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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工业化各阶段历史性任务与成就初探

李　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６）

摘　要：新中国工业化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历史，不应人为地分开。但对历史分期有助于更好地理
解历史，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下，并为将来做好准备。以生产力为分期标准，尝试把新中国工业史

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过渡时期的工业化，主要贡献是建立新中国工业化发展
的制度基础与生产力初步框架，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为结束标志；第二时期（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
以民族真正独立、自决为目标的工业化时期，主要成就是中华民族能真正自立于民族之林，摆脱百

年来灭种亡国的风险，以“四三方案”上报实施为结束标志；第三时期（１９７３—１９９３年），以解决人
民的温饱为目标的工业化，主要成绩是中国生产力实现了从总量上满足人民温饱的基本要求，以

１９７３年“四三方案”的实施为开始标志，以１９９３年废除粮票为结束标志；第四时期（１９９３—２０２０年），
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全民奔小康的工业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为结束标志；从２０２１年开始中国工业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顺利实现的基础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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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目前，从事新中国工业史研究的学者，对新中

国工业史提出了各自的分期观点，并给出了不同

的分期标准。

　　１阶段划分的标准
对新中国工业史的分期标准，概括起来可以大

致分为三种：一是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的标

准；二是坚持生产力的标准；三是坚持生产关系为

主，生产力为辅的标准。对于第一种标准而言，把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可以很

好地将新中国工业史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把握各阶

段的特征；问题是，在不同的阶段有时以生产力作

为主要标准，有时又以生产关系作为主要标准，各

个时期的划分缺乏了统一的标准，难以一以贯之。

对于第二种标准而言，主要的难点在于生产力是活

的因素，是连续变量，很难找到划分的标志。对于

第三种标准而言，最初坚持了生产力标准，但考虑

到生产力是活的因素，是连续变量，为了找到划分

的标志，后来又不得不按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变

化来划分。在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个要素

起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即主要矛盾，它决定或影

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马克思依据这一原

理，作出了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述。对于

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演进阶段，马克思在创立唯物

史观时就提出了划分的标准，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或其展开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演变；并根据这

一标准，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演进的阶段划分为原

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

主义社会五个总体的阶段。马克思的划分无疑是

按生产力的标准，但实际划分时所表现出来的仍旧

是生产关系的变化；这是因为，按马克思的观点，上

述生产关系的变革实际上是由于生产力不断量变

引起质变的必然结果。是否坚持生产力的标准，不

在于是按照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变

化来划分，而是在于最终是否根据生产力变化来找

到划分的标准；因而，是否坚持生产力标准需要将

生产力变化或生产力变化引起的生产关系及上层

建筑的变化作为划分阶段的依据。

　　２阶段划分的观点
目前对新中国工业史阶段划分尚未形成共

识，集中体现在以下四种观点上：

第一种观点是“三时期论”。将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工业历程分为三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



工业化建设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以及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１］。

第二种观点是“四时期论”。根据中国共产

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将其划分为四个阶

段：一是解决阶级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

济基础（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二是着力解决生产力发
展不足的矛盾，曲折中坚持工业化建设（１９５６—
１９７８年）；三是恢复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改革开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四
是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开启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２０１７年以来）［２］。
第三种观点是“五时期论”。从工业化发展

生命周期视角把中国工业化发展分为五个时期：

１０版国家工业化（１９５３—１９７７年）、２０版混合工
业化（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３０版混合工业化（１９９２—
２００１年）、４０版新型工业化（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
５０版绿色智能工业化（２０１２年至今）［３］。

第四种观点是“六时期论”。将新中国工业

史的发展过程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经济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
过渡时期的工业经济（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实行计划
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实行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实
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

（１９７７年至今）。这一分期标准后期又发展成“十
一时期论”［４］。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

期的工业经济（１９７７年至今）进一步细分为实行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市
场取向改革起步阶段的工业经济（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
市场取向改革全面展开阶段的工业经济（１９８５—
１９９２年）、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初步建立阶段的工
业经济（１９９３—２０００年）、市场取向改革继续推进
阶段的工业经济（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和以市场取向
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工业经济

（２０１２年至今）六个时期。
　　３新中国史与各专门史的分期是否保持一致

从理论上讲，分期标准是人为的标准；分期的

目的是更好地对研究客体进行把握。由于研究客

体有着不同的演变规律与进程，随着其变化，各个

专门史的分期标准当然会有所不同，难以想象中

国农业史与工业史的分期相同，也难以想象新中

国服装工业史与航天工业史分期相同。因而，从

理论上讲，各个专门史应根据自身的演化规律与

历程有着各自的分期。对新中国工业史不同时期

的划分标准与观点，是工业史研究的起点，其最终

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工业史的具体研究。分

歧主要是因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具体目的和研究

角度不同而产生，不同分期标准与观点都有其合

理之处，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之分。但新中国

工业史是动态发展的，对新中国工业史的认识也

应随实践的发展持续深入。基于此，本文提出新

中国工业史的一个新的分期标准，即以生产力为

主的分期标准，主要依据各阶段的历史性任务与

生产力水平，将新中国工业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

必须说明的是，作为阶段划分需要确定一个明确

的年份，表示在某一个时间段完成了某一历史性

任务，转入到下一阶段。为了便于把握，本文试图

找到最能代表新中国工业发展历史性任务进行转

化的标志性事件，具体如表１所示。

　 二、过渡时期的工业化

　　１时代背景与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形势十分紧张，二战后

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对

抗阵营格局。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必须选择有利

于自己长远发展的道路。众所周知，“远交近攻”

