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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之初，虽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的占比微不

足道，落后的社会生产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民族复兴、人民富裕的理

想和现实巨大的差距面前，强烈的“危机感”很容易催生单纯追求GDP的发展观念，并在全社会
范围内取得广泛共识，从而为经济建设树立明确清晰的奋斗目标，凝聚力量，果敢行动。

以“GDP挂帅”为集中体现的发展观念，现在已经不能很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了。十九大报告
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来概括当前我们经历的历史性转变，“发展”的内涵在
这里已然从“富起来”转变为“强起来”，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还有环境保
护、创新能力、科技与文化等很多方面。“强”是多维度的，需要综合考量，无法把各个维度
的“强”通过“加总”成一个“数”，来理解和测度整体的“强”。
新发展观不再能“化简”“还原”成某个单一维度。在产业发展领域，这种单一维度的观念在更深
的层次上，有时表现在关于产业发展进程所谓“一般规律”的认知中。自蒸汽机发明并广泛应用
于生产从而开启了现代工业以来，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带来了数次被称作“产业革命”的生产大发
展。每一次生产大发展都使社会生产达到了一个之前历史上无法企及的新高度，并且广泛而深

远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那些关于产业发展的宏观叙事里，这些显而易见的生产力成就被人

们与“一般化”“普适化”的道路连接起来了。这条路上有大的“驿站”，也有小的“台阶”，发达国
家一路走来，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就是在这条路上“拾级而上”。这种对产业发展“规律”的“专断
论”认知的危险在于，它提供了一把“尺子”，用来“客观”地评判产业体系和企业的“先进”或“落
后”，从而给人为的调整和干预提供“进步”的理由和依据。实际上，这些关于产业发展的“规
律”是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经验总结的“后见之明”，忽略了不同国家禀赋的不同，忽略了不同
国家产业发展过程中内外历史条件的差异。

我们认为新产业革命是指向未来的，它的路径未定，不同的经济体都要探索、寻找属于自己的

合适路径。不仅如此，新产业革命所要到达的目的地的特征也是开放的，充满意想不到的可

能。没有谁能够完全清晰地描绘未来的情景，又怎么能够笃定地认为未来企业就是某个据说代

表未来的“标杆”企业整齐划一的复制呢？
（摘编自杨斌《中国制造业从“大”到“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观?》）
【1】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强烈的“危机感”容易催生单一维度的发展观念。
B. 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我们不仅要关心经济的增长，也要关注环保、创新等。
C. 新发展观否定了产业发展领域中单一维度的观念，以及产业发展进程中的规律。
D. 新产业革命的终极形态存在不确定性，不同经济体新产业革命路径也不尽相同。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以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为立论前提，论证了单纯追求GDP具有时代必然性。
B. 文章认为“强起来”无法仪用“数”来理解和测度，以此阐释了发展内涵改变的原因。
C. 文章提出新发展观后，接着分析“一般规律”的来源，进而说明后者不具备普适性。
D. 文章论述新产业革命时采用道理论证的方法，指出未来企业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蒸汽机的发明直接开启了现代工业，之后的每次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
B. 如果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道路视为各国必由之路，就会在认知上导致“专断论”。
C. 后发国家根据本国特点，依循历次产业革命的内在规律，必然能够迎来新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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