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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工商业政策的收放与工商界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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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般比较注重新中国初期“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对于鼓励和扶助私营经济发展，推动生产恢复

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目前许多研究偏于政府合理调整工商业立见成效的宏大叙事，这当然是重要的方面，但对于工商业政策在实施中存在的

“收放”与摇摆，尤其是作用于私营工商界的社会压力、心理承受、企业沉浮和个人境况的变化等，缺乏实证的考察。这样，混合经济结构内

部的公私关系几经博弈，矛盾冲突此消彼长等复杂情况和问题，往往被简单化叙事抽象掉了。本文将从工商业政策的收放与工商界境况的互动

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时期经济运行中需要补充的另一个方面。 

  一、政策稳健务实执行多有难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并取得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纲领。既然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极度扩张国家

垄断资本，压迫一切民族工商业以致其难以生存，民族资本家和中小工商业者在恶性通货膨胀的重压下被逼到日益破产的境地，他们有理由期

望在共产党新政权下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解放战争的关键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所代表的中间势力倒向人民革命一边，这对于共产党迅速

夺取全国政权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 

  关于新中国所要采取的经济政策，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作了明确的规定，就是发展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

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缘故，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

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私人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新中国建立时《共同纲领》进一

步明确，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在工商业政

策方面，则明文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对从建党开始就明确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执掌全国政权之际，制定出这样的经济政策，是审慎、稳健和务实

的。据当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推断，共产党深知推行社会主义，非有相当时期不可，故采取民主经济政策，允许私人经济，并与

外人通商，决不肯轻举妄动。事实上，共产党非常清楚，革命胜利后的当务之急，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眼睛就要向

着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否则就会站不住脚。 

  有了稳健的经济政策，关键在能不能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底。总的来看，在1949至1952年间，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政策执行得是较好

的。但各地区、各部门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其实对“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政策精神并未真正透彻了解，因而未能切实掌握，一以贯之。

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各项社会政治运动的接踵进行，工商业政策的执行往往时收时放，时紧时松，

不乏左右摆动。而工商界只能在政策的摇摆中被动地承受，不免“挂红旗五心(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折射出焦虑、疑惑、不满及无奈

的复杂心境。尽管对地方上发生的一些问题，中央基本上能够予以纠正或进行若干调整，但并未完全克服，也不能有效地消除已造成的不良后

果。 

  分析政策实施中摇摆现象的发生，除了经济在新旧转轨中必然要经历重新改组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在提出之时，已

为准备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预作了若干限定。如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所论断：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

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几个方面被限制。而这种限制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同时，



决议还在党内点明一点：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

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关于这一点，刘少奇在视察天津时有一个内部讲话说：“单就国内矛盾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确是基本的矛

盾，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尚不能互相脱离，可以拖十年，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就可搞社会主义。”这实际上为中

共在建国后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发展的策略作了注脚。就是说，目前是有限度地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将来是要消灭私人资本主义

的。这便是当前阶段政策实施中的复杂性及其操作难度之所在。 

  可以看出，执政党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及所明确的阶级斗争策略，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之间明显存在着矛盾，二者

实际上是不可能在经济运行中互不干扰，相安共存的。限制和反限制的阶级斗争，势必会扩展到混合经济体内部，指向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私有

经济。即便一开始不突出地强调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所谓“恰如其分”的政策要求，难在一个“度”的把握；而“有伸缩性，，的限

制，则如尺蠖效应，一张一弛，各级干部将如何掌握，实为一个复杂难题。这样，就在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之前的时期内，不可避免会在形势估

计、时机判断和政策掌握的分寸尺度上，发生进退不当，宽严失衡，收放不及适度原则的状况，以至出现摇摆性和某些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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