是强国的战略决策；而弱小一方的战略选择必然

是“近交远攻”。因而中国选择加入以苏联为首

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

更是现实地缘政治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１９４９年，我国５亿人口，人均收入６６元，人均粮
食２０９公斤；全国钢产量仅为１５８万吨，人均不
到１斤，到１９５２年全国钢产量才达到１３５万吨，
人均不到７斤。可以说，当时的新中国工业和农
业生产技术落后，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市场混乱，

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２历史性任务
对于中国工业化而言，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建

立适合中国工业化的制度框架，打下中国工业化自

我发展的坚实基础。这一时间的历史性任务是为

新中国发展打下良好的根基，包括所有制基础、工

业化自生的能力等，为新中国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中国经济的战后恢复工作在１９５２年基本完
成，主要标志是到１９５２年中国主要产品产量已经
接近或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其中，粮

食产量为１６４亿吨，比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份
１９３６年高１０％；钢产量为１３５万吨，比新中国成
立前的最高年份 １９４３年高 ４６％；发电量 ６０亿
度，比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份１９４１年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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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新中国工业化阶段划分

阶段 分期标志 时期 社会阶段 标志性事件 历史性任务 阶段性成就 经济体制 核心主导产业

打

基

础

三大改造

完成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６年

过渡时期

开始：新中国

成立。结束：

三大改造完成

建立新中国工业

化的物质基础与

制度框架

人均受教育程

度超过印度

从新民主主义

社会过渡到社

会主义社会

钢铁，代表性产

品：解放牌汽车

求

自

决

“四三方案”

正式上报

中央

１９５６—
１９７３年

社会主义

社会

开始：进入社

会主义社会。

结束：“四三

方案”的实施

通过工业发展，

保障中华民族能

站起来并站稳，

不任人宰割（民

族自决权）

人均寿命超过

印度。东方红

卫星上天，中

国导弹列装

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

钢铁与机械，代

表性产品：两弹

一星

保

温

饱

粮票废除
１９７３—
１９９３年

社会主义

社会

开始：“四三

方案”的 实

施。结束：粮

票废除

解决人民的温饱

问题

人均ＧＤＰ超过
印度

社会主义不断

探索，实现计

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过渡

电力与石油化

工，代表性产品：

化肥（尿素）

奔

小

康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１９９３—
２０２０年

社会主义

社会

开始：粮票废

除。结束：全

面建成小康

社会

奔小康

全面实现小康，

全面消除绝对

贫困。２０１０年
中国工业总产

值超过美国。

２０１７年按ＰＰＰ
法折算，中国

ＧＤＰ超过美国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不断完善

电子信息产业，

代表性产品：消

费类电子产品

（电视、手机等）

共

富

裕

２０２０年
至今

社会主义

社会

开始：迈向共

同富裕
共同富裕

２０２２年中国人
均预测寿命超

过美国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更加完善

核心零部件，代

表性产品：芯片

与发动机

　　“１９５２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
国家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着手筹建国家

计划委员会，１１月１５日，国家计委正式成立”［５］２１。
中国当时历史任务可以概括为一化三改造（一体

两翼）的总路线：一是针对落后的生产力要尽快

建立能自我发展的工业基础，特别是与军事相关

的工业（一化、一体）；二是针对在落后生产力水

平下实现工业化，进行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相

关调整（三改造、两翼）。

中国凭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使

苏联的领导集体认识到了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

并确信中国一定会选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６］，中

国制定了以苏联援助的“１５６项”建设单位为核
心，以６９４个限额以上建设单位为主体的“一五”
计划。１９５７年“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可以说“１５６
项”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系统、效果最

好、作用最深远的引进项目。毛泽东同志曾感慨

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

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

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

不能造。”［７］因而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就成了

整个工业，甚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就工业而

言，“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

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１５６个建设项目为中

心、由限额以上的６９４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
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对重工业

和轻工业进行技术改造；用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装

备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武器，加强国防建设；不断

增加农业和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保证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８］。“１５６项”包括民用工业 １０６
项，支出 １５６亿元，相当于 １９５２年国民所得的
２３％；国防企业 ４４个；整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１９６１亿元，可以说中国耗费了较小的成本，使得
工业生产能力与技术水平前进了一大步，为中国

