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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工业化理论与实践-基于》

内容概要

杨宏伟编著的《中国特色工业化理论与实践--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在结构上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二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工业化理论的多维透视。第三章：列
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发展。第四章：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第五
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开创。第六章：归纳和分析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内涵与特
征。第七章：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中国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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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第一章  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第一节  工业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  关于工业化定义的文献及评述
二  工业化的内涵
三  工业化研究的内容
第二节  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
一  工业化的阶段划分
二  工业化的类型
第三节  社会主义工业化
一  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
第四节  国内外工业化理论研究的回顾
一  西方理论界对工业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二  国内学者对工业化理论的探索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的生成与内涵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的产生和形成
一  历史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工业化提供了优厚条件
二  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的形成过程
第二节  对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的多维透视
一  再生产理论是工业化的理论基础
二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
三  国家是工业化的主要推动者
四  科技进步是工业化的直接动力
五  工业化与市场化相互促进
六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生
七  工业化与全球化相伴随
八  工业化的自然条件
九  对工业化的反思与批判
第三章  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发展
第一节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发展
一  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任务
三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四  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到优先发展重工业
五  国家所有制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制度保证
六  开放与利用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外部条件
七  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
第二节  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与实践
一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争论
二  斯大林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运用
三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四  高速赶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
五  工农“剪刀差”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来源
六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体制选择
七  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基本特征
八对斯大林工业化理论与实践的简单评介
第四章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Page 3



《中国特色工业化理论与实践-基于》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构想
一  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提出
二  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主要内容
三  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过渡性特征
四  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终结
第二节    “一五”时期：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模仿与照搬
一  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原因
二  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内容与方法
三  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成就与问题
第三节  八大前后：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初步探索
一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提出
二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内容
三  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意义
第四节  1957-1978：工业化走向畸形发展
一  “超英赶美”：超常规的工业化速度
二  “以钢为纲”：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
三  “同时并举”：全面参与的工业化力量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开创
第一节  中国特色工业化指导思想的确立
一  初级阶段的国情是确立中国特色工业化战略的基本依据
二  世界工业化进程是开创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参照
第二节  1978-1992：消费需求导向下的工业结构纠偏
一  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为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
二  调整结构，轻重工业均衡发展
三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化在城市与农村全面推进
四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工业化主体多元
第三节  1992-2002：工业化的全面转型
一  工业结构快速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和重化工业加速发展    二  外向型经济格局形成，中国工业化开
始融入世界工业化体系    三  技术进步加速，工业化由粗放走向集约    四  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化与
城市化互相促进  第四节  2002年至今：走上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    一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    
二  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超越    三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工业化的必然选择    四  新
型工业化道路的策略与路径选择    五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第六章  
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内涵与特征  第一节  全方位开放的工业化    一  开放是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必
要条件    二  准确把握中国工业化与世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三  在全方位开放中推进中国特色工业化
进程  第二节  市场化推动的工业化    一  市场化是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二  中国社会主义工
业化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三  充分利用世界市场为工业化提供外部资源支持  第三节  产业协调
发展的工业化    一  在农轻重协调发展中推进工业化    二  在产业结构优化中推进工业化  第四节  区域统
筹的工业化    一  从平衡到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    二  从不平衡战略走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第五
节  城乡互动的工业化    一  工业化需要城乡协调整体推进    二  发展现代农业，夯实农村产业基础    三  
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促进城乡工业化协调发展    四  乡镇企业是统筹城乡工业化发展的重要载体第七
章  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中国化的思考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曲折发展    一  马克
思恩格斯奠基了工业化理论的科学基石    二  列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从理论向实践的飞跃    
三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践探索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发展    一  关
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二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思想    三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发展策略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发展    一  邓小平理论对
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发展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发展    三  科学
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发展
第四节  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中国化的思考
一  准确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是其中国化的前提    二  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中国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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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开放和发展的过程
三  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中国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
四  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中国化必须紧紧把握时代潮流
五  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中国化必须扎根于中国    工业化实践
六  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中国化必须不懈推进理论创新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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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杨宏伟，男，1972年生，法学博士，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所副所长
，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兰州大学学报》、《学术论坛》等
核心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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