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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史(1949-2009)(上册)》内容简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十分落后；今天，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石油和化学品生产、消费大国，《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发
展史(1949-2009)(上册)》将真实再现1949-2009这60年来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历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将实证研究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在每一个阶段对当时的内政外交、国民经济
、人民群众的物质及文化
生活等社会各重要方面的客观影响，同时通过“口述史”来再现新中国“石油人”和“化工人”的奋
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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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时进，湖南长沙人。
复旦大学科技哲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任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科技与社会
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科学传播、科学技术史、企业文化等。
著有专著《科学传播导论》，已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界》《
新闻界》《求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系统科学学报》等国内重要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30多篇。
独立主持完成过多项教育部、中国科协、上海市委、上海科委、上海科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海市
黄浦区等纵向研究课题及上海汽车集团等横向企业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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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1949年以前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概要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石油与天然气发展史概要 第二节中
国近代石油化学工业概要（1860—1949年） 第三节吉化记忆（1949年以前） 第二章新中国石油化学工
业奠基阶段（1949—1957年） 第一节新中国建国初期（1949—1957年）政治经济概要 第二节新中国“
一五”计划（1953 1957年）及石油化学工业奠基与发展情况 第三节此阶段石油化学工业对社会各重要
方面的客观影响 第四节吉化记忆（1949—1957年） 第三章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体系形成及曲折发展阶
段（1958—1977年） 第一节“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期间（1958—1977年）政治经济概要 第二节
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体系形成及曲折发展阶段（1958—1977年）中整体发展情况 第三节此阶段石油化
学工业对社会各重要方面的客观影响 第四节吉化记忆（1958—1977年） 附录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大事
年表（1949—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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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翻一番，由1070万吨达到3 000万吨。
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 900亿斤达到7 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0，
由7 000亿斤左右达到10 500亿斤。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
全党全民大炼钢铁。
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 006亿元，比“一五”
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
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问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
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
的困难。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
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
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
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
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
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扩大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3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0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性的严重危机，持续3年之久的“大跃进”运动被迫停止，开始转
入调整时期。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1961年初，面对农业大幅减产、经济关系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局面，中共八届九中全
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经过1962年上半年先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楼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
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进一步估计了困难形势，明确了调整任
务和部署，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展开。
主要举措有：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对现有一些工业
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稳定市场，回笼货币，努力消灭财政赤字；大力加强农业战线，在农村落
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各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
调整措施贯彻实施后，很快收到成效。
1962年10月，中共中央指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从当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把这3年作为“二五”和“三五”两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
国民经济形势在1963年开始全面好转。
由于大庆油田的开发，我国石油产品基本实现自给。
1964年末，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从1961年开始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
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周恩来同时向全国人民宣布到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分
两步走的战略设想。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史（上�>>

编辑推荐

《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史(1949-2009)(上册)》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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