的70%，这又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美

元
的 国

家相近。这是中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
难的又一主要根源。

（二）中国工业化程度的评估
来，中闰的工业化进展到何种程度，

建 国四十年
可从下列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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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予以说明：

第一， 在整个国民经济休系中， 工业发展表现
得相当突出。 工业总量的增长， 虽经历几番起伏，
但仍旧获得了较高的平均速度。 特别是1979一1989

年的十年， 按工业总产值计算， 年递增率达到10%

左右， 这个数字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田家和发达国
家。 中国不仅整个工业实力不断加强， 很多重要的
轻、 重工业品产最己居世界前列。 在七十年代前期
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后， 工业所占份额继续
扩大， 中国巳从农业国开始变为农业一工业国。

第二， 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 以工业为主要
内容的第二产业，巳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按国民生
产总值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 过去的序列是 “一、
二、 三” ， 现在则巳变为 “二、 一、 三” 。 值得注
慈的是， 中国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 巳明显地高于
一般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

第三， 工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巳经
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是新行业和新产品不断出现，
门类渐趋齐全， 走向工业的体系化l二是从以农副
产品为原料的传统加工工业占大宗， 逐步增加以生
产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为主的原材料工业和机械制
述工业， 开始走向工业的高度化。

第四， 以上达进展为契机， 工业的技术结构水
平有了显著提高。 不仅上业本封， 由于掌握了越来
越多的先进技术， 获得了自我改造的能力， 从而逐
步由手工劳动转向半机械化、 机械化和自动化；并
且有可能凭藉自己的技术优势， 对包括农业在内的
整个匡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

第五， 工业本身具有了自我积累的功能。 中国
的工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创造财富的巨大力益。 这
不仅表现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工业的税利，
并且在全社会的经济流程里， 过去的 “以农养工”

巳转变为 “以工补农” 、 “以工建农” 。
第六， 工业的区域布局正在全面铺开。 解放以

前， 中国内地和边远地区工业较少， 有些地方几乎
是空白。 经过建国以来40年的工业建设， 原来基础
较好的沿海地区工业有了改造、 加强和提高，次发
达与欠发达的中部和西部， 也有了布点、 开拓和充
实。 乡镇企业的发展， 调整了工业的城乡布局，发
达地区（如苏南）某些县和乡， 已经实现了低水平
的农村工业化。

二、 中国工业化的政策与实施经验
（ 一 ）战后中日工业化发展的比较 这里要讲

的是第二次大战后中日工业化发展的比较。 可分为
四个阶段来比较：

l. 给一阶段的比牧。 这一 阶段， 中国为1949
一1954年， 日本为 1945一1955年。 战后中日两国在
上述时间阶段内， 都经历了一段国民经济恢复的过
程。 在此过程中， 两国工业化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由于新中国的建立， 在短短的五年中， 摧
毁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残余， 驱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
华的盘根错节势力， 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
态， 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 日本则由千美团占领当
局的介入， 结束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具有封建色彩的
财阀对经济的控制， 生尸关系更加资本主义化。 在
国际上紧紧依靠美国， 取得美国大力支持。

内外环境的变化， 对中日工业化的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 在这期间， 中国完成了轻纺工业的进口替
代， 日本完成了钢铁工业的出口化， 两国工业发展
水平差距开始缩小。

2. 第二阶段的比较。 这里是讲1955一1965年
中日工业化的比较， 两国起迄时间相同。 这是两国
工业化发展较快的十年。 到 1965年， 中国巳基本完
成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和纺织工业的出口化；工业
部门在整个田民经济中所占比皇巳达62.7%， 重化
工业在工业部门中所占比重已桵近50%。 在出口结
构方面， 工业品出口在全部出口品中巳凸 48.8%,

而工业品出口中， 纺织品巳占63.5% ， 基本上形成
了以轻纺工业产品出口支持重化工业进口替代的格
局。 在此期间， 日本则实现了机械工业的出口化，
从而完成了整个重化工业的向外发展。

从中日两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对比米说， 这是
十分关键的十年。 到 1965年， 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水
乎大致已相当H本1955年的水平。 即日本花了60年
时间才完成的玉化工业进口替代， 中国在运短短的
10年中就完成了。 在二次大战前， 中日两国工业化
水平相差约50年， 至此仅相差10年。

3. 第三阶段的比较。 这是讲1966一1976年中
日工业化的比较， 两国起迄时间相同。 在这期间，
两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对比出现逆转。 中囚由于遭
受 “文化大革命” 的动乱， 在完成重化工业的进口
替代后， 未能及时转向出口化， 致使整个工业化发
展处于停滞状态。 1976年与1965年相比， 从工业结
构来看， 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虽略有进展， 但从进
出口商品结构来看， 整个工业化发展水平反有所倒
退。

