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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的经济理论对于工业部门的划分，比

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两分法，即把工业部门在大

体上分成两个大的部门：一个是重工业，另一个是

轻工业。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业生产方式的

现代化进程，这种划分方法既不能准确地反映现代

工业的结构关系，也不能准确反映先进生产力的发

展规律和重点。 为此，本文基于工业生产力推动机

制，根据各工业部门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对工业部

门进行新的划分，划分为装备制造业和加工业两大

类，其中加工业可进一步划分为重加工业和轻加工

业。 这样的工业部门划分，将更加有利于国家制定

和调整自主知识产权战略以及推行以发展装备制

造业为核心的国家战略。
一、工业部门传统划分方法的缺陷

对于工业部门的具体划分， 中外有一定的区

别，但是基本的划分标准是相同的。 这个标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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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与“轻”的区别。 这里的“重轻”一般是指投资

规模、加工强度、劳动强度等。 但是这种传统的划分

方法并不能说明各工业部门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

关系，更不能体现其与先进生产力的推动机制之间

的内在关系。

1．工业部门划分的依据

我国目前的工业部门划分理论和工业部门的

实际划分名录，是在借鉴苏联的工业理论的基础上

形成的。 在 20 世纪 50 到 80 年代的我国工业部门

分类目录中，将整个工业分为 12 个大类、44 个部门

和 160 个细分类。 关于工业部门，国内绝大多数工

业类词典和经济学辞典的解释基本是一致的，都认

为，工业部门是“生产性质相同的许多工业企业的

综合”[1]。 工业部门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三个：一是产

品用途相同，二是使用的主要原材料相同，三是工

艺过程的性质相同。 也有观点认为，工业部门是“由

社会分工分离出来的、专门生产同类产品的许多工

业的综合”[2]。
2．工业两大部门的划分

我国目前出版和使用的经济学类工具书和教

科书中，对于工业部门的分类一般是按照工业品的

最终用途作为划分标准的，这样就可以把工业部门

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与生产消费资料的工

业两大部门，“在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中，又可以进

一步加以分类。 如：可以分成为重工业部门生产生

产资料的工业和为轻工业部门生产生产资料的工

业”。 “从工业原料的供求联系、加工深度以及劳动

对象的性质来看，又可以把整个工业划分为采掘工

业和加工工业两大类”， 采掘工业主要包括采矿工

业、采煤工业、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等。 [3]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就正式把工业部门划

分为重工业与轻工业两大部门，并且在理论上进行

了权威性的诠释。 重工业“主要是生产生产资料的

各工业部门的总称，如燃料工业、电力工业、冶金工

业、机械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等”，轻工业“主要是生

产生活资料的各工业部门的总称， 如食品工业、纺

织 工 业、皮 革 工 业、造 纸 工 业、文 教 体 育 用 品 工 业

等。 ”[1]《经济学辞典》等对于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划分

方法与大多数辞典也是相同的[4]。

3．近年来关于工业部门划分的讨论

“两分法”既不能在理论高度上说明工业发展

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工业部门

内部的结构关系。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学家试图创

新工业部门的划分理论，但是并没有提出有创新意

义的观点，许多研究只是在现代工业与传统工业之

间、信息工业与现代工业化之间、生产力的国际化、
工业部门的发展主体转变等方面进行。 比如有学者

认为，工业部门的结构转变，是从以轻工业为主向

以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转移，而后在基础工业发

展的基础上，重心又向加工组装工业转移。 这种向

加工业转移的现象无论在轻工业还是在重工业都

会发生，这意味着工业加工程度不断深化，产品附

加值不断提高。 从工业部门结构转换来说，即从以

原料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进入以加工组装为重

心的高加工化阶段。 工业资源结构，即劳动力、技术

和资本的结合关系，也是与工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同

步进行的。 因此，从资源结构变动看，工业化过程又

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技术密

集型工业三个有序的发展阶段。 [5]

