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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姆·肯普在《现代工业化模式》

一书中曾经说过，工业化是一

个国家用来实现提高物质生活水平

的一个必要手段。它是发展中国家

实现整个社会全面迅速的经济增长

和经济发展，乃至经济现代化的最

重要的途径之一。作为经济发展过

程的一个历史阶段，工业化不仅表

现为一个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

先进的工业国的过程，而且还包含

着经济增长量的扩张和结构变动所

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质

的变化。从量的扩张上看，工业化最

明显的特征是，加工制造业在国内

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农

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从质的变化上

看，加工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将会促

进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成功转换和

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

虽然工业化并非是每一个地区

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但是，对于国土面积占全国

$"%以上，人口占全国近&"%的广大

中西部省区来说，工业化过去是今后

仍将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工业化是大区域经济

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

一个大国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

展，要实现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从大

到强的转变，惟有加快国家工业化的

进程，并依靠工业化的途径来实现经

济富强和现代化的目标。可以认为，

工业化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世界上现有的

一些经济强国，如英、德、法、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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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都是通过工业化的途径来实现

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经济

的腾飞，也主要是依靠走工业化的道

路。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虽

然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富裕并非

一定要经过工业化阶段，但这些国家

大都是一些很小的国家，它们可以通

过商贸、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实

现经济繁荣；或者是一些人口较少、

资源丰富的国家，它们可以通过走

“卖资源”的路子来获取大量的外汇，

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中东石油国家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这些国

家虽然很富，居民收入水平也较高，

但并不强大，更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

国家工业化水平较低，经济发展缺乏

现代制造业的有力支撑。

即使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对于

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发展中

地区来说，工业化仍将是一个不可

逾越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沿

海地区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持续稳

定的高速发展，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就是坚定不移地走工业化的道路，

依靠工业特别是乡镇工业和三资工

业的高速发展，来推动整个地区经

济的增长和繁荣。可以说，如果没有

地区工业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沿海

地区要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将

是难以想象的。这一事实既说明了

工业化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也说明它是发展中地区实

现经济富强不可逾越的阶段。

同样，中西部地区要实现经济

富强和现代化目标，也必须走工业

化的道路，不断加快工业特别是非

国有工业的发展，大力推进地区工

业化的进程。这是因为，我国中西部

地区人口众多，耕地资源有限，农村

地区存在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这些农业剩余劳动力急需向非农产

业和城镇地区转移。从劳动力转移

的方向来看，虽然大力发展城镇地

区第三产业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

就业压力问题，然而，从国内外的经

验来看，第三产业的良性发展必须

要有工业化的加快和制造业的大发

展作支撑。如果地区工业化严重滞

后，现代加工制造业不能相应地发

展起来，第三产业也将因缺乏制造

业支撑而难以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在缺乏制造业支撑的情况下，第三

产业盲目超前“冒进”，将容易形成

“泡沫经济”的现象。前些年沿海一

些地区的教训应引以为鉴。

当然，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推

进必须实行相对集中的发展战略，

要认真吸取!"世纪$"年代沿海一些

地区的经验教训，避免工业布局出

现过度分散，坚决制止过去那种“村

村点火、户户冒烟”、“遍地开花”的

极端做法，积极引导工业企业向重

点工业小区、重点开发区和主要城

镇地区相对集中，以便把工业化与

城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说，

今后中西部工业化应该走工业城镇

化而不是乡村化的道路，应该走集

中化而不是分散化的道路。

工业化是中西部实行

赶超战略的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历史、自

然、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我

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

展 差 距 一 直 在 趋 于 不 断 扩 大 。 从

#%&%年到#%%%年，我国东部与中部

地区间人均’()相对差距由*#+#,

扩大到-.,，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相

对 差 距 由-*+*,增 加 到/$+&,。 到

#%%%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均’()已

达到#"#"!元（合#!!"美元），而中部

地区只有/-/%元（合./%美元），西部

地区只有-#&!元（合/"-美元），仅分

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和-#,。

按 照 世 界 银 行 的 划 分 方 法 ，

#%%$年人均’()在&."美 元 及 其 以

下为低收入国家，&.#0%*."美元为

中等收入国家，%*.#美元及其以上

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又按

人均’()为*"*"美元的标准进一步

划分为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

入国家。据此推算，目前我国中西部

地区至今仍处于低收入阶段，而东

部地区则已跨入中等收入阶段，其

中上海、深圳等地人均’()已超过

-"""美元，已经跨入了上中等收入

阶段的门槛。

很明显，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

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由其工业发展差距引起的。据我

们测算，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

发展差距的扩大约有/",0&",是由

其工业发展差距引起的。东部地区凭

借其区位条件、政策优势和自身的努

力，通过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极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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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了地区经济的增长；相反，中西

