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史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 大事记

列宁主义 邓小平理论 科学发展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专题参考 辞典

  您的位置：首页 - 最新导读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是一个辉煌整体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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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前30年发展的辉煌绩效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任人欺凌、饱受屈辱的历史,使中国最终加入了少数

现代化后起国家的行列。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近代史上

迟迟无法推进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此后的三十年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探索道路上尽管出现这样

那样的失误和曲折,但总体而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成功地实

现了现代经济起飞和增长,在国家工业化、农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从根本上摆脱了在世界经

济体系中日趋严重的边缘化地位。这是持公允立场的西方观察家也予以承认的基本事实。这里主要提

供几组能够客观彰显新中国前30年发展辉煌绩效的纵横比较数据。 

1. 与旧中国经济状况的纵向比较[ 1 ]163 - 165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9年间,包括国民党统治的20多年在内,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穷二

白的社会格局,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差距是在拉大的,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许多经济差距在不断

缩小。 

(1) 新旧中国国民收入的发展比较。1929 年至1949年,世界各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几倍、几十倍或

几百倍,而旧中国却停滞不前。1920年国民收入为200亿元,到1949年为358亿元,增长79% ,年均增长

2%。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的排名位次有所后退, 1933年人均国民收入约12 美元, 1949 年27美元(另一算

法是50 美元) ,仅高于印尼的25 美元,在亚洲倒数第二。从1949到1978年,国民收入从358亿元增长到

3350亿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价格计算, 30年约增长4. 5倍,年平均增长15% ,按人均数额计算,从66元增到

343元。尽管人口增加迅猛而导致人均国民收入仍较低,但这一指标在国际上的位次还是提高的。国民

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也增加较快, 1952年只有477亿元, 1979年增加到2195亿元,增加4. 6倍。扣除人口

增长因素,近30年人均消费额增长1. 6倍。[ 2 ]216 – 218 

(2) 新旧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比较。在1952年以前约70年时间里,国民生产总值从22. 7亿美元

增加到285. 4亿美元(1952年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了11倍多,年均增长率为3. 68%; 新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 年的380. 6亿美元增加到1987年的5295. 2亿美元(均按1980年的不变价和汇率

计算) , 37 年增长12. 9倍,年均增长率为7. 37%。可见,旧中国年均增长率只相当于新中国的49. 9%。 

(3) 新旧中国工业的发展比较。1978 年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 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3200亿

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1952 - 1978 年,工业平均年增长速度达到11. 

2%。 

(4) 新旧中国农业的发展比较。19世纪80年代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0% , 1952年为

67. 7% , 1988年为40%。旧中国70年里这一比重下降22. 3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 4%;新中国36年里这一比

重下降27. 7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47% ,比旧中国快2倍多。 

(5) 新旧中国人均寿命的比较。长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新的社会制度,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

量普遍提高。这一点可以从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一重要的人文综合指标得以清楚反映。1978 年我国男性



 

公民平均寿命达66. 95岁,女性达69. 55岁,男女平均寿命为68岁,比50年代的57岁延长11岁,比解放前的35

岁延长近1倍。 

正确判断应当是这样的:自鸦片战争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从一个较强盛的封建帝国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国家,并逐渐形成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尽管社会

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有一点提高,但速度极为缓慢,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拉大了,呈现

出一副落后挨打和一穷二白的衰败社会画面。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

锁、对外援助较多和缺乏建设经验的条件下,尽管没有完全扭转一穷二白的遗留状况,但经济发展速度

和人民生活改善比过去快,与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缩小。 

2. 与条件相近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国际横向比较 

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进步,还可以通过国际、国别比较进一步确认。这里,分别以历史

和国情与中国相近的印度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比较对象。 

(1) 与同时期印度经济的比较。从各种可比指标来看,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实际上

低于印度,但是,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印两国显示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1949 - 1978年,印度

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过去快得多,年平均增长率6%。然而新中国工业发展更迅速, 1953 -1979年的年平

均增长为11. 1%,除生铁产量外,包括钢、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纱和发电量等在内的工业产量,

都先后赶上并大大超过印度。1950 -1976年,印度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 5%,而我国, 1953 - 

1979年这一指标是3. 4%。新中国30年,包括粮食、棉花、油菜、花生、茶叶、甘蔗、黄红麻、猪、羊

和水产品在内的农产品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比印度增长得快。[ 1 ]166 - 167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中国在国

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方面超过了印度,而印度和中国很可能是以相同的人均收入水

平进入战后时代的。 

(2) 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相比较。[ 1 ]166 - 167其一,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发展时

期对比。战后至70年代以前,是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 1953 - 197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

平均增长速度为:日本10. 9% ,西德5. 7%,法国5. 2% ,美国4. 0%,英国2. 5%; 1953 - 1976年其农业年平均增

长速度为:法国2. 5% ,日本和英国2. 1% ,美国1. 8% ,西德1. 3%。前述新中国大约同期的这两个指标都比

发达国家高。其二,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对比。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

速度最快, 1850 - 1859年为6. 1%, 1860 - 1869%年为8. 2% , 1870 - 1879年3.1% , 1880 - 1889 年为5. 5% , 

1890 - 1899 年为3.3% ,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三,

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起点相近时期对比。我国钢产量从1949年的15. 8 万吨提高到1979 年3448 万吨,

花了30年时间,而类似的发展过程,美国用了40 年( 1872年的14. 5万吨到1912年3195万吨) ,日本用了53年

(1910年的16. 8万吨到1963年的3150万吨) ,英国1860 年为15 万吨,用了120 多年,才达一到3000万吨。 

上述比较表明,新中国前30年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另一个历史和国情相近的印度差,不比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处于大致相同起点时的发展水平差,并且总体而言,也不比同时期处于“黄金时代”的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差。由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总体上是成

功的,它创造了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同一时期,新中国也进行了比其他国

家更多的经济发展探索,犯了不少错误,因而也有许多教训。如果能正确地总结和对待这些教训,它同样

会变成我们前进中的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  

可以肯定地说,通过民族独立和经济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

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探索和奋斗、光荣与梦想。从洋务运动依附性发展、维新变法向制度层面推

进所进行的初步尝试,到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部分探索,中国人经历了上百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直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才开创了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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