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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看，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历史进程。
每一次浪潮的兴起，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社会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迁，从而为
人类文明翻开崭新的一页。
农业化使人类社会从“采集食物、狩猎动物、个体觅食、流散栖息”走向“耕种植物、畜牧动物、集
体生产、屋宇定居”；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走向以“
货物、商贸、服务和价值”为特征的工业经济，工业经济同时带有“产业化”（Industrialization）特征
，有力地推动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业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电子计算机的发
明为标志的信息化浪潮则带来了人类社会信息和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的巨大变革，并深刻地影响了
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各个方面，使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农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并不是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相互替代、“有你无我”的关系，
而是一个相互渗透、彼此融合、与时俱进的动态发展过程。
农业化的生产工具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发展到“石器锄耕”，再到“铁犁牛耕”；工业化出现为农
业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农业生产工具发生巨大变革，出现了以柴油机、拖拉机等为代表的半农业
机械化和农业机械化工具；信息化的涌现，又为农业化提供了3S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
、遥感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智能农业机械等一系列工具，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现代化。
工业化的发展，其内涵同样也是动态发展的，它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多个阶段，信息化
的发展，又使其朝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进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全面来临，“融合”已越来越成为当前显著的时代特征之
一。
对于“融合”思想的溯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卢森伯格（Rosenherg）对美国机械装
备工业技术变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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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地介绍了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内涵、历史和发展现状，并从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时代背景出
发，阐述了“两化融合”战略的提出，论述其内涵、特点、必要性和意义。
然后，重点分析了“两化融合”发展的机制、国外信息化与工业化发展的经验、我国首批“国家级信
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试验区”的发展经验，阐述了若干个企业“两化融合”实施的典型案例，并对宁波
地区的“两化融合”进行了实证研究。
最后，我们深入思考了推进我国“两化融合”，实现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国家战略问
题，重点探讨了“两化融合”实施体系、重点和难点，中国推进“两化融合”的政策建议。
　　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从我国信息化、工业化发展
现状出发，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从而将
“两化融合”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内容翔实，分析深入，见解独到，是一本
从宏观上加深对我国“两化融合”的认识和把握，学习和掌握“两化融合”知识，开拓“两化融合”
发展思路的学术专著。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可以为领导干部、企业领导、学者以及相
关专业的大中专学生更深层次认识和把握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供参考，也可以为政府部门制订信息
化与工业化融合相关政策，推进“两化融合”工作，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提供借
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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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具有普遍、客观、可知、可度量、可转换、可存储、可处理等性质，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
基础，是客观世界中的重要资源要素之一，同时也是管理和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2.信息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信息技术是在信息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下扩展人类信息功能的
技术。
它是研究信息的获取、传输和处理的技术，具体而言，由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结合而
成。
它同样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而言，信息技术是指能充分利用与扩展人类信息器官功能的各种方法、工具与技能的总和。
它强调的是从哲学上阐述信息技术与人的本质关系。
中义而言，信息技术是指对信息进行采集、传输、存储、加工、表达的各种技术之和。
该定义强调的是人们对信息技术功能与过程的一般理解。
狭义而言，信息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广播电视等各种硬件设备及软件工具与科学方法，对图
、文、声、像各种信息进行获取、加工、存储、传输与使用的技术之和。
该定义强调的是信息技术的现代化与高科技含量。
　　信息与通信技术区别于传统通信概念，该词语的诞生本身就是信息与通信技术融合的反映以及对
信息社会的渴求。
ICT包括了收集、存储、加工、传输和发布信息（包括数据、图像、声音等）的各类硬件、软件、网
络相关技术和工具。
　　3.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往往与“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管理系统”混用，因为信息系统的目
的往往是为了进行信息管理。
信息系统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网络互联技术、现代通信技术，集各种软件技术、各种理论和方法于一
体，并提供信息服务的人机系统。
　　4.信息产业　　信息产业与信息业概念相同。
在我国，在工业与信息化部成立之前，中央的信息产业部，地方的省、市、地区的信息产业厅、信息
产业局，负责国家和各地区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方针政策、规划的制订，承担振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业、通信业和软件业，推进国民经济与社会服务信息化等任务。
　　1997年北美行业分类系统中，信息产业指将信息转变为商品的行业，具体包括三大类：生产和分
发信息及文化产品的行业，提供传递或分发这些产品以及数据或通信方法的行业，处理数据的行业。
这个分类没有将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等的生产制造包含在内，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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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融合”是时代发展强有力的音符。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瞻远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
要举措，有助于实现我国传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助于我国实现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的战略性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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