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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评介

秦 简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赵晓雷博士撰写的学术专著《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以

下简称《研究》），是对该领域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 全书共 6 篇 18 章，加上导论和结语、计 33

万字。 该书出版获得了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1995 年初由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出版。 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胡寄窗教授为该书作了序。
《研究》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对各时期各种不同

的观点进行了客观的评析，向人们描述了从 19 世纪中到 20 世纪末的中国工业化思想产生和

发展的轮郘，首次提出了工业化是 20 世纪中国主流经济思想的观点。正是基千｀工业化是一个
以生产方式变革为实质的经济进步过程”（见《研究》第 12页）这样的认识，作者将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上半叶作为中国工业化思想产生及发展的初始阶段，并在第一篇中作了概述
而把 20 世纪下半叶作为 中国工业化思想的主要发展阶段，并从第2 篇开始对中国的工业化
道路（经济结构）、工业化发展战略（经济增长）、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区域发展战略（生

产力布局）、工业化与经济运行（宏观经济体制）等几大块进行了分篇重点研究和阐述。 最后的
结尾部分对全书的主题思想作了概括，读来使人有一种系统、完整、有条有理、详略得当的感
觉。

《研究》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并对所占史料作
了取舍、分析与综合，论述了近 150 年来中国工业化思想及理论所涵盖的多方面的内容。 其中
包括洋务学派 ｀ 重商学派、重工学派、重衣学派的经济思想，以及当时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和经济

立法；包括 20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工业化思想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所形成的较为完整的政策

和理论体系，以及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活动。贯穿全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作者
认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既与以前的经济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也深
深地受着世界经济理论的影响。 这种联系和影响虽然有时会带来负效应，但是色的来看，它对

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起到了 一定的推动作用。难能可贵的是，《研究》突破了以住史学专

著撰史不论今＂的束缚，将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归结为工业化进程将工业化视为中国近

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并将工业化思想史的研究下限延伸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不仅能使

人们了解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能使人们把握今天从而更有信心面向未来。

《研究》作为一部经济思想史学专著也有其独到之处，它不是就中国工业化思想而论工业
化，而是把中国工业化思想融于世界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长河中来考察研究，既强调中国工业

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的中国特色，又努力使其研究体例、研究方法与世界经济思想学说的发展状

况相构通。 例如关于统制经济忙思想，作者写道，它｀基本上是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但也有其
自身的思想渊源，这就是孙中山的 ｀节制资本 ＇ 的思想 ．（见《研究》第86页），这样的例子在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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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拾即是。 《研究》还大量引进了西方有关工业化的理论、原则和模式。例如在对结构分析方法
的理论评述中，作者认为“80年代中叶以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在思想上和宏观经济分析方
法上都发生了向结构王义理论思络的转变…今．．，并指出“这一转变是符合世界经济理论发展
趋势的，也是基本适应我国目前的经济成长阶段特性的“（见《研究》第149页）。 又如就技术进

步与经济增长间题等，作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经济学提出的若干经济增长的理论和模式 U

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强调技术进步无疑会提供有益的思想启迪。 总之，广征博引、融贯中

西，是《研究》的又 一特色。
当然，《研究》中个别提法是值得商榷的。例如，作者认为．“从工业化角度看，洋务运动第一

次在中国建立了大机器工业，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新生产力的代表大机器工业的引导下，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 工业化时期”（见《研究》第 22 页）。由此看来，中国工业化思想一经出
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就步入了工业化时期。 这无论从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上看都是有欠

斟酌的 一种思想的产生到付诸实践往往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能说19世纪欧洲产生了共产
主义思想，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共产主义时期。 早期洋务运动所体现的工业化要求（或思想），只
能说明当时中国已开始进入大工业生产时期。中国工业化思想的产生虽有 150 年的历史，但中
国工业化的道路是相当曲折复杂的，究竟什么时候才算进入工业化时期还有待于研究。但是一

般地说，工业化可分为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及后工业化时期。中国近现代的工业化实践，

由于种种原因，仅仅而且只能处于前工业化时期或者说是工业化初始阶段，离真正的工业化时
期尚有很大距离。

总而言之，《研究》不失为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专著。正如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胡寄窗在序中
所指出的：“希望本书在未来修订再版过程中，继续原有的特点，并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这不仅
是学术价值间题，对工业化的实践进程也将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十·-+-+-+－+--+--+--+-＋－+

（上接笫 61 页）归根到底并不由盛宣怀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

的。

注释：

CD@@@@(J)@＠@@@＠《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 369、488、470、 472、 482 、 475 、 471 、 501、
502、123、497 ·499 、502 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 100，公牍 15,“盛宣怀禀接办汉阳铁厂 ”。
＠《愚斋存稿》卷 14，奏疏，第 22 页。
＠《张七襄公全非》卷 100 公牍 15 ，张之洞”札盛道添定铁厂招商章程 ”。
＠《海防档·机器局》（一 ），第 262 页
@(i中国近代工业史咨屠节第 辑下册，第 833 页。
＠《矿务档》（四），＂盛宣怀致外务部、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 ”

C

＠《盛档》，“汉冶萍公司董事会议议事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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