4．工业部门两分法的根本缺陷

把工业部门在整体上区分为重工业与轻工业

两大部门，从形式看比较简洁，从内容上看比较清

楚。 但是，这种划分方法也存在严重的缺陷，无法说

明工业生产力的推动机制、发展机制问题。 也就是

说，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到底是由哪些部门主要推动

的？ 工业生产力的创造和创新到底是从什么部门开

始的？ 谁最能够代表工业生产力中的先进生产力发

展方向？ 等等。
二、生产力、生产力要素与先进生产力

要使工业部门的划分能体现工业生产力的推

动机制及发展机制，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生产力

要素、先进生产力、生产力推动机制及其与工业各

部门的关系等问题。

1．生产力的内涵和属性

生产力也叫社会生产力，通常指人们改造自然

和征服自然的能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

导言和序言中都讲过，人是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

过程的引发者、调整者和控制者。 生产力是一个内

涵十分丰富的范畴，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

面。 生产力的自然属性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

的问题；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属于生产力经济学研究

的对象。 [6]生产力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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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界提出的。 1961 年孙尚清先生提出了“生

产力组织学”的问题，主张把生产力运动规律作为

这门学科的独立研究对象。1962 年于光远先生提出

了建立“生产力经济学”的倡议。 1980 年 11 月在贵

州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产力经济学学术讨论会。 在

国外，对生产力的研究则主要反映在工业区位理论

当中。 [7]

2．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讨论

相对于生产力的概念而言，对于生产力的构成

要素问题争论比较大。 自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

判》中提出“两要素”，即生产工具和劳动者之后，对

于生产力的要素问题在学术界的讨论和争论一直

存在。 实际上，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我国的现代经

济学家也对生产力的构成要素问题进行了不间断

的讨论和争论，有的提出“三要素”，有的则提出“四

要素”、“五要素”等有发展意义的观点。
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之间并不是平等的关系，各

个要素在生产力当中的作用及其在影响国民经济

整体结构当中的作用和功能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生

产工具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因为他是生产力当

中的动力机制。 劳动者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在生产

力发展中是起主导作用的，因为那个时代的生产力

总体水平比较低下，生产效率主要依靠劳动者的数

量。 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劳动者在整体生产力

的发展中已经从属于机器和设备了。 虽然企业的发

展也要讲劳动力和技术、管理人员，但是要知道，在

现代工业企业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企业的人力资源

或者人力资本要素在整体上也是从属于技术性质

的生产线的。 至于劳动对象、信息资源、管理体系

等，一方面他们是现代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发展要

素，另一方面他们所起的作用和功能却远远不及机

器和设备。

3．先进生产力及其关键构成要素

对于先进生产力问题， 从 2001 年到现在我国

已经研究了许多年，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 比如，
先进生产力就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时期，代表

生产力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

有时代性、相对性和综合性三个鲜明的特点；先进

生产力具有智能化、 全球化和集约化的发展趋势。
当然，还有从工业化阶段、生产力商品化程度、信息

社会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先进生产力的。 应该说，这

些研究无疑是对先进生产力的认识深化，但是其中

又存在严重的不足。 这就是，把先进生产力抽象化、
理性化了。 实际上，不论是主张“两要素”还是主张

是若干个要素，在生产力的诸构成要素当中，生产

工具始终是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在生产力的发展中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生产工具实际上就是“先进生

产力”问题。
先进生产力的关键构成要素还是生产工具。 实

际上，劳动资料中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

衡量的主要尺度， 是划分社会经济时期的重要标

志。 为什么生产工具在生产力诸要素当中位居重要

地位呢？ 这是因为，生产是聚集先进技术和生产方

式的载体，生产工具当中的自主知识产权是决定性

因素。 生产工具的知识产权是“行为主体以智力劳

动的方法在科学、技术、文艺领域里创造的精神的

专有权”[8]。 关于知识产权的内容，在 1967 年 7 月的

斯德哥尔摩签订的 《建立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第 2
条 8 款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内容， 主要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和著作权。 其中，专利权和商标权合称为工