与此相反， 日本在这10年中， 尘化工业出口则
获得较大的友展。 在这期间， 日本在全部 出口品
中， 纺织品所占比正下降丿j5.3% ，重化工业品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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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高达90.3%。 其结果是，中日酌国工业化发展
水平的差距再次拉大，从1965年的相差大约10年，
扩大到1976年的相差大约20年。

4．第四阶段的比较。这是讲1976年以后中日
工业化发展的比较，两国起迄时间都是从1976年到
现在。中国在结束十年动乱后，实行了改革与开放
的经济发展战略，重化工业开始从进口替代转向出
口化。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1984年与 1976 年相
比，工业品所占比重由45.｝％升至50.1%，首次超
过50%。在出口工业品中，纺织品所占比痲开始下
降， 重化工业品特别是机械工业产品的比重开始上
升，中日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差距，又一次出现缩小
的趋势。

（二）工业化的方针政策 建国以来，中国在
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 曾提出过一些重要方针。
例如提出了在亘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与农
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方针应该
说是正确的。 又提出过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大型
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洋法生产与土法生产同时并举
的方针。现在看来，有些工业部门必须实行中央工
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同
时并举，有些工业部门则不宜这样做。至于洋法生
产与土法生产同时并举，也要看是什么行业，什么
洋法生产与土法生产。例如在 “大炼钢铁”时期大
搞土高炉，就显然有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纠正了过去忽视轻
工业的倾向，采取了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对轻纺
工业实行 “六优先” 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后，
使轻工业得到很快发展。1979—1981年，轻工业生
产年增长14%，比1976年的增长速度高11%，达到
了1966年的好水平。

建田初期进行国家经济建设，采取 “ 自力更生
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的方针。当时从苏联获得了约
14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引进156项工程的成套设备，
由此打下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初步基础。到60年代
中期，中国花了几亿美元从西方国家引进一批急需
的石油、化工、冶金、 电子、精密机械等方面的技
术和设备，开拓了一些新的技术领域。同时，中国
与外国合办股份有限公司，但其工作面相当狭窄。

50年代向苏联引进156项成套设备工程，可说是
第一次技术引进高潮。1973一1977年是第二次技术
引进高潮： 1973年从日、美和西欧进口一批成套设
备和单机。到1977年底，累计对外签订合同的用汇
额接近35亿美元。这时突出地强调解决吃饭、穿衣
问题，所以化工、轻纺工业用汇约占总额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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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冶金、能掠，工业各占 20%。桀中建设了30多
项大型新建和扩建工程。引进的这些技术装备，具
有大机组、大系列、高速、高效、自动控制、热能
综合利用程度高等特点。这些工程项目 的建成投
产，使中国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化学纤维、塑料、

氮肥等行业在品种、质盐和产擞上都有了较大的发
展。1978年出现第三次技术引进高潮，一年内对外
签订64亿美元的引进合同。在这批项目中有几个特
大型工程，而以宝山钢铁总厂为最大，所需外汇和投
资占全部外汇和投资的1/3稍强。其他如南京石油化
工厂、仪征化纤厂所需外汇和投资，约占总额1/7。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改变了60年代以来基本不
借外债的情况，吸收和筹集了一批国际金融组织贷
款、外国政府或民间贷款， 接受了一些无偿援助和
赠送项目，并通过举办 “三资企业” 和开展对外补
怯贸易等方式，直接吸收外商投资。中国利用外资
活动的进展，对于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加强
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建设、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
理方法、推动科学进步、促进老企业技术改造、增
加出口创汇和劳动就业等，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三）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经聆 可从
四方面讲 I

1 ．工业发展速度方面的经验。 (1) 社会主义
工业发展速度高一点是可能的，这是相对于资本主
义制度而言。就中国来说，虽经多次曲折， 工业发
展速度仍比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比H本也
快。(2)工业发展速度须受多种客观条 件 的制
约，不能离脱客观条件而要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即
工业发展速度要受资金、资掠、能椋、技 术、管
理、劳动力多寡及其素质等因素的制约；还有农
业、基础设施等，也都会直接制约工业发展速度。
而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则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前提条
件，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则有促进作用。

2．工业结构方面的经验。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
和工业结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容和条件。要
在工业中正确地确定重点部门（带头工业），以带
动整个工业和经济发展。

3．工业布局和基本建设方面的经验。应合理配
置工业生产力，充分发挥沿悔城市和先进地区工业
的基础作用，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内地和边远
地区的工业建设。

4．工业技术进步方面的经验。要处理好工业基
本建设与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关系，耍重视引进和
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J要重视地区间、部门间的
技术交流和技术转移。



三、 中国工业部门结构问题的表现

（ 一 ）周期性失衡特征的表现 纵观中国工业
部门结构历史演变过程， 可以归纳为五个特征， 亦
即五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速度与比例的尖锐对立
及由此导出的周期性失衡。