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５６项”的成功是中国人民自己拼搏的结
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果。反观今天美

国对中国技术的封锁，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无

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

博大心胸。在此时期，中国不仅要解决工业化的

物质基础，而且要建立有利于工业化的制度基础，

具体到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是建立以社会主义公

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３代表性成就与分期的标志性事件
过渡时期的工业开始于 １９４９年，结束于

１９５６年，具体标志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与三大改造的完成。新中国百废待兴，１９４９—
１９５２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时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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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年粮食及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已超过新中国
成立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到１９５６年第一个五年
计划的核心“１５６项”大多数已经开工，如阜新海
州露天煤矿、辽源中央立井在 １９５０年就已经开
工，大部分项目于１９５５—１９６２年也陆续建成［５］４５。

这一时期有标志性意义的是第一辆解放牌汽

车下线。１９５０年，毛泽东同志访苏，期间中苏确
定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载重汽车厂；双方商定苏

联为我国提供全套的产品设计和图纸资料，并派

遣了一批有经验的专家来厂指导。１９５３年６月，
毛泽东同志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

春汽车厂的指示》；７月１５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
基典礼在长春市西南的孟家屯附近举行。一汽的

建设，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中体现。

在建厂时期，全国为长春汽车厂输送了大量干部

和技术工人，培训了大批的青年工人。一汽建设

工地的主力军是以建筑五师、机电安装公司为代

表的两万多名建设工人组成的队伍。每天都有物

资从全国源源不断运到汽车制造厂建设工地。历

时３年，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３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
解放牌载重汽车在吉林省长春市下线，这是新中

国汽车工业甚至机械工业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这

辆以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出产的吉斯１５０
型载重汽车为蓝本的解放卡车，拥有９０匹马力的
六缸汽油发动机，载重量４吨，最高时速达到６５
公里。这款解放牌汽车不仅适合当时中国的道路

和桥梁的负荷条件，而且还能根据需要改装成适

合各种特殊用途的变型汽车，第一批下线的解放

牌汽车还参加了１９５６年的国庆阅兵式，因此也成
为了中国人心中的国产汽车鼻祖［９］。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
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了开工

生产典礼；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沈阳第一机床厂改扩建
工程完成并正式投产。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全国工业
总产值由１４０亿元上升到６４２亿元，年均增长率
２０％；主要工业产品如纱布、机制纸及纸板、原煤、
原油、天然气、发电、粗钢及家用电器等的产量在

该时期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毛泽东同志在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中指出，“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

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６］。可以

说，到１９５６年底，中国工业开始初步具有了自我
发展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大重要事件是１９５６年社
会主义制度确立。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的成
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标志着中国

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社会主
义制度初步确立，我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在此期间，我国于１９５３年取得了抗美援朝战
争的胜利；于１９５４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并颁布了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于１９５６年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标志
着我国完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到１９５２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基本完
成，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党中央从中国的实际

情况出发，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过渡

时期各项工作的指南。１９５３年８月毛泽东同志
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文字表

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３年１２月，经中
共中央批准，中宣部制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公

布。１９５４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
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９月，在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被

载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了整个

国家的统一意志。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国

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私营和个体经济［５］４５。

在“一五”计划时期，为了尽快建立起较为完

备的（国防）工业体系，国家加大了重工业特别是

国防工业的投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偏紧，促使需

要进一步利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中央原预

计十五年左右完成的三大改造，早在１９５６年就完
成了，并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社会主义工

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三大改造的完成总体上是

成功的，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当然在

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速度过快、层层加

码、一刀切等问题；但把这些放在历史长河中去

看，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以公有制

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第一次实现了以按劳分配为

主体的分配制度，在制度上保证了人与人的平等，

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至今仍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对中国工业化影响最重

大的事件之一。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中国工业所取得
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一百年。一个崭新的中

国迅速从废墟上站了起来，为中国建立独立完整

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

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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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确保民族独立的工业化阶段

　　１时代背景与基础
１９５７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

务，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我国工业化奠

定了初步基础。到１９５７年底，苏联帮助中国建设
的“１５６项”，有６８个已全部建成。中国过去没有
的一些工业，如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

无线电、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发电设

备、飞机、汽车等纷纷建立起来。至此中国有了能

够不断自我发展的工业体系。

１９５８年开始，毛泽东同志与当时的苏联领导
人赫鲁晓夫开始对如何发展以及具体的合作形式

产生分歧。到１９５９年６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
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中

国核项目的援助，同时双方的矛盾逐步公开化。

到１９６０年，在几次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会议
上，中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
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