业产权。 还有发现权、发明权及其他科学技术成果

权。 所以说，生产工具是先进生产力的总代表。
三、工业的部门结构及其与“先进生产力”的内

在联系

我们现在所说的重工业与轻工业，在一定意义

上是根据工业部门的投资规模、技术层次、生产特

点、工艺流程等划分的，而这些划分方法只能说明

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特点，而不能说明这些特点是

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为此，需要重新认识工业部门

的内部关系。
工业各部门与生产力推动机制的关系不是一

致的，应该根据不同的工业部门与生产力的关系来

分析工业生产力的变化规律。 换一个方向也是如

此，也就是说，分析和区分工业部门及其关系，必须

按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来进行。 我们认为，工

业部门的划分理论和实际工业名录，应该具有比较

简明地说明现代工业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功能。 这实际上是对工业部门理论与生产力理论的

关系的重新认识问题，这需要创新思维。
1．工业生产力与工业生产效率是有明显区别的

这种区别是认识先进生产力与一般生产力的

关键。 生产力与生产效率之间有直接联系，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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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别，不能把二者简单混同。 工业生产力与工业

生产效率之间的区别：一是工业生产力应该是讲作

为整体的工业生产力水平的推动机制问题，而工业

生产效率则是讲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产出效率问题；
二是工业生产力是讲原因，而工业生产效率是讲结

果；三是工业生产力是讲工业的生产过程是由什么

手段和方式推动的，而工业生产效率则是讲整个工

业的发展结果和对国家的贡献。

2．工业的“先进生产力”是装备制造业，而不是

其他类型的工业部门

不论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还是从我国的工

业部门划分理论来看，装备制造业主要是指传统意

义上的机械工业。 机械工业主要包括：农业机械工

业、工业设备制造业、交通设备制造业、建筑和筑路

机械制造业、生产用其他机械制造业、生产用金属

品工业、日用金属品工业、机械设备即金属品修理

工业、其他机械工业等 11 个部门。 机械制造业的这

些部门和行业，实际上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先进生产

力。 科学技术的创新活动开发了新一代的装备制造

业技术和设备，这些技术和设备又武装了其他工业

部门，提升了这些部门的生产率。

3．加工业中的技术创新与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

新是有区别的

加工业当中也有技术创新问题，但是这方面的

技术创新与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是有区别的。 装

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是本源性的技术创新，而加工

业中的技术创新则是派生性和部分性的技术创新。
一般理论认为， 重加工业是指采掘业和冶炼业，是

加工自然物质的过程，将自然物质转化成可以进行

多种用途的原材料；而轻加工业既包括一般意义上

的轻工业，也包括为农业和农村生产机械设备的工

业。 重加工业和轻加工业都不是先进生产力的第一

推动力。 第一推动力始终是装备制造业中的技术创

新。 所谓本源性的生产力，是指先进生产力发展过

程中的第一性生产力问题； 所谓派生性的生产力，
则是指非整体性、非本源性的生产力活动。 所以说，
在整个工业部门的划分当中，如果把全部工业部门

划分为重工业与轻工业两个部门，则不能从工业生

产力的第一性上思考工业的发展动力问题，也就把

先进生产力问题覆盖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划分当

中了。

4．工业部门的先进生产力实际上也是整个社会

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本源

对于工业部门当中的先进生产力问题，不能单

纯认为是决定工业发展水平的生产力，而应该定位

于全社会发展的直接生产力、本源生产力和推动生

产力。 工业当中的装备制造业（以机械工业为主）以

其特殊的性质和功能，成为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最

直接、最高效、最强大的推动机制。 这是因为，不论

是在工业还是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不论是在经济

还是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使用得最多的机器和

设备，都是由工业当中的装备制造业提供的，没有

第二个提供者。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农业虽然不属

于工业的范畴，但是在现代农业经济的几乎全部的

活动当中，所使用的主要机械和设备，都是由工业

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农业是工业在区域

上的延伸。 农业的先进生产力如此，社会领域和其

他领域的也是如此。
四、基于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的工业部门划分法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传统的工业部门

