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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的主要内容是1949—1952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史。
虽然主要内容发生在3年多的时间中，但因为它是一个新的起点，需要回述历史的继承，特别是经济
遗产，所以全部内容远远超过了3年，创作的时间也超过了3年。
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历时5年，六易其稿，群策群力，集体攻关的结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十余年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自197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组（1990年改建为研究室）乘改革
开放之东风，开始在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历史资料。
他们深切地感到，这里是新中国历史资料尚未开发的宏大宝库，其丰富的馆藏蕴含着数代革命家、建
设者以及档案工作人员以血汗代价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
这些馆藏的数量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内容属第一手记录，翔实具体。
但是因历史上的多种原因，使这些珍藏长期束之高阁，未能开发利用，实在是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1988年，董志凯在研究“一五”时期重大建设项目的过程中，中央档案馆国家处处长张志提议，由经
济所的科研人员与档案管理人员合作，整理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以此作为新中国经济
历史档案开放利用的第一步。
这一提议迅即得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级领导的支持。
胡乔木、胡绳等领导同志相继对此作了肯定的批示；姚依林、杨德中等国家与中央办公厅领导人亦批
示同意。
于是，从1989年开始，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中央档案馆馆长王明哲任主编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开始运作。
1989年9月，在中央档案馆馆庆30周年时出版了其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
至1996年，历经8年寒暑，《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2卷全部出齐。
利用这批资料，国内外有关学者完成了一批论文与专著，大大丰富了对同期历史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集体创作了专著：《1949—1952中国经济分析》，对这一时期经
济体制、经济运行的诸环节，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恢复的特征，作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
。
与此同时，由刘国光、王刚（时任中央档案馆馆长）主编，开始了《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档案资料选编》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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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1卷）（1949-1952）》是课题组成员历时5年，六易其稿，群策群力
，集体攻关的结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十余年从事中华人民共和
国经济档案资料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自197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组（1990年改建为研究室）乘改革
开放之东风，开始在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历史资料。
他们深切地感到，这里是新中国历史资料尚未开发的宏大宝库，其丰富的馆藏蕴含着数代革命家、建
设者以及档案工作人员以血汗代价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
这些馆藏的数量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内容属第一手记录，翔实具体。
但是因历史上的多种原因，使这些珍藏长期束之高阁，未能开发利用，实在是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1988年，董志凯在研究“一五”时期重大建设项目的过程中，中央档案馆国家处处长张志提议，由经
济所的科研人员与档案管理人员合作，整理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以此作为新中国经济
历史档案开放利用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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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大陆的区域经济存在着诸多矛盾，突出的有两个主要矛盾：自然资源优势偏西与生产能力偏
东的“错位”矛盾和传统农业生产与现代工业生产之间的矛盾。
　　以水资源、能源、主要地下矿产资源、可开发利用土地资源、耕地等五大基本资源而论，资源偏
西的优势极为明显，区域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的差距更加显著①。
东弱西强的资源格局正好与东强西弱的生产能力格局相反。
这种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分布的不协调性，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根本性制约，增加了交通运输的强度
，增强了区域间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
此外，东西部还有劳动者素质的差异、科学技术水平的差异、生活水平的差异等等。
所有这些差异，形成了中国大陆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其复杂的现状，普遍呈现出梯形结构，是制定区域
经济发展战略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煤炭是中国的主要能源，资源基础雄厚，种类齐全，品质优良。
已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
其分布面积广泛，全国2300个市县，80％有煤炭资源。
但分布数量却相对集中：以秦岭——大别山为界，北煤多于南煤，北方17个省区的煤炭占全国储量
的89％，山西、内蒙古、陕西3个省区的煤炭占全国的60％以上；以京广铁路为界，西煤多于东煤，路
西煤炭占全国的82％②。
　　由于人口多，人口的需求量和消费量大，按人口平均，资源就不够丰富，成为一个自然资源相对
短缺的国家。
如海域空间、海洋资源绝对数大，但人均占有量低。
丰富的海洋资源分布也不均匀，像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大陆架区域，其中3／5在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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