的苏联专家；９月１日，苏联将１３９０名专家全部
撤回国。１９６４年８月２日，美国挑起“北部湾事
件”，越南战争规模迅速扩大。“北部湾事件”成

为越南战争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美国只是派遣军

事顾问和提供军事装备，帮助南越和老挝抵抗北

越；而“北部湾事件”后，则是全面军事介入越战，

使双方陷入长达１０年的全面战争中。中国当时
与西方国家关系也没有正常化，中国在联合国的

代表仍旧由蒋介石政府委派。总之，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形势最紧张的时期。

　　２历史性任务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只要真正珍视独立的国

家都认识到了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

性。对于大多数新兴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而言，加快工业化进程并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化

体系是成为巩固与维持政治独立的经济前提。因

此，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工
业化浪潮。中国有着百年屈辱史，中国人民对于

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决有着非常高的优先级与偏

好。可以说，当时中国工业化推进最重要的一个

目标，就是能够保证国家的独立与自强。简单地

说，此阶段的工业化就是提供保卫国家与民族独

立的军事武器，具体地说，不仅要提供飞机、大炮、

坦克等传统武器，还要有自己的核反击能力，从而

打破美国及苏联的核讹诈。１９５６年１２月，毛泽
东同志指出，我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

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

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而可靠的办法

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

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

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１０］３７３。１９５６年，在中央制
定的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十二年科技远景规

划》之中，原子能研究被列为第一项重要任务。

原子能计划的提出主要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

生产力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生产力开始迈向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

１９５８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依靠自己的
力量加速了原子弹的研发工作。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１９６７年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１９７０年东
方红一号卫星升入外太空。到了１９７０年，中国基
本摆脱了悬在空中的美国与苏联对中国的核威

胁。中国也开始做三线建设的前期工作。经过抗

日战争，中华民族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能把重

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都布局在东部沿海；不然再

出现如日本侵华这样大的民族危机，中国持续反

击能力将受到极大的制约。日本侵华后期日军战

斗能力不断下降，而中国在正面战场的反击能力

也不断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非日本占领区

中国军事工业水平低下导致中国军队装备水平不

断下降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因而，当中华民族再

一次有可能被外族入侵时，中国领导层当然要想

到在将来可能战争的大后方修建一个军事工业基

地，这就是三线建设大逻辑。

一线是沿海和边疆的省市区；二线是介于一、

三线地区之间的省市区；三线包括京广线以西、甘

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南、贵州南

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

州省、青海省和陕西省的全部，山西省、甘肃省、宁

夏回族自治区的大部分和豫西、鄂西、湘西、冀西、

桂西北、粤北等地区。三线建设的目标就是在东

部沿海被外敌占领的情况下（如抗日战争期间），

三线地区军事工业仍旧能够运行，保障民族的战

斗与复兴，这不仅包括飞机大炮等常规武器，也包

括经受核打击后，依旧有核反击的能力［１１］。三线

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涵盖１３个省、自治
区，共投入２０５０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安排
了数千个建设项目。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共形成
固定资产原值１４００亿元，约占当时全国的１／３［１２］。
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三线建设主要考虑的是国

家安全，并以此作为选址的重要依据，“分散，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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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靠山，必要时进洞”是选址的重要标准。因

此，在国家总体实力强大、国际风云变幻之后简单

用经济标准来评估三线建设是否成功有失公允，

用三线建设后美苏没有入侵中国来说明三线建设

的必要性是不懂博弈论的表现。

１９９１年４月，江泽民同志在听取国防科工委
《关于国防科技工业“八五”计划要点》后指出：现

在看来，毛主席确定的三线建设方针是正确的，三

线企业统统搬迁是不对的。从海湾战争看，洞子

很重要，已经到洞子里去的，洞子又没有什么问

题，就要用好。根据军民结合的原则，要调整一部

分力量搞民品。三线军工企业到沿海地区或中心

城市设窗口，有利于搞活企业。西部大开发战略

就是他在深入三线建设企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并实施的。

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工业化就是围绕如何维持

民族独立自主展开的；一百年的血与火告诉中国

人没有什么比民族的独立自主更加珍贵，为了民

族的独立自主可以付出更大的代价；一百年的血

与火告诉中国人，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没有民族的

独立；一百年的血与火告诉中国人，没有强大的工

业就没有真正强大的军队。总之，这一时间的工

业化就是围绕提升军队战斗力展开的，因而重化

工业特别是与国防相关的重化工业，是当时工业

发展的重点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３代表性成就与分期的标志性事件
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７３年，中国工业发展有许多

代表性的成就，例如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５日，我国第
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竣工；

１９６３年底，大庆油田结束试验性开发，进入全面
开发建设。但这之中最有代表性无疑是“两弹一

星”的成功。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９日，中国发射成功第
一枚试验探空火箭；１９６２年９月９日，中国空军
导弹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首次击落美制台湾国民

党空军Ｕ２高空侦察机；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０日，中国
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枚中程导弹发射成功；１９６４
年１０月１６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１９６６
年７月１日，中国建立第二炮兵；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
日，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１９６７年 ６月 １７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１９７０年 １月 ３０
日，中远程战略导弹“东风四号”导弹进行了第二

