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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荆之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2-9 19:05:38发布)  阅读58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吴承明、董志凯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主要研究的是新中国成立最初三年（1949～1952）的经
济。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十分重要和关键的时期。在长期的战争破坏之后，在千疮百
孔、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和国际封锁的背景下，如何开展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如何选择和
制定适合我国实际的政策方针？如何组织、动员人民重建家园？如何应对突变的严峻国际
形势、抗美援朝？所有这一切摆在新中国人民政府面前。这本书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如何战胜重重困难，创造了经济恢复的奇迹。  

该书首先分析了共和国创建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然后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和重大经
济举措，继而分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人民生活状况，最后作总体分析，对经济总量、经
济结构、经济体制等做了系统的论述，构成了这个时期经济史比较完整的体系。  

与其他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比较，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资料翔实。作者用8年时间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编写了千万字的文献档案选编，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项专题研究。由于运用了一批新发掘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使该书内容

更加充实。全书发掘整理出267个有关建国初期经济状况的统计表，填补了这方面的空
白。  

第二，该书主体是叙述1949～1952年的经济史，但花了不少篇幅讲述中国的资源环境、旧
中国的经济遗产和解放后的经济，为理解这三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背景。读者由此可
认识特定的自然条件、资源环境、人口状况与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经济成分
以至社会人文环境形成的基础关系，并且可联想到这种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提
高而变化。  

第三，旧中国经济遗产是新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的前提和条件，该书汲取了中国近代
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工农业生产、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劳动就业、分配与消费
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注意阐述了继承与变革两方面的历史因素及其路径。  

第四，突出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中国全面建立、实施、运行的历程与成就。该书指
出，建国之初三年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仅用长期战争之后一般都有快速恢复来解释
是不够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制度进步。这三年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并没有出现
经济的剧烈动荡和停滞，相反却直接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原因在于抓住了新民主
主义经济的主要环节：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下，经济成分与经济利益的多样性
及其协调发展；资源配置的基础环节为国家调控下的市场体系，并与多种计划管理方式
（指导性计划与指令性计划并行）相结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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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照顾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灵活多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发展
个体经济与互助合作两种积极性；等等。这些构成了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
特点。通过这样的社会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在
极其险恶的经济环境下，赢得了财政平衡、市场稳定、生产恢复，出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
经济发展、精神文明的历史盛况。  

历史表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所包含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
得其所”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思想，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
发，在劳资对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对立的既定认识基础上，补充了其在一定条件
下可能并存、兼顾、统一的思想，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
济可以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与私营经济并存、劳资双方既矛盾对立又可以“两利”的思想，
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发展打开了突破口。这些新民主主义经济最具特色的内容，使经
济政策选择有了趋利避害的较大空间，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雏形。这也是新中国

经济史留给21世纪中国建设者的一项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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