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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基本内涵 1、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概念及其关系 深刻把握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涵义，首先要求人们要清楚认识什么

是信息化，什么是工业化。“化”是指一种趋势，一种进程

，也可以指由一种特定的力量（包括技术、观念、文化和自

然气候等）引起的持续的改造状态。那么从字面上理解，信

息化是指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出现的、以信息作为

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的一种持续的社会改造和进化过程。

也就是说信息和信息技术将广泛应用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

各个方面，并引起社会结构各个方面发生深刻变化。 这里我

们还可以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进一步认识它。工业化是指相对

农业来说，出现的以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占一个国家的主导

地位的过程。通常是指以机器大生产的应用过程为主要特征

。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权威的定义，指出工

业化乃是机器大工业诞生以来经济结构的变动过程。“一种

明确的工业化过程的一些基本特征是：首先，一般说来，国

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

高了，或许因经济周期造成的中断除外。其次，在制造业和

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

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

入也增加了”。这样看来，信息化也应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

用过程，而且最先导致经济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化。 进一步来

看，信息化与工业化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两个重要社会发展



阶段，是人类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标志，主要是由

于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而引发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按照通常

的自然逻辑来看，信息化是建立在高度的工业化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中叶开始的信息化高潮，

是建立在高度的工业化基础上的，是工业化和科技进步到一

定程度的结果。当然信息化的发展，也会促进和改造工业化

。目前，信息化和工业化正在处于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

互融合中。 但是人类发展的顺序并不一定是直线型的，也就

是说在某些落后地区不必完全遵照“先工业化，后信息化”

的既定技术发展路线，而是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那就是我

们在实践中逐渐总结的经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

进信息化”的一种互助合作的关系即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有根

基的新型信息化模式。 这里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社会跨越

式发展，并不等于工业化可以直接被跨越。在人口众多、素

质不高、社会发展多样化和多层次的情况下，要普遍进入信

息社会，工业化是一个必须的过程，而不能被整体上跨越。

实现社会跨越发展决不是不要工业化，而是如何协调两者的

发展，利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如图1：信息化

与工业化关系） 480)this.width=480" border=0> 2、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的内涵认识 党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现工业化

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

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

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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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精辟论述

，指明了信息化、工业化与现代化三者的关系，以及信息化



带动工业化的目标。首先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回避或者绕

开工业化，对于象我国就业压力大、经济环境复杂、地域广

阔和处在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坚实的工业基础

，就难以确保整个经济体系的安全和健康；其次信息化已经

是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趋势，忽视或绕开信息化来进行现

代化，也是不现实的、危险的。那么要实现我国现代化，就

必须处理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它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探

索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 什么是新型工业化呢？在我看来

，就是充分利用信息化优势的产业化道路。与传统工业化道

路相比，其具有以下的特征：（表1：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

征与信息化对其影响） 表1：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征与信息

化对其影响 480)this.width=480" border=0> 3、“信息化带动工

业化”是我国的特色 这里需要了解我国提出“信息化带动工

业化”战略的背景。首先是来自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双重任务

。前面讲过，我国现代化已经绕不过信息化和工业化这两个

关键阶段，而且必须将它们很好地统一起来；其次是来自我

国经济和社会面临转型与发展的双重压力。即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从半工业半农业社会向比较发达的、符合信

息时代需求的社会转型，其中需要将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

市场经济的多种因素统一于发展的主题中，形成一个混合的

、相互促进的社会发展系统；再次是来自经济自主与对外开

放的矛盾。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信

息、知识、技术和知识产权等要素越来越影响国家的经济发

展，因此经济自主与对外开放的矛盾在信息时代将更明显、

更剧烈。而要谋求经济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平衡，关键是将本

国的信息化工作搞上去，同时又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这



三个方面来看，都要求我们妥善而谨慎地处理好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的关系。 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个表述中，其实

包括两个重要的假设：一个是按照目前的社会发展，工业化

在我国是不可逾越的；另一个是信息化是可以带动工业化的

。的确。“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既是一个普遍规律，也是我

国的特色。这里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从普遍规律上讲，

信息化的发展，肯定能够影响和促进当地的工业化，即使在

工业化非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工业化的标准也将

因信息化的发展而改变；作为我国的特色来讲，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

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正确选择，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适应时

代变化的重要决策。具体说来，就是在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这

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和信

息社会正在来临的历史阶段中，工业化和信息化这两个不同

维度的社会进化过程同一个时期在我国重叠，而且在目前的

发展中需要两步并作一步走既要搞信息化，还必须搞工业化

，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那就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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