次发射，试射成功；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国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１号发射成功。“两弹
一星”的成功，意味着中国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

成，再加上三线建设到１９７３年已进入收尾阶段，

自保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但为什么本文把第二、三阶段的划分放在了

１９７３年，而不是１９７０年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主要是基于以下判断：

（１）中国的国际环境开始好转的时期。１９６９
年９月，苏联柯西金从越南回国时绕到中国与周
恩来同志进行会谈，双方签订了一个关于维持边

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

地区脱离接触等四项临时措施的协定。１９７１年
１０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
位。１９７２年２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与
西方关系开始正常化。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缓和也

意味着中苏发生恶性直接冲突的概率大大降低。

（２）三线建设从１９６４年开始，到１９７３年基
本结束了急行军的快速投入期，开始走向尾声。

１９７３年７月１日国家计委根据同年５月的中央
工作会议，拟定了《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

要（修正草案）》，决定适当压低三线地区投资。

从实际效果看，１９７３年用于沿海地区和三线地区
的投资比重已经大致持平，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年用于
沿海地区的投资总额已经大大超过三线地区［５］３２４。

（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战
争与和平的估计又有了新的变化，他判断大的战

争一时打不起来。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９日，毛泽东同
志提出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４位元帅
共同研究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由陈毅具体负

责［１３］；６月７日至７月１０日，４位元帅对国际形
势进行了６次研讨，写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
估计》，报告明确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

国、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

性不大，在美苏之间，苏联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主

要威胁。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４日，毛泽东同志召集周
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同志谈论国际问题。毛泽

东同志说：“我也不大相信会打，但准备打。苏联

原来搞威胁，威胁不灵，威胁不搞了，只搞演习。

如果是真要打，就不搞演习。”［１０］４４１

（４）计划生育开始实施。我国在１９８２年将
计划生育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但事实上的计划生

育政策在７０年代就已经开始执行，其代表便是
１９７３年制订的“晚、稀、少”的生育政策。１９６９年
３月，周恩来同志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指出，要计
划生育，要节育。为此事毛泽东同志至少讲过三

次，八亿人口快要到了，节育工作一定要抓紧［５］３５１。

１９７１年国务院５１号文件提出“四五”期间人口自
然增长率要逐步降低。１９７３年６月全国计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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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第一次将与人口相关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

发展计划；７月１６日，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
导小组，各地区各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

机构；１２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
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避孕药

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晚婚晚

育）、稀（两胎间需要有间隔）、少（少生）”的宣传

口号。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
委把计划生育工作和晚婚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综

上可以看出，实际上，中国至少从１９７３年就开始
实行计划生育，且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该政策力
度的不断加大，计划生育工作不仅有了组织上的

保障，而且成为了国家关注的重要内容，并列入了

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５）“四三方案”提出并开始实施。“四三方
案”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由国家计委

向国务院提出的“旨在改善民生”的对外引进方

案的简称。１９７３年１月５日，国家计委正式向国
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

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经济危机西方急于扩

大出口的时机，“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

题”，计划“用三至五年时间从美国、联邦德国、法

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总价值为４３亿美
元的成套设备”。这是我国继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引
进苏联援助的“１５６项”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对
外技术引进。“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

设备配套，兴建了２６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
２００亿元于１９７７年９月全部开始施工，２６个项目
中有２０个在１９７９年底前已经投产，至１９８２年全
部投产。“四三方案”包括：１３套大化肥、４套大
化纤、３套石油化工、１个烷基苯工厂、４３套综合
采煤机组、３个大电站、武钢１７米轧机，以及透
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其中，

与人民群众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项目有１８个，总
投资 １３６８亿元，占“四三方案”投资总额度达
６３８４％。１９７７年底，１３套大化肥项目，已有７套
投产；到１９７８年６月，累计生产尿素３６１万吨。

分期总是相对的，连续总是绝对的；越是重大

转变，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因而不能纠结于中国开

始转到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工业化时期是１９７２
年、１９７３年还是 １９７４年。只能说这个转变应是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完成的，具体是哪一年可以
找到不同的证据；但中央下决心逐步减少战备投

资而更加关注民生投资应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完
成的；笔者认为“四三方案”的实施可以作为这一

