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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时间为经，以重大历史发展事件为纬，以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决策为主线，全景式地再现了我们
党经济方略的曲折发展历程和演变，清晰地梳理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脉络，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代
又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雄才伟略，感受到有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实在是人民之福，实在是中国之福。
    60年弹指一挥间，历经沧桑巨变，历经荣辱洗礼，迎着新世纪初的烽烟，回望共和国走过的升腾之
路，能够由衷地激发起我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豪迈的历史责任感。
在被动封闭的经济环境下，我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在打开国门后，面对诱惑和陷阱，我
们也取得了对外开放的丰功伟业；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一幕幕
瑰丽的历史画卷铺陈我们党的高超智慧和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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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力，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兼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会长。
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研究重点为政府经
济职能演变和“三农”问题。
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
农”思想政策史》（主编）、《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专著）；在《光明日报》、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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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恢复经济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方略  第一节 执政初期面临的残破经济基础和严峻
国际环境  第二节 巩固新生政权的三大经济举措    一、平抑物价    二、统一财经    三、调整工商业  第
三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确定    二、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
济    三、开展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第二章 加速工业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方略  第一
节 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确定    一、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环境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形成    
三、“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四、八大前后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第二节 向社会主义和平
过渡的顺利实现    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四、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五、八大前后对所有制问题的探索  第三节 应对经济
“紧运行”的综合平衡办法    一、1953年的小“冒进”与稳步前进方针的提出    二、1956年“冒进”的
形成    三、“反冒进”的提出及初步实施    四、八大前后的继续“反冒进”第三章 完善单一公有制和
探索计划经济的方略  第一节 “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的两种探索    一、八大前后的探索    二、“积
极平衡”思想和“大跃进”      三、应对危机的国民经济调整    四、国民经济调整中的新思路    五、精
神激励方法的充分运用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方略    一、“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
严重冲击和破坏    二、经济工作中的三项重要举措    三、艰难进行的两次经济整顿第四章 改革开放初
期的经济方略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经济发展的方略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调整
方略    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    三、调整积累与消费关系的方略    第二节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略   
一、因势利导实现农村改革突破    二、及时启动城市经济改革  第三节 关于经济发展目标的调整    一、
“四个现代化”战略发展目标的提出及重要意义    二、“三步走”战略构想的提出  第四节 改革理论
的新突破和应对经济波动    一、党关于改革理论的新突破    二、错综复杂的发展与改革    三、对经济
环境和秩序的治理整顿    四、治理整顿中的继续改革第五章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略  第一
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进展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和方略的确定  ⋯⋯第六章 跨世纪战略的
提出和初步实施第七章 科学发展指导下的全面发展战略第八章 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经济
方略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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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形成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基本上确定了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战略。
1951年10月，李富春提出：巩固国防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因而在工业建设方面，首先必须加强与国防
密切关联的重工业。
1951年12月，毛泽东指出：“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人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
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
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财经会议结论时，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总路线的核心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
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
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
　　总路线还认为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小农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基
础。
《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明这一观点：“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
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
当然是不可以的。
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
出路何在呢？
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以
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
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
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
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
业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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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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