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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经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批准于1978年建立的我国第一所人文和社会科
学研究生院，其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1998年江泽民同志又题词强调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成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基地
”。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持续健康
发展。
目前已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9个博士学位
一级学科授权、68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7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自主设置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硕士专
业学位2个，是目前我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设置最完整的一所研究生院。
建院以来，她已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有的已成长
为国家高级干部，有的已成长为学术带头人。
实践证明，办好研究生院，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才，不仅要有一流的导师和老师队伍、
丰富的图书报刊资料、完善高效的后勤服务系统，而且要有高质量的教材。
　　20多年来，围绕研究生教学是否要有教材的问题，曾经有过争论。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研究生的课程体系迈上了规范化轨道，故而教材建设也随之提上议事日
程。
研究生院虽然一直重视教材建设，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研究生教材建设未能跟上研究生教育事业
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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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针对经济学专业和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
硕士生和博士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所编写的教材。
它所论述的对象不仅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历史，还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历
史，而时间跨度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1949年至2007年。
该书以中国的工业化和因加速工业化而导致的制度变迁为主线，论述新中国58年来经济发展的历程、
特点、指导思想、区域差异、内外因素以及绩效等学生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分析方法。
由于篇幅所限，为防止治丝益棼，使读者能够快捷地理清线索、掌握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
史》共分为10章。
第1章至第4章，论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即论述中国是怎样从
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走入新民主主义经济，然后又如何放弃新民主主义经济而选择了单一公有制和
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体制急剧变革的过程申，中国经济发展的得失；第5章至第9章，论
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民
主化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主题；第10章是论述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战后经济发
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包括它们与大陆经济的互动关系。
这部教材应该是目前内容最全面、时间跨度最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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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力，1956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重点学科带头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经济史
学会副会长兼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经济史。
主要学术成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一中国共产党“三农
”思想政策史》（主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事辑要》（主编）、《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
经济发展研究》（独著）以及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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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 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期　　二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道路　　三 为什么要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后初期的经济改革与恢复(1949-1952年)　　第
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初期的经济特点和发展水平　　一 经济水平比较低　　二 经济发展不平衡　　三 
新中国成立前的基本经济制度　　四 对外经济关系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经济改革　
　一 解放区的经济体制影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纲领的确立　　二 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治基础　
　三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确立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　　一 农业与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二 
财政金融状况的根本好转　　三 内外贸易的恢复与发展　　四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思考题　　
　　第二章 工业化的起步与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7年)　　第一节工业化的思路和现实条件　　一 中
共中央关于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争论　　二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及原因　　第二节 过渡时
期总路线的提出和“一五”计划的制订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二 “一五”计划的编制及
其内容　　第三节 “一五”计划实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　　一 工业化快速推进中的问题与
矛盾　　二 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　　第四节 “一五”计划的完成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一 
“一五”计划的实施与分析　　二 计划体制的形成　　三 中共八人前后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
革的设想　　思考题　　　　第三章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的调整(1958-1965年)　　第一节 国民经济
的“大跃进”　　一 急躁冒进建设方针的形成　　二 “大跃进”时期的经济体制变动　　三 不切实
际的高指标和经济跃进　　四 庐山会议与“再跃进”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调整　　一 调整决策的
出台　　二 调整战略的措施　　三 调整的结果　　第三节 继续调整和激励机制的变化　　一 继续调
整　　二 体制改革尝试　　三 激励机制发生变化　　四 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　　思考题　　　　第
四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1966-1976年)　　第一节 政治动荡与经济波动　　一 “文化大
革命”爆发与国民经济严重滑坡　　二 “三五”计划的完成与经济调整　　三 1975年的整顿与“批邓
”带来的经济混乱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建设与体制变革的扭曲　　一 以备战为目标
的“三线建设”　　二 以“权力下放”为目标的经济体制变革　　三 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为目的的
“上山下乡”运动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挫折与发展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
经济挫折与问题　　二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　　思考题　　　　第五章 拨乱反正与经济
改革的起步(1976-1984年)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与大干快上　　一 “文化大革
命”结束后的初步拨乱反正　　二 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深入　　三 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大干快上
　　第二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　　二 
扩大企业和地方自主权的初步改革　　三 农村改革的率先成功　　四 对外开放的起步　　第三节 国
民经济的调整和“六五”计划的完成　　一 国民经济的调整　　二 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绩效分析　　
三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六五”计划的完成　　思考题　　　　第六章 改革
开放的推进与经济增长的波动(1984-1992年)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一 第一个体制改
革纲领的提出　　二 改革思路的进一步深化　　三 加快改革开放的重大步骤　　第二节 经济和社会
发展格局的变化　　一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新格局　　二 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三 区域经济发
展与“两个大局”思想的提出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治理整顿　　一 “三步走”战略的
提出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二 改革开放中问题的产生与经济波动　　三 价格改革与闯关　　四 
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　　五 治理整顿期间的继续改革　　思考题　　　　第七章 改革开放和发展
的全面高涨(1992-1997年)　　第一节 中共十四大经济改革目标的确定　　一 国内外形势和经济发展中
的问题　　二 邓小平南方谈话及中共十四大改革目标的确定　　三 “八五”计划的修订　　第二节 
经济建设的全面高涨　　一 1993年的经济过热和治理　　二 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建立　　三 经济建
设的全面高涨　　第三节 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　　一 “八五”计划的完成和“九五”计划制定　　
二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软着陆”　　三 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思考题　　
　　第八章 改革开放的深化与积极的经济政策(1997-2002年)　　第一节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　
　一 国际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　　二 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　　第二节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
新政策　　一 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指导思想　　二 “扩大内需”和“防范金融风险”的经济政策
　　三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三节 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经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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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　　三 进一步融
入世界　　四 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继续取得进步　　思考题　　　　第九章 新条件下的改革开放与
发展(2002-2007年)　　第一节 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思想　　一 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面临的新问
题　　二 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思想　　第二节 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政策的变化　　一 政府职能
及其转变　　二 经济政策的变化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一 经济发展成就及变化　　
二 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思考题　　　　第十章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香港的顺利回归和新发展　　一 回归前的经济发展和制度　　二 回归过程和制度安排　　三 回归10
年来的经济发展　　四 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关系　　第二节 澳门的顺利回归和新发展　　一 回归前的
经济发展和制度　　二 回归过程和制度安排　　三 回归8年来的经济发展　　四 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关
系　　第三节 台湾的经济发展和两岸的经济往来　　一 台湾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二 中央政府
对台湾的经济政策　　三 改革开放以来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关系　　思考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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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后初期的经济改革与恢复（1949——1952年）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之
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收入分配也极不合理。
现实的经济特点和发展水平使得新中国成立后不仅面临大量的棘手问题，也制约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
路径选择。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一方面扫清了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建立起强大的政府，从而为政府主导
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特别是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也建立起国营经济领导下
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运行格局，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在短短的3年里就迅速恢复，人民生活
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初期的经济特点和发展水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总体上讲，属
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三座大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中国工
业化的起步与快速推进扫清了制度障碍，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初期经济基础之薄弱、困难之巨大，以及
国际环境之严峻，仍然制约着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
　　一经济水平比较低　　（一）工农业生产落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被迫纳入资本
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压制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
这期间，中国社会经济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严酷压迫，传统农业凋敝，新兴工业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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