转变的标志，因而本文选择了１９７３年作为分期的

时点。

　 四、解决民族温饱的工业化进程

　　１时代背景与基础
如前文所述，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中华民

族百年以来的“亡国灭种”的风险已经一去不复

返，百年以来的奋斗已经使中国人民不仅站了起

来，而且站稳了脚跟。虽然中苏关系还没有复苏，

但已经过了最危险的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复

苏，除了美国，中国已经与西方主要大国建交。人

人都想过上高质量的生活，一个人也许能通过自

己的努力在几年内过上全球最高水平的生活；但

一个国家，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大国，只能依靠几代

人不停地努力，才能逐步消除上百年甚至几百年

的差距；然而，形成共识、做出正确的抉择并愿意

不断付出的理性民族并不多见，我们所见到的更

多是急功近利的选择。十分幸运的是，中国抓住

了这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解决了民族独立发展

问题，获得了民族自决的权利；站在２１世纪２０年
代的今天，我们环顾全球各民族的发展与挑战，发

现民族真正自决的可贵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对

中国经济建设而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部环

境最好的时期。从“四三方案”开始，事实上，中

国已经实施了对外开放，逐渐打开的国门使我们

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的差

距。在实现了民族真正的独立之后，中国工业快

速转向了下一个目标，即尽快解决人民温饱问题。

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中国工业快速发展。１９５６年
中国工业总产值是２２４７亿元，到１９７３年中国工
业总产值增长到１０７２５亿元；以１９５６年工业增
加值为１００计，１９７３年工业增加值指数为５０５，是
１９５６年的５０５倍，年均增长１８％。增长速度甚
至快于改革开放后的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年均增速）
１１５％，而且这一时期中国还花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进行“两弹一星”的研究，同时把工业生产能力

通过三线建设进行了备份。

　　２历史性任务
与１９４９年相比，１９７３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

大的成绩，然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同步

提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

人口快速增长，到１９７３年中国人口已经从１９４９
年的５４亿增长到８９亿，增长了６４７％，年均增
长２１％。另一方面是中国进行了更多的积累，
快速发展重化工业，提升中国军事工业的能力，从

而保证民族的独立与自决。１９７３年重工业是
１９５２年的１８２倍，年均增长１４８％，而轻工业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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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１９５２年的６４倍，年均增长９３％。相对轻工
业，军事工业较难直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到１９７３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
６１９岁，而印度仍旧只有４９８岁，但是中国人均
ＧＤＰ按ＰＰＰ法衡量仅为印度的６０％，这一方面说
明了我们的确是更加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毕竟

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

中国人均生活水平远低于印度。据中国社会科学

院经济社会重大调查项目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跟

踪调查（ＩＧＤＳ）２０２１年第二季度调查问卷，在“中
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政党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

什么？”的问题回答中，有６８２６％的受访者选择
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①。获得了民族自决权后，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当然就成了头等大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

早或迟都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选择。

　　３代表性成就与分期的标志性事件
１９７３—１９９３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

价值观剧烈变动的２０年，也是中国普通民众生活
质量提高最快的２０年，人均ＧＤＰ增长了３９倍；
而１９５３—１９７３年人均 ＧＤＰ仅增长了１倍，关系
到个人生活质量的轻工业发展速度更快［１４］。

第一个表现就是职工工资快速增长。以

１９５２年人均工资４４５元为１００计，１９５６年人均工
资增长指数为１３５，此后相当长时间职工的人均
工资没有增长，到１９７３年人均工资指数仅为
１３２，仍低于１９５６年数值。这是由于职工总数有
较大的增长，但更主要是通过压缩消费比例，提高

国家积累资金，快速推进了重化工业的发展。到

１９７８年时，职工工资开始增长，工资指数增长到
１３７，已经高于历史最高水平；此后人均工资不断
增长，到１９９３年人均工资指数已经达到２５５，是
１９７３年的１９倍；１９７３—１９９３年职工平均工资年
均增长３３％。

第二个表现是居民的消费水平，居民消费水

平的增长与职工工资的增长情况有些类似，在

１９５２—１９７３年增长较为缓慢，而 １９７３—１９９３年
增长较快。以１９５２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８０元为
１００计，１９５６年人均消费指数为１２１３，比１９５２年
增长了２１３％，年均增长４９％；１９７３年人均消费
指数为１６２６，比１９５６年增长了３４％，年均仅增长
１７％；１９９３年人均消费指数为５４６６，比１９７３年增
长了２３６％，年均仅增长６２％。１９７３—１９９３年人
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到１９９３年基

本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

第三个表现是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

降。１９７８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５７５，
可以说刚达到温饱线；而中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

数为６７７，仍旧处于贫困阶段。考虑到当时农村
居民占了中国的大多数，可以说在１９７８年就全国
而言，总体仍处于贫困阶段，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而到１９９３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５０３；
中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５８１，已经进入了温
饱阶段。可以说，到了１９９３年，中国居民生活水
平已经实现了温饱，而中国城市居民已经开始向

小康进军。

随着“四三方案”“八二方案”的推进，我国深

化改革开放，生产力不断提升，工业经济快速发

展。从１９９２年的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来看，总供
给已经超过总需求约２％，中国人民已经基本解
决了温饱问题。具体表现：一是从１９９３年的社会
总供给与总需求来看，社会绝大部分商品的供给

已超过总需求，中国在此期间完成了从卖方市场

向买方市场的过渡，商品价格在１９９７年出现持续
走低，并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到１９９８年，学
术界开始集中讨论过剩经济的问题。二是在

