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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领导干部决策大参考：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按照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中
部地区、大西北地区、大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具体分析了这7个区域和31个省级地区1995～2005年
经济发展情况、工业化水平、特征及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建议。
作者试图回答：经过2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后，我国离实现工业化、或者说经济现代化还有多远？
中国工业化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和经验、未来中国工业化还面临怎样的问题？
中国的哪些地区在什么时间会率先实现工业化？
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差距到底有多大？
落后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差距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国的各个省级区域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分别是以怎样的速度推进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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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佳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
男，汉族，1944年10月生，四川岳池县人，1969年参加工作，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
1964年至196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学习。
1969年至1970年在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劳动锻炼。
1970年至1971年在甘肃省农宣队平凉分队工作，任组长。
1971年至1978年在甘肃棉纺织厂工作，任计划员、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科长。
1978年至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1年至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
1985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间于1986年至1987年在香港中
文大学作访问学者）。
1988年至1990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兼研究室主任；1990年至1991年任中国社科
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副所长。
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进修。
1992年至1995年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先后任机关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1995年至1996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1996年至1998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1998年11月至2009年7月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会长、中国经社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工业经济联合总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
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长期研修。
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
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等职。
并任工经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兼理事长。
曾在企业从事8年计划管理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进入研究所后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企业经济、企业
改革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研究。
已经出版著作（包括独著、合著）13部，发表论文200多篇。
其中《现代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获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获中
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论文奖，《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获《经济日报》举办的优秀经济读物
奖，参与写作的论文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0余篇论文获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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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评价与特征分析 / 033第四章  中国工业化的问题分析与战略选择 / 055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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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章  西藏自治区 / 383大西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第三十二章  大西北地区 / 391第三十三章  陕西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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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战略选择1．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经济国情变化，明确未来经济现代
化战略的核心任务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农业经济大国，中国基本国情是一个农业大国已经
成为人们的常识。
但是，我们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评价表明，在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高速工业化进程以后，中国的工业
化进程已经到了中期阶段，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还是从对外贸易结构看，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
经济中已经占有绝对主体地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中国基本经济国情已从农业
大国转为工业大国。
①但从产业内结构看，我国还不是一个工业经济强国。
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工业质量有待提高。
从我国现代化进程看，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变化表明，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了从工业经济大国向工业经济强国转变的阶段。
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过程实质就是推进工业现代化过程。
工业现代化一般指在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的发展过程。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工业现代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
在当今世界格局下，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强力推进工业现代化
，促进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进而驱动整个经济现代化进程。
现阶段我国工业总量的庞大并不能掩盖我国工业质量较低、工业现代化水平亟待提高的问题。
而且，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均占有资源很少的人口大国，推进工业现代化也适应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以
后必然要走的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
因此，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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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导干部决策大参考: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具备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
势，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各
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的能力；具备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全面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能力；具备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能力。
《领导干部决策大参考》针对当前国际国内新形势新变化，着眼于当今世界知识发展前沿，研究时代
特征，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国际视野进行考察，并注重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实践和经验，紧扣治国理
政面临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针对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科技、管理、战略、历史、国际关
系、社会、军事、党建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由国内各领域最权威的专家进行专题讲解，密切结合执
政兴国、谋求发展的实际需要，对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推动实际工作、探索客观规律，具有很强的
现实针对性，对各级领导干部开阔视野、增强素质，提高领导水平和行政能力，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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