划分法不是很科学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方法和标

准不能说明工业各部门与先进生产力发展之间的

内在关系。 这里，我们提出根据各工业部门与先进

生产力的关系来进行工业部门的划分，即划分为创

造先进生产力的装备制造业和运用先进生产力的

加工业两大类，其中加工业可进一步划分为重加工

业和轻加工业。
新的划分方法是依据不同的工业部门在整个

工业经济的运行全过程中的作用不同而划分的，这

样，在现代工业部门的大框架下就可以把整个工业

部门划分为两大部门：一是装备制造业（即生产工

具制造业， 为便于与常用的工业部门分类相衔接，
采用“装备制造业”的提法），包括机械制造、专用设

备、专用生产线、大型生产工具、自动化设备、研究

开发机构等行业；二是加工业，其中重加工业包括

煤炭采掘业、石油和天然气采掘业、有色金属采掘

业、黑色金属采掘业、冶炼业、重型机械加工等，轻

加工业包括纺织业、食品生产业、服装制造业、小商

品制造业、皮革制造业、化肥制造业、农药制造业等

（见表 1）。

李含琳:基于工业生产力推动机制的工业部门划分设想

42



装备制造业的基本生产功能是研究与开发、科

技成果转化、各种机器设备、生产线、自动化设备、
大型生产工具等，重加工业的基本生产功能是开采

矿石、冶炼矿石、发电供电力、生产建材、建设建筑、
水利建设等， 轻加工业的基本生产功能是纺织品、
小商品、农产品加工、零部件、农业机械、修理机械、
电工电器、计算机、软件生产等。 需要说明的是，这

样的划分是基本的，实际上的行业划分更复杂。
从现实来看，虽然工业各部门都有生产力和效

率的问题， 但是这三个部门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是从研究与开发的意义上看，装备制造业的研究

与开发是面向全社会的， 是最基础的研究与开发，
而重加工业和轻加工业的研究与开发是改进已有

设备功能和提高设备效率的。 二是从与先进生产力

的关系上看，装备制造业在创造生产力，而其他两

个是运用和实践生产力。 三是从促进先进生产力发

展上看， 装备制造业是主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

其他两个则是被动地发展生产力。
五、采用新方法划分工业部门的战略意义

中央和国务院在 2005 年制定国家第十一个五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时候，就以国家战略

的形式提出了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也简

称自主战略）。 这个战略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对产品

核心技术的发明权、控制权和收益权问题。 实际上，
自主战略也就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战略问题。

我们认为，实践国家的自主战略虽然整体上是

全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应该

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工业，或者说是本源

生产力工业， 即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问

题。 国家的自主战略应重点突出装备制造业的发

展，振兴装备制造业就是振兴先进生产力。 因此，要

把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点放在装备制造业，对装

备制造业的投资政策、技术政策和人才政策进行倾

斜，以适应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客观需要。
为此，我们建议在国家的宏观经济分析与决策

过程中，用新的基于与先进生产力关系的工业部门

划分方法取代传统的工业部门两分法，这有利于我

们科学地理解工业部门的内部关系，特别是与先进

生产力的关系，也有利于国家自主战略的顺利实施

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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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

部门分类
主要行业 基本生产功能

与先进生产

力的关系

与自主战

略的关系

装备

制造业

机械制造、专用设备、专用生产线、大型生产工具、
自动化设备、研究开发机构等

研究与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各种机

器 设 备、生 产 线 、自 动 化 设 备 、大 型

生产工具等

煤炭采掘业、石油和天然气采掘业、有色金属采掘

业、黑色金属采掘业、冶炼业、重型机械加工等

开 采 矿 石、冶 炼 矿 石 、发 电 供 电 力 、
生产建材、建设建筑、水利建设等

纺织业、食品生产业、服装制造业、小商品制造业、
皮革制造业、化肥制造业、农药制造业等

纺 织 品、小 商 品 、农 产 品 加 工 、零 部

件、农业机械、修理机械、电工电器、
计算机、软件生产等

加

工

业

重加

工业

轻加

工业

创 造 先 进 生

产力

运 用 先 进 生

产力

自 主 战 略

的主体

自 主 战 略

的实践者

表 1 基于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工业部门划分

李含琳:基于工业生产力推动机制的工业部门划分设想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