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间，物价管制基本结束，物价开放。
三是厂商与渠道商的地位开始出现变化，经销商

开始出现延期付款，超市开始收取进场费等。

综合以上判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中国工
业发展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这一

转变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粮票的废除。粮票设

立的根本原因是粮食生产仅能维持人民的基本需

要，因而只能采取票证制这种分配手段，以维持全

体人民的基本需求［１５］。１９９３年４月１日起，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

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

１９９３年国务院印发《九十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
与发展纲要》，标志着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从单

一数量安全扩展为数量安全与营养安全并重，中

国工业也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五、全民族奔小康的工业化

　　１时代背景与基础
１９８９年５月，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

乔夫访问中国。邓小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

中苏高级会晤。这次会晤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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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１９９３年１１月，江泽
民同志在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期间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首次

正式会晤，中美关系摆脱了１９８９年以后的对立。
可以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较
为宽松。１９９９年美国导弹击中我国驻南联盟大
使馆及２００１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表明中美关系
再次进入新的紧张时期。而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
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了反恐，中国重新迎来了近

２０年新的较为宽松的战略发展期。总体而言，
１９９３—２０２０年是中国国际发展环境较好的时期，
体现了发展的时代主题。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
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确定了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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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

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１９９３年确
立市场经济在当时有一定的偶然性，包括粮票在

１９９３年取消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如果我们从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来看，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正是由于中国生产力发

展到了一定水平，中国粮食生产能基本满足人民需

要，在这一时点前后才有可能彻底取消粮票。可以

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粮票的取消又具有了历

史的必然性；还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后粮食产

量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工业提供的大

量农药与化肥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１６］。

　　２历史性任务
到１９９３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为２９９８元（当年

价），人均预期寿命为６９５１岁，中学入学率达到
４５７４％，大学入学率为 ２９３％。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中国工业的历史性任务就是进一步提升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３代表性成就与分期的标志性事件
（１）２００９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

一位。１９９３年是中国市场经济元年，中国工业化
开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展开。中国于２００１年
１２月１１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当时
很多中国学者担心中国产业将失去保护，甚至会

被国外产业消灭。但是，中国人、中国产业在国际

市场经济大海中不但没有迷失自我，反而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如鱼得水，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２０００年中国出口在世界排名第七，短短９年后，

２００９年中国出口已居世界第一。２０１２年，中国货
物＋服务贸易总额为４４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
二位；到了２０２１年，中国货物 ＋服务贸易总额增
长到６９万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中
国不仅出口总额有了大幅上升，而且出口产品技

术水平不断提升。

（２）２０１１年中国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２０１１
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为２９万亿美元，而美国工业
总产值为２４万亿美元，中国工业总产值超过美
国，位居世界第一。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已
是美国的 １４４倍；２０２１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
６９９万亿美元，占世界工业增加值的２５７％。

（３）按ＰＰＰ法衡量２０１６年中国经济总量超
过了美国。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９日，世界银行在其官
网发布了《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２０１７
年轮国际比较项目（ＩＣＰ）结果》报告。该报告对
２０１７年轮ＩＣＰ的组织实施、１７６个 ＩＣＰ参与经济
体的购买力评价（ＰＰＰ）结果、ＰＰＰ的使用注意事
项等进行了详细介绍。相比汇率法，ＰＰＰ法可以
更好地衡量一国真实 ＧＤＰ总量，２０１６年中国经
济总量超过了美国，当然，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

四倍，即使按此法衡量，中国人均 ＧＤＰ还是与美
国存在较大差距。

（４）２０２０年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首次
在神州大地上消除了绝对贫困。２０２０年末，中国
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这

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

奇迹：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７５亿人成功脱贫，对
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７０％，提前１０年实现了联
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１７］。

　 六、实现共同富裕的工业化

　　１时代背景与基础
进入２１世纪，整个世界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

的协调，中国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美国发生了占

领华尔街运动；进入第二个十年世界经济一体化

的趋势不断后退，美国陆续退出国际组织，且与中

国及其他国家大打贸易战。为应对全球化有可能

倒退的挑战，中国提出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２０１３年９月和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建
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合作倡议。走到２１世纪，中国已经在不经
意之间从全球化的参与者与受益者，演化为全球

化维护者与领导者。

１８２０年清道光帝登基；１８４０年中英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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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１８４２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
《南京条约》，从此被动地开始参与“全球化”。但

没人想到，中华文化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在一百

多年后竟然成为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坚定

的捍卫者和领导者。中国下一阶段的工业化就是

在此背景下继续推进的。

　　２历史性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２０３５年目标和２０５０

年目标，都鲜明地体现了改善人民生活、缩小贫富

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如 ２０３５年目标提
出，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

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２０５０年的目标提出，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

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国人民在站稳脚跟之后，工

业化先是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然后全面建成

了小康社会；中国工业化下一个历史性任务是实

现共同富裕。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讲话中强调，共同富裕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

