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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简评

郑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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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有贵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率领的研究团队完成的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全

面系统地再现了6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制度变迁，内容充实，资料丰富，立论科学，是一部颇具权威的优秀著作。 

    独具匠心，构建科学的研究体系。第一，全面系统而又主线突出。对60年中国经济史的描述，可谓“全景广角”和“泼墨

写意”，不以偏概全，同时又注意防止治丝益棼，主线十分清晰，即围绕中国现代化发展，以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机

制演变为主线。第二，突出重大政策、重大制度、重大事件的描述。对如“统购统销”、“大跃进”、“文革”、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经济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城市再就业工程、扩大内需、化解金融风险等经济行为，采取“局部特写”和“工笔细描”。

第三，将中国的发展和变革置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去观察和论述，进而对中国各个时期的政策制订、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做出客

观、全面、公正的评价。第四，注意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以及与此相关制度的多样性。第五，把港、澳、台地

区的经济发展纳入中国当代经济史体系展开研究和记叙，实现了中国当代经济史编研的完整性。第六，在遇到留史还是留论时，

选择“留史削论”。第七，对于有较明显分歧的观点，在有所取舍的同时，尽可能在注释中提供不同观点的索引，可以供读者参

阅和思辨。 

    博采众长，彰显水准。第一，站在学科前沿，站在今天的高度，对60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进行审示，使得在历史描

述、理论分析、经验总结等方面都比初版时有了较大提高。第二，将60年看作是中国人民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动态历史过程，

这个视角的审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第三，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遵循“史无定法”，还加强了计量和成熟经济

学的理论分析。第四，广泛吸收最新成果。这次修订，除将叙述的历史下限延长到2009年外，还吸收了10年来新披露的历史文献

和已经出版的海内外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文稿》、《陈云文集》、《江泽民文

选》、《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谷牧回忆录》、《毛泽东传》、《邓小平年谱（1975～1997）》、《陈云传》、

《李先念传》，以及2008年出版的大量研究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论著。 

   以史为鉴，史论结合。古人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以真实再现历史为主的同时，史论结

合，对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辨，探索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例如，在导论部分，基于60年间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

“一国两制”等，提出了“‘多元一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论断。分析指出，纵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与地方经济

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它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至1952年为一个阶段，其特点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保留市场机制下的集

权，因此权力的集中主要表现在财政和金融方面，其结果是好的。1953年至1978年为第二个阶段，其特点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

济基础上的集权和分权，因此权力的集中和下放都表现为行政性的、全面的，结果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境地，始终没

有找到和建立起令人满意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但是总的来说，权力集中的时期比权力下放的时期经济形势要好。1979年至

1991年为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恰好与第二阶段相反，其基础是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及恢复市场机制过

渡，其特点是由初期的中央集权到分权再到部分集权，由于经济体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中央与地方权力的

划分仍然没有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但是，总的来说，无论权力的集中还是下放，都没有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危

害。1992年至今为第四阶段，这个阶段的权力划分已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力划分开始真正摆脱“一统

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向良好方向发展。随后，还进一步概括出以下启示：第一，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政治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中央与地方经济权限的合理划分，例如香港、澳门、台湾与内地

的关系；内地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东西部和各省之间的关系。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人口多、资源少的大国，中

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演变趋势，一方面，必须照顾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应允许部分地区

发展快一些，中央政府将给予地方政府较多事权和立法权；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统一市场的要

求，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权力则呈加强趋势，即事简而权大。第二，60年的历史证明，要想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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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权力，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首先必须科学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传统的计划经济无法解决这

个问题，而政企不分也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第三，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限，是使国民经济避免波动、持续稳

定增长的重要保障之一。第四，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必须与它的管理能力相一致，不考虑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成本，而

过分突出中央政府，会造成财力的萎缩而导致诸侯经济、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既不符合实际，也容易导致急躁和冒进，对经济

发展产生副作用。 

十年磨剑，见赤诚之心。这个研究团队认为，回顾和研究6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程，尤其是总结中国经济发

展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仅能够激发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加强对国情的认识，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同时

对于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今天的经济问题和把握明天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的统一和经济一体化，也都是很有必要的。基

于如此高度的认识，这个研究团队在10年前迎着困难，坚持写作这本书，并在10年后又增补修订该书。这个研究团队不是急功近

利，而是持之以恒，仅此精神，哪怕是“千虑一得”，或是“管窥蠡测”，都令人敬佩。最近，获悉该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应该说是实至名归，得到认可了。 

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新中国经济史作为一个研究叙述对象，是一个随着时间而不断延伸和丰富的历史过程，也是一

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这60多年里，中国经济无论是从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还是从生产关系、对外经济关

系，都发生了急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远没有“尘埃落定”，因此影响和局限了我们的视野和判断，特

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所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一个新的尝试。这些因素都使得“跟随历

史前进”的这本书在研究上又一定难度，受到较大局限。例如，书中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的关系分

析还不够透彻，如果能够通过历史经验给出一个收入差距的合理界限（即与经济发展的正、负相关关系）就好了。又如该书尽管

比较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感觉还是略嫌不够，像90年代以来互联网发展作用和意义就讲得不够充分。而这些科技革命，即

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更深层

次的推动力和决定因素。总之，希望武力率领的这个研究团队，能够“与时俱进”，紧跟新中国前进的步伐，及时吸取各个学科

的研究成果，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提高研究水平，为下一次修订该书时做好准备。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分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翟金懿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话：010-85195999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878；84177879    Email：skw01@cass.org.cn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1号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