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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izing development in Guizhou Province, dis-
cussed the concept and esse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analyzed current situation of Guizhou industrializa-
tion. It also presented investigations on possible methods and concerns that affect Guizhou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both current circumstances of Guizhou and lessons learnt from industrialization from either 
China or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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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贵州省提出工业强省的背景、工业化和工业化道路的概念及本质、贵州省工业化所处

的现实阶段进行浅析，并结合贵州省情和国内外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提出贵州省工业化应该采取的措

施和注意的事项等方面进行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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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论述之前有必要理清一些概念，目前关于工业

化的概念有很多，大体可归为目的说和手段说两类。

西方学者认为，工业化可以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改变

经济结构的一种手段；而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工业

化是一国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比较有代表性的具体

观点有以下几种：一是着眼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定义。

工业化就是指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转向工业为

主，整个国家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过程。二是着

眼于生产技术变革的定义，张培刚将工业化定义为国

民经济中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

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按此定义工业化不仅包括 

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且还包括工业化了的农业。工业

化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过程，它既是一个

产业升级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各产业的生产经营

方式向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发展的过程，

还是一个社会主体的意识由自然经济观念向商品经

济和市场经济观念全面转变的意识形态转变过程。 

工业化的本质：1) 工业是工业化的主导产业；工

业与工业化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的发展是工业

化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前提，而工业化必然又包含着工

业的发展。因此，工业作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主导产业

是无可置疑的。2) 农业是工业化的基础产业；在工业

化过程中，农业产值的比重始终是呈下降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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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的速度可能会呈现先快后满的特点，直到工业化

高级阶段这一比重不足 5%。然而，农业的基础产业

地位始终无可置疑。把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促

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现代化农业、农村。3) 服务业是

工业化的动力产业。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工业、农业

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服务业自然就会发展起来，表现

在政策方针上，始终不渝地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

为主导，而忽视了服务业的发展。新中国建国后近 30

年是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不重视服务业的

发展，导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就是明显的例证。

在知识经济时代，服务业为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提

供科技、信息、文化教育、金融、交通运输等方面的

服务。要充分发挥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服务与动力

作用，为整个经济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产业和谐关

系。 

工业化道路是对实现工业化的原则、方式和机制

的统称。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化道

路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经济社会

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不同的经

济社会制度、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禀赋、

自然条件、比较优势的不同，工业化道路也会不相同。

因此，后发国家或地区必须不断探索新的工业化道路。 

对工业化的分析表明，不同阶段采取应当走不同

的工业化道路，而且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

模式和经济发展理论。工业化经历的阶段主要有：1) 

起飞前阶段，产业革命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增

长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缓慢，主要靠增加土地和其

他自然资源的投入实现，叫做“生产要素驱动型”；

2) 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第二次产业

革命，叫做“投资驱动阶段”；3) 现代经济增长，第

二次产业革命以后，这时经济增长主要已经不是靠资

本积累，而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叫做“创新

驱动阶段”；4) 知识经济时代，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叫做“信息化驱动阶段”。工业化道路主要涉及 2)、

3) 两个阶段。不同阶段应该应用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

来实现工业化。新时期、新背景下，工业化是贵州省

最好的选择。理由有三：1) 金融危机后东部沿海的工

业产业面临着严峻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急需像劳动力

相对低廉的内陆转移。贵州应该以东部企业的危机为

契机，大力发展贵州的工业化。2) 贵州省是一个农业

为主的省份，工农业基础薄弱，居民收入相对低下，

迫切的需要走工业强省的道路。以此增加老百姓的收

入，解决社会矛盾。3) 贵州省当前的工业化还处于传

统的工业化模式，贵州工业很大程度上还属于一种简

单沿袭工业化过程传统思维的模式，粗放性、低效性、

被动性、保守性和对外部因素的依赖性较强。提出一

条适合贵州省工业化的道路是当前迫切的需要。 

2. 贵州工业发展现状 

为了清晰表达贵州工业发展的现状，表 1 列出了

2005 到 2010 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一、第二、

第三产业各自生产总值，以客观数据来分析贵州工业

发展现状。 

根据表 1 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第二产业(以

工业为主)增长的比例最大，2010 年第一产业、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贵州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13.7%、39.2%、47.1%，与上年相比，第一产业、第