中促进共同富裕。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

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

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

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１８］。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

　　３最新代表性成就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算起，到今年也只有四

年时间，因而在这个时点上很难谈这一阶段中国

工业化的代表性成就。但以下两件事的确具有重

大的里程碑意义。

（１）中国成功应对新冠病毒感染。面对全球
暴发的新冠病毒感染，中国坚持了科学的防疫政

策，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病毒感染很快得到了控

制。就像现代战争拼的是综合国力，打的是经济

实力一样，此处特别强调中国工业能力对这次抗

疫胜利的影响。从口罩到疫苗等各种防疫物资无

不体现了中国工业完整的体系与生产能力；从方

舱医院建设到各种检测站点建设与运营，无不体

现了中国工业体系应变能力与协作能力；从医护

人员到各种物资的配送，无不体现了中国工业对

整个国家的支撑作用。作为工业经济研究人员，

笔者更愿意把新冠病毒感染看成对新中国的大

考，在这次大考中，中国工业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

用，交出了无愧时代的答卷。

（２）２０２１年中国预期寿命第一次超过美国。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在《１９９０年人类发展
报告》中的数据表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预期寿

命、人均受教育程度往往高于中等收入国家；而中

等收入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往

往高于低收入国家。２０１９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
为７８８岁，高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１５岁。２０２２
年有一个让中国人振奋的消息，中国人均预期寿

命超过了美国，笔者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百年奋斗

里程碑式的成就，甚至可以说是新时代最有标志

性的成就。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超过美国有偶然

性，但也有其必然性。

偶然性是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美国人均预期

寿命下降。这一偶然性又源于中美两国应对新冠

病毒感染时的不同表现与机制。中国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抗疫理念，面对病毒感染，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及时采取行动，采取隔离感染者、修建方

舱医院救治病人等方式积极抗疫，而美国采取的

则是放任自流、优先救治富人、不隔离、不戴口罩

等消极的应对方式。必然性则体现在：一是由于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超前对人力资本进

行投入，将高于社会发展水平的资源投入到医疗、

教育等方面，将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的

民众，长期致力于改善医疗和教育的条件，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中国人均寿命一直高

于相同ＧＤＰ国家；而美国相反，虽然医疗支出达
到国内 ＧＤＰ的１６％，但其人均寿命却低于相同
ＧＤＰ国家。二是由于新中国在成立后经济总体
上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全面快速发展使中国人的寿命与美国人均

寿命不断拉近，超过美国是可以预期的。偶然性

中体现了必然性，是由于发展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的不同造成的；说到底，是由于中国更加关心普

通民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还应该

认识到，既然２０２１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超过美国
有偶然性，今后一段时期两国人均预期寿命的高

低就还会有反复交替的情况发生。

　 七、结论与展望

在新中国工业发展阶段的划分上，中国学者

进行了多方面有益的探索。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生产力的水平即便是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下也存在

着空间上的差异；再叠加时间维度的变化，更加难

以把握生产力的变化过程。因此，以往学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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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或者政治与体制的变革，甚至

以领导人的交替来进行划分，不论是以哪种方式

进行划分都有其作为参考的价值。本文立足于新

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性历史

事件来对新中国工业的历史时期进行划分。

依据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性任

务，本文将新中国工业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第

一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历史性任务是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工业发展打下基础，到１９５６
年底三大改造完成，标志着中国工业发展进入下

一阶段。第二阶段，工业发展的历史性任务是彻

底解决中国百年以来的“灭种亡国”危机，使中国

人民站稳脚跟。第三阶段，工业化的历史性任务

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开始的标志是 １９７３年
“四三方案”的上报与实施，结束的标志是 １９９３
年粮票的废除。第四阶段，工业发展的历史性任

务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奔小康，结束的标志是

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目前已经开始了第五阶段，此阶段工业发展的目

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新中国工业发展每段历史都有自己的历史性

任务，新中国工业历史性任务是由民族的历史性

任务决定的；本文的划分标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是工业化的力量源泉，也是工

业化的目的所指，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也

就是生产力水平提升的具体体现。工业发展主题

从实现民族独立与自决到关注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解决人民的温饱再到今天的共同富裕都是生产

力水平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升的体现。

我们也可以用更长的尺度来看新中国工业化

的历程，从而将其分为保生存与谋发展两个阶段。

保生存包括本文所划分的前两个阶段：打基础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和求自决（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这
一阶段历史任务就是彻底解决中华民族“灭种亡

国”的风险，保证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自决权，进

而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制度、物质、国际环境的

基础。谋发展包括本文所划分的后三个阶段：保

温饱（１９７３—１９９３年）、奔小康（１９９３—２０２０年）、
共富裕（２０２０年至今）。在能够自保的情况下，中
国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来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

从解决温饱再到全民小康，今天中国工业已经成

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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