中国工业部门结构周期性失衡特征的表现是明
显的。1958年的一次 “大跃进”

, 1978 年 的 一 次
“洋跃进” ， 曾使中国工业部门结构出现过两次大
的全局性失衡。在这两次大的失衡之前， 都曾出现
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在这两次大的失衡之后，
又都出现过经济增长的低谷。两次国民经济调整，
就都是在经济增长的低谷状态下进行和完成的。除
了这两次大的失衡外， 1953年、1956年、1965一1966

年、1970 一1971年、1975年前后， 都曾出现过经济
增长的高峰与低谷、工业结构失衡与调整相对应或
继起的局面。

在新中国工业发展和工业部门结构演变的过程
中， 始终伴随着 “高速增长-失衡今速度下降一调
整今速度再提高” 这一过程的反复出现。其规律
是每当经济发展出现高涨局面时， 工业结构就趋
于失衡，要调整工业结构， 就得降低工 业 发 展 速
度，每当工业结构关系趋于协调时， 工业经济发展
就迅速趋于高涨， 从而呈现出周期性失衡的特征。又

（二）短缺型特征的表现 中国工业部门间，
供给对需求的基本状态是短缺， 而且这种短缺具有
长期性和普遍性。

纵观中国工业部门结构40年来的历史发展， 其
短缺型特征有如下的表现 I (1)不仅投资的非重
点工业部门的产品供应表现为短缺， 各时期投资的
重点工业部门的产品供应也表现为短缺。(2)不

仅消费品供应短缺， 生产资料供应也短缺。(3)
不仅在经济发展处千低潮时出现产品供应短缺， 在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亦然如此。(4)不仅短线工业
部门的产品供应短缺， 长线工业部门的产品供应也
经常发生短缺。

结合具体情况来看， 有如下的表现1 钢铁工业
曾长期是中国基本建设投资的重点， 但钢铁工业迄
今仍是工业部门结构中的 “瓶颈” 部门，中国曾长
期忽视轻工业发展， 但重工业产品供应短缺状况并
不亚于轻工业产品。不论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
还是顺利发展时期， 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以减轻物资
压力， 几乎成了计划工作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计划分配指标由按比例的工具演变成了应付短缺的
手段。

机械工业的加工能力， 是中国丁业部门结构中
明显的长线；但在近年来中国从国外进召的工业品
巾， 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始终是主项。 这种长期性
和普遍性的短缺状况， 说明中国的工业部门是一种
短缺型结构。

（三）发展不平衡特征的表现 中国工业部门
结构的发展不平衡， 主要不是指各工业部门间数噩
比例关系的不平衡， 而是指各部门的内在质爵发展
不平衡。其表现有二：一是在同一工业部门内部各
种投入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严重不平衡， 二是同种投
入要素在不同部门边际生产力很不平衡。

从部门一般说， 中国各工业部门中各种投入要
素的边际生产力状况是：资金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最
高， 技术和管理要素次之， 土地和一般自然资源要
素又次之， 劳动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最低。从各不
同部门说， 情况又有所不同。各工业部门资金要素
的边际生产力最高， 技术要素处千第二位， 因为技
术要素只有在高资金投入的基础上， 其边际生产力
才能发生递增， 否则会造成低水平技术要素过剩。

中国工业部门结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由于种
种历史原因， 形成了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采掘工
业与加工工业之间、能源工业与耗能部门之间、传
统工业与新兴工业之间的技术发展水平、资金占有
状况、劳动力素质、固定资产拥有程度等普遍不平
衡。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 是资惊结 构 的 限
制。由于中国工业部门结构重型化和高加工度化趋
势的超前起步， 而所需资金要素和技术要素又严重
不足， 只好尽力以劳动力要素替代， 靠高劳动投入
来支持。

（四）超前转换特征的表现 工业部门结构的
超前转换， 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还处于较 低 阶 段
时， 工业部门结构就提前转换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
较高阶段相适应的分工格局。

1 ．第一次超前转换。 “一五” 计划开始时， 中
国基本上还停留在农业国阶段， 社会的温饱问题尚
未最终解决， 剩余产品非常有限时， 就跨越了工业
化的准备阶段， 直接开始了工业化的过程。与此相
应， 中国工业部门结构重型化趋势也 超 前起步。

“二五” 初期的三年 “大跃进” ， 把重型化趋势进
一步推向高潮。由此形成了工业内部重工业自我循
环格局。

中国工业部门结构的重型化趋势， 是以钢铁工
业的优先发展为标志开始的，但它并未发展成带头
工业， 反而成为工业结构中的短线一一“瓶颈＇，＼ 部
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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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超前转换。至60年代中期， 在工业化
初期的任务尚远未完成， 在采掘、冶金、化工和能
源动力等基础工业部门并未真正壮大的基础上， 中
国工业部门结构又启动了高加工度化趋势， 工业部
门结构自身再次超前转换。这是以机械工业的优先
发展为标志的， 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冶金工业和工
业整体。这次超前转换， 给以后造成低质队的高加
工度化格局。