三产业比重分别下降 0.4 和 1.1 个百分点，而第二产

业比重上升 1.5 个百分点[1]。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贵州省的工业化处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过度阶段(工

业化初期，第一产业主导地位逐渐消弱，第二产业地

位上升并得到发展，第三产业也相应发展；工业中期，

第二产业处于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得到相应发展，地

位逐渐上升)。在此阶段我们主要采用现代经济增长的

观点，即创新型增长。同时兼用“信息驱动阶段的理

”为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时代做准备[2,3]。 论 
 

Table 1. GDP composition of Guizhou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0 
表 1. 2005 到 2010 年贵州省生产总值构成表 

指标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0 年比 2009 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2005.42 2338.98 2884.11 3561.56 3912.68 4602.16 12.8 

第一产业 368.94 382.06 446.38 539.19 550.27 625.03 4.7 

第二产业 821.16 967.54 1124.79 1370.03 1476.62 1800.06 16.6 

第三产业 815.32 989.38 1312.94 1652.34 1885.79 2177.07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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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贵州省应该根据省情和国内外的历史 

经验走出一条自己的工业化之路。 
具体包括 

3.1. 学习国内外的工业化经验，吸取他们的 

经验教训 

工业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回顾发达国家的工业化

历史，工业化催生了现代文明，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大

步发展。然而也彰显出了种种社会问题和生态危机，

诸如失业、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与耗竭等。我们要时

刻警惕人类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会潜意识的将自己

推向毁灭。我们要深刻反思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现

代病”，看“清前车之鉴”，更重要的是认真思考趋利

避害的方法。就是要不遗余力的发展科技，并做到合

理使用，实现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2. 充分利用好本省的人力资本优势，低廉的生 

产要素成本优势。抓住机遇积极承接东部 

沿海制造业的内迁以及吸引国内外的投资 

沿海地区随着资本的逐年叠加投入，导致要素成

本上升，资源与环境约束加剧，资本投入产出率下降

趋势逐渐显现。相对于沿海地区，贵州省则拥有土地、

环保、劳动力等资源丰富，要素价格相对低廉的优势，

开发潜力较大，有利于吸引区域外资本来投资办厂，

从而促进贵州省工业的加快发展。据 2000 年第五次人

口普查资料显示，贵州省劳动适龄人口为 2001.28 万

人，占总人口比重的 56.78%，与 1990 年普查资料相

比，年均增长 1.1%，而 2000 年就业人口为 1965.8 万

人，与 1990 年相比，年均增长 0.83%，其中，第一产

业占 81.7%，第二产业占 6.5%，第三产业占 11.8%，

2002 年，贵州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0.75‰，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4.3 点，在全国居第五位，人口的高速

增长带来劳动力的高速增长，由此可见，贵州省由于

经济不发达，单位土地面积容纳的农业劳动力和人口

较少，存在较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现有产业的发

展不能消化大量劳动力，就业水平较低，具有劳动力

相对充裕的优势。而贵州省的职工平均工资在全国处

于较低水平，居全国第 24 位，因此劳动力价格相对低

廉。据统计，德国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是 30 美金、美国

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是 22 美金、中国工人每小时只有 8

毛钱美金。而贵州省劳动工人工资在我国国内更是排

在倒数，可想而知我们拥有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东部沿海很多企

业出现了倒闭和跑路，特别是出口型的制造业。由此，

出现了我国东部沿海制造业开始纷纷选择内迁。加工

制造型企业内迁是产业梯度转移的正常现象。市场机

制最好的地方就是市场会逼着你自动转移[4]。贵州省

要实现工业化，应该多于这些需要转移的企业沟通，

实现双赢。 

3.3. 完善职业培训体系，提高农民工的技能素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

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其中德国工人的生

产效率是全球最高的。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1950

年，德国每个农业劳动力仅能养活 10 个人，1996 年

已可养活 108 个人，2002 年达到 124 个人，目前可养

活 140 个人。而我省的这一数字相当低。究其原因，

就是德国十分重视国民教育，教育体系基本不存在城

乡差别，特别市独特的职业教育体系被誉为创造德国

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德国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不