部地区由于工业化进程明显滞后，至

今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目前，我

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从业人员

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仅分别相当

于东部地区的%#&和’!&；人均实现

工业增加值仅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

的(!&和)’&。

如果结合人均收入水平指标，

并 按 照 钱 纳 里 将 工 业 化 过 程 划 分

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标

准来进行衡量，可以初步判定，目

前 我 国 工 业 化 进 程 已 开 始 进 入 工

业化中期的期中阶段。其中，沿海

地 区 已 开 始 进 入 工 业 化 中 期 的 后

半阶段，而中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

中期的前半阶段，西部地区至今仍

处 于 工 业 化 的 初 期 阶 段 。 由 此 可

见，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不仅经济

发展总体水平较低，而且其工业化

进程也较为缓慢，难以适应地区经

济发展的需要。

当前，中西部地区要逐步缩小

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实现地区经济

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就必须实行

赶超战略，依靠观念和环境创新、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经营管理创

新，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果忽视观

念和环境创新，投资环境得不到改

善，在目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

况下，将很难吸引到国内外资本的

大规模进入。如果忽视科技创新、

制度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大量使

用 一 些 浪 费 资 源 、污 染 环 境 、质 量

低劣的落后生产技术，搞低水平的

重复建设，中西部工业企业将难以

抢占到市场的制高点，中西部地区

要 实 现 跨 越 式 发 展 也 只 能 是 一 句

空话。而要实现这种跨越式发展，

就必须以这四个创新为原动力，把

加快工业化作为中心环节，依靠工

业 化 来 推 动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和 城 镇

化进程。一方面，工业化的推进不

仅 可 以 为 现 代 农 业 的 发 展 提 供 强

大的资金、技术支持以及广阔的市

场，而且也可以为农业产业化和剩

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有利条件。另一

方面，现代加工制造业在地理上的

大规模集中，将极大地促进城镇化

的进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国内外

的经验已经证明，现代工业化的过

程也是城镇化的过程，二者相辅相

成、相互影响。

工业化是中西部发挥

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
中西部地区是我国能源、矿产

以及农畜产品资源的富集地区。除

石油、铁矿、菱镁矿和建材等少数矿

种外，我国能源、金属和非金属矿产

资 源 绝 大 部 分 都 集 中 在 中 西 部 地

区，尤其是中部和近西部地区。在全

国已探明工业储量的’(种主要矿产

资源的潜在价值中，中西部地区占

*#&。其中，煤炭、天然气、水电等能

源矿产，铬矿、锰矿等钢铁原料矿

产，铝、铜、铅、锌、钨、锡等有色金属

矿产，稀土矿、钾盐、芒硝、磷矿、硫

铁矿等化工矿产在中西部地区都占

有绝对优势。

很明显，要充分发挥中西部地

区的资源优势，变潜在的资源优势

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关键是要加快

中西部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加工

制造业，而不能单纯依靠发展采掘

和原料工业，走“卖资源”、“卖原

料”的路子。从国内外区域开发的

经验看，一个地区单纯依靠采掘和

原料工业的发展，走“卖原料”的路

子，往往是难以启动整个地区经济

增长的。一方面，在以资源型产业

为 主 导 的 地 区 ，由 于 产 业 链 条 较

短 ，加 工 层 次 低 ，主 导 产 业 与 周 围

地区的经济联系比较松散，没有按

照 生 产 联 系 形 成 一 个 紧 密 的 地 域

生产综合体，因而其地区乘数作用

一般较小，难以带动周围广大地区

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一个产业

结 构 过 于 单 一 且 以 资 源 型 产 业 为

主导的地区，也容易因地区资源的

枯竭和市场需求的变化，造成地区

经济增长不稳定，形成大起大落的

局面，严重时甚至会产生地区经济

的结构性衰退。

事实上，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

的产业结构是工业化初期的典型特

征。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资源的

加工深度将日益提高，精深加工制

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将日益成为工

业化的主体，高加工度化将成为工

业化中后期的一个重要特征。特别

是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情况下，

当前席卷全球的信息化革命正在对

地区经济发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西部地区既

要补好工业化这一课，不断加快工

业化的进程，又要在信息化方面迎

头赶上，以便跟上新时代的潮流。这

就是说，当前中西部地区不可能越

过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进入信息化社

会，而必须把工业化与信息化有机

地结合起来，依靠信息化来推动工

业化，使地区工业发展站在一个较

高的起点上。

当前，中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

所占比重较大，产业发展层次不高，

这 是 其 工 业 化 严 重 滞 后 的 突 出 表

现。由于工业化严重滞后，中西部地

区丰富的资源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有

效的利用，资源配置效率较为低下。

很明显，要将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

现实的经济优势，就必须采用世界

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开展资

源综合利用和精深加工增殖，大力

发展加工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加工

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把中西部

工业化建立在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

之上。可以认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的

工业化进程，这是充分发挥其资源

优势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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