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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一部大型经济学术资料系列丛书，也是一部工具书
。
编辑的目的是为经济决策部门、经济工作者和从事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学等方面的人员提供比
较系统全面的经济档案资料。

全书按专题立卷，包括综合、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
、交通邮电、外贸共10卷。

本书是《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内容包括：基本
建设投资方针，中央与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投资管理，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与结构，物资供应，
基本建设项目的设置和调整，勘测设计业的发展与变革，建筑业与建筑施工管理，城市建设，固定资
产投资的进程，部分行业建设案例，区域投资方针与概况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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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基本建设投资方针
　一、高速度、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二、以钢为纲，大搞群众运动
　三、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从全局出发处理各方面关系
　四、实施调整方针，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保证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五、加强薄弱环节，注意专业协作和综合利用，有计划地设备更新、技术改造
　六、国防第一，全国支援三线建设
第二部分　中央与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投资管理
　一、基本建设职能管理机构的变迁
　二、固定资产投资的计划管理
第三部分　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与结构
　一、投资主体与投资规模
　二、投资结构
第四部分　物资供应
　一、物资管理体制的变迁(见商业卷)
　二、成套设备供应
　三、建材供应
　四、处理积压物资，改善仓库管理
第五部分　基本建设项目的设置和调整
　一、建设项目的设置
　二、调整时期项目的变化
　三、“三线”建设项目
第六部分　勘测设计业的发展与变革
　一、设计方针与设计管理
　二、地质勘探、测绘工作概况
第七部分　建筑业与建筑施工管理
　一、建筑业的发展与建筑企业管理
　二、建筑施工管理
第八部分　城市建设
　一、城市规划和管理
　二、城市建设资金
　三、城市改造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四、城市住宅建设
　五、其他建设
第九部分　固定资产投资的进程
　一、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度计划及其实施概况
　二、投资效益
第十部分　部分行业建设案例
　一、冶金
　二、石油
　三、水利
　四、科教
第十一部分　区域投资方针与概况
附录一　要事年表
附录二　本卷所用部分档案资料书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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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我们正在组织中央各部作各种小型企业的标准设计，供地方采用。
可以设想，在那些资源条件具备的县份，不用几年，完全有可能至少建设一个小的煤矿、一个小的化
学肥料厂、一个小的炼油厂、一个小的炼铁厂、一个小的水泥厂和一个小的电站，以及为当地农副业
加工的各种小工厂和为以上各种企业服务的机械联合修造厂。
到那时候，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工业点将不再是寥若晨星，而是满天星斗。
　　我国是一个大国，一个省就等于人家一个国，甚至一个专区就比欧洲的一个小国大。
一旦把各省、各专区和各县举办工业的积极性通统调动起来，万马齐奔，又有中央大型工业的协助和
国家的统一规划、调整，我国工业化的速度没有理由不比欧洲各国快得多。
　　纵观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后，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我们贯彻执行主席所指示的方针，继续发扬革命
干劲，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就可能比苏联更快一些。
我们就可以掌握时机，在比十五年更短的时间内赶过英国。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能不能大发展、大跃进的问题，而是怎样更加有力地来组织实现的
问题了。
在这方面，大家最关心的是物资有没有保证。
我们认为是有保证的，即使有某些困难，也是完全有办法克服的。
　　为了克服物资供应中的某些困难，各个生产单位和基本建设单位都应当千方百计地增加生产，清
理库存和节约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经济协作区应当加强协作，统一调剂；对外贸易部门应当
积极组织某些必需物资的进口。
除了上面这些措施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动用一些国家储备。
这样，某些物资不足的困难，是能够解决的。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每当人们感到物资多一点的时候，恰恰就是反映生产和建设都松了劲的时候
。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就是这样。
实际上，只要生产和建设的劲头一上来，物资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反之，每当人们感到物资少一点的时候，也就是反映生产和建设大跃进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努力增产节约，不足的物资就能够很快地多起来。
一九五六年是这样，今年也将是这样。
那种一碰到物资略有多余，就叫喊物资积压，要“泻肚子”；那种一碰到物资略有不足，就叫喊困难
，就叫喊“冒进”，实际上都会放慢建设速度。
对于这两种叫喊，都应当硬着头皮顶住。
因为作这种叫喊的人，往往只看到物的作用，而没有看到人的作用；只看到静止的东西，而没有看到
发展的东西。
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变化着的客观形势，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必须千方百计地把它做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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