仅大大提高了德国工人的职业素质，增强了企业竞争

力，而且为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职业技能条件。在我

省，提出工业化强省的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

业结构的升级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与农民工素质

偏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做好农民工的培训，以

满足我省工业化的需要，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事，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要把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素质

和技能培养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纳入我省

经济发展规划和长远规划。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全方

位的职业培训体系。要做到让农民工有处学、愿意学、

学的起。总之，我省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发展多种形

式的职业教育，以便解决农民工技能水平低下的情

况。生产技能的高低直接关系的企业的成本和企业在

国内外的竞争能力。 

3.4. 建立健全先进的管理制度，在工业化进程 

中建立扁平化的政府管理，减少中间环节 

建立专门的工业化管理部门，由省政府直接领

导，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由此提高工作效率和资

金的利用率。工业化的实现需要一个完善的工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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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完善的工业体系是促进工业化的保障。 

特别是工业园区的建设尤为重要，工业园区的管

委会应该建立扁平化的政府管理，去除市政府、县政

府、镇政府的管理，由管委会直接管理，管委会可以

行使市一击的经济管理权限。这样企业可以直接找到

管委会，管委会也可以一手了解到企业的需要和诉

求。由此可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园区的竞争力。 

3.5.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整合、优化信息， 

构造高技术的信息交流平台，以此降低 

企业成本 

本世纪头 20 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

抓住这一机遇。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以先进的信息

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要充分利用全球信息化的

最新成果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充分发

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因此，我们一

要加快发展信息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为

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要占领一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制高点，形成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二要通过高新技术

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特别是要加快制造业的优化升级步伐；三要注

重相关外部配套环境的培育和建设，大力推进国民经

济和社会信息化，在政务、商务和国民经济其他领域

广泛应用信息化技术，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

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

局，使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形成良

性互动。产业真正的高科技就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整合

各种资源，用现代的咨询系统把各种资源串在一起 

3.6. 在工业园区实行“1 + 6”的模式，建立 

关联程度高、聚集能力强的工业园区 

所谓“1 + 6”模式，其中的“1”就是要在园区

内引进一家龙头企业，通过它的投资可以拉动其他企

业，能够把中下游的企业一起带过来。这家龙头企业

必须足够庞大，庞大到其他企业只要靠近它就能获得

巨大的利益。所谓的“6”包括公共设施、土地、法

治、劳工工资、教育培训、和公共研发平台。将这个

“1”推动后“6”必须的配套。“1 + 6”配套才是一

个工业园区成功的关键。土地使用是否得当直接决定

了当地工业能否取得持续发展，政府不能光靠卖地获

得收入，不能使土地的价格过高；法律制定了一定要

实施，政府、企业、管委会等都必须按法律行事，这

样企业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空间；劳工工资方面不是

简单的增加工资，还应该包含通过公租房或者经济适

用房的方式让老百姓有房住；对工人进行培训的目的

是让员工的工作变得更精确、更有效率。教育培训的

观念应该改变，不仅要培训员工精确的技能，还要培

训员工以工作为荣的理念。公共设施和公共研发平台

是由园区提供，但需要园区的企业一起共同出资建

设，因为单个企业的能力和资金是有限的。这样也可

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降低成本。 

3.7. 走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不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统筹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 

贵州省环境保护局局长郭猛说：“一提到工业化，

人们便不自觉地会联想到浓烟滚滚的工厂、黑漆漆的

小河，以及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大山，以为实施工业化

就等同于破坏生态环境。”由于以前一些深刻的教训，

这种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然而，贵州工业强省

战略提出要实现清新的工业化、绿色的城镇化目标，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

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

路子。具体而言，贵州工业强省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在工业化中引入信息化，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入

与扶持，推动传统经济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

业化的性质。二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

型转变，即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

量，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通过技术进

步、加强科学管理、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三

是降低资源消耗，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

放在首位，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施可持续发展

战略。四是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从宏观管理入手，

注重从源头上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避免走先污

染后治理的老路[5,6]。总之，贵州工业强省，是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绝不会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 

4. 小结 

贵州省的工业化不是简单的照搬任何国家或者

地区的工业化，它是在结合了贵州省省情和别人的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一条符合贵州人民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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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化之路。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具体措施有：学习别人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人力资本优势，承接东部沿海制造业内迁、提高

农民技能、完善管理制度等，走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

道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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