3．第三次超前转换。在 “六五” 中后期，中国
工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技术手段的改造任务尚
未完成，工业化的目标尚远未达到时， 工业部门结
构出现第三次超前转换， 即生活服务化的趋势。这
时， 大量重工业企业开始转向耐用消费品生产， 重
工业的生产能力不断向生活资料生产转移。但这次
超前转换， 对工业结构整体格局尚无重大影响。

四、 中国工业的布局问题

（一）主观愿望难以实现 一国工 业 化 的 进
程， 常常是同时表现为资扼的充分开发、生产力的
优化配置、以及区域布局的逐步均衡。中国在经济
建设中，曾经设想改变 “南粮北运” 、 “南煤北
运” 的旧格局， 并实现工业西移， 使生产布局、资

源布局和消费布局统一起来。实践证明， 由于地匡
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脱离现实基础的设想只能
是空想， 勉强去做只会破坏生产力。

在1979一 1989年期间， 针对东西之间、南北之
间反差的扩大，有人反对 “梯度推进” ，而主张 “跨
越推进” ， 结果事与愿违。80年代中期以后， 提出
沿悔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 有可能使沿悔地
区经济发展更快。这是双重任务在区域布局上的反
映。只能因势利导， 而不能仅凭主观愿望行事。

（二）区域工业经济雷同化的问题 在不同的
省或市， 其原有经济结构虽各有特色， 但是随着经
济的发展， 不仅产业之间，甚至行业之间、产品之
间的相似度都在迅速增加，这是不符合工业的区域
布局原则的。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传统加工工业，
既在远离原料产区的老基地继续扩充设备， 又在原
料产区进行工厂企业的新建和扩建， 结果造成设备
利用率下降甚至闲置，产品原料供应紧张， 先后爆
发了蚕茧、棉花、烟叶等 “大战”。这表明行政驱
动驾临于市场竞争之上，进一步形成 “区域经济自

治” 式的 “大而全” 模式， 既保护了落后经济， 又
冲击了资枙配置的优化。其结果， 只能是降低经济
效益延迟工业发展阶段的转换。

©所谓 “六优先＇人， 是指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银行贷款千、技术改造、基本建设、利用外汇和引进技
术、交通运输六个方面，给予轻纺工业以优先权。

（上接第62页）集团内部二级法人制度等，都对企业集团进一步发挥作用产生不利影响， 必须在今后深化
改革的过程中加以克服。有的同志在对上海总厂、企业集团、公司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对企业群体组织
形式进行了探讨。认为总厂、集团和公司质的界定、组建条件和适用范围是不同的。从上海的实践来看，
公司效益比其他两者为好。 因此， 今后上海组建企业群体的方向应以公司为主。

(3)完善大中型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有的同志指出， 目前实行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不能实现
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意义上的自负盈亏。按现有的所有制形式，国有企业的资金都属于国家所有，当企业发
生亏损时， 用千弥补的不可能是自己的财产，一旦破产， 只能破国家的产。 因此， 应使企业除全民所有的
资产外，同时还应有企业自己的资产， 即属于企业联合劳动者桨休共有的资产，从而实现企业真正完全的
自负盈亏。而企业通过承包制所形成的超收自留部分， 可以成为企业享有法人资产所有叹的物质基础。

有的同志提出必须相应完善大中型企业承包经营的外部条件： 首先国家对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和部分
指导性计划， 必须相应保证企业所需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 给予计划供应， 实现 “双相保包” ，使之
公平承包。其次对于国家省级以上明令的原材料和产品价格调整， 均必须在承包基数中予以相应的反映，
实现成本标准化和收益合理化。他们还进一步从财税角度提出完善承包制的思路： 一是改变利润总额承包
为税（所得税）后承包。二是重估资产， 分类定 “包” , “ 资',.、 “包” 挂钩。 由于目前我国 物价 的 变
动， 巳有的固定资产多数帐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不相符合， 所以应组织进行一次资产第估，然后分类定值，确
定一定时期的承包基数。三是分类定率提取发展资金与折旧基金及其他单项基金合并使用，明确为国家所
有， 下期（承包期）调整。四是保留 “税前还贷” ，严格项目管理。 “税前还贷＂ 、本身并没有致命弱点，
问题在千必须有一套严格和科学的项目贷款管理制度。五是企业留利中提取一定的生产发展基金之外，余
留部分的支配权应基本上归企业， 全部用于职工的福利和奖励。六是奖金不封顶，与工资总额合并， 取消

奖金税， 征收工资调节税，增加级距，提高起征点，并与物价指数挂钩，定期调整起征点。 （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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