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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周年，也是农村开始改革的30周年。
各方面尤其是理论界、学术界都在以各种方式回顾、思考、总结这对于我国极不平凡的30年的历程。
今年花开季节，收到了王梦奎主任给我的来信，他要求我选择若干篇这些年所写的文字结集成册，以
供中国发展出版社编辑丛书出版。
王梦奎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曾作为他的部属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多年。
因此，受梦奎同志之邀、能将自己的一些文字结集交由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出版社
编印出版，我深感荣幸。
　　我是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
40年前，我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
许是10年的农村经历，使我在恢复高考后的志愿选择中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经济系。
有幸的是在入学的第一年年底，就遇上了党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遇上了农村改革
的序幕被徐徐拉开。
因为自己所学的专业，更因为赶上了这样一个农村发生巨变的时代，当然就对农村发生的变革和理论
界对此的讨论格外关注，并利用假期频频到农村实地调查，由此也就选定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关于
农村改革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我的著述很有限，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要选择若干篇文章结集作为丛书之一出
版，确实很感不易。
但自己毕竟亲身经历了农村改革这30年，作为对这一伟大历程的纪念，似乎有义务也有责任留下一些
表达自己亲身体验的文字。
为此就选择了这十余篇文章。
我国的农村改革历程，是党所领导的亿万农民群众为追求自身美好生活而进行伟大创造的光辉历程。
农村改革中的许多经验都是由基层和农民群众创造的，理论和政策工作者所做的更多的是在实践中了
解基层和农民的期盼，总结他们的成功做法，再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按照我国国
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将这些经验总结、提炼和升华，使之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更顽强的
生命力。
在过去的30年中，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而从各方面做出努力的农民群众、农村基层干部、理论和政策
工作者何止千万人，对农村改革发展的经验与得失进行过理论、政策上的概括和论述的文章和著作也
何止千万种。
我的这些文章，仅仅是从我个人经历的角度发表的若干一己之见，其目标也在于引起人们对推进农村
改革发展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发表更多的真知灼见。
　　编入这个集子的十余篇文章，是按成文或发表的时间排列的，其中有些是公开发表过的，有些则
是尚未发表过、当时是为工作所写的内部材料和建议，但在选编时，均未对内容和文字做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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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的伟大事业。
经济学家是非常活跃和有贡献的群体。
这套丛书各卷的作者，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和直接参与者，是长期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的经济
学家。
他们之中有改革开放之初已年过古稀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最年轻的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崭露头
角的后起之秀；有的主持或者参与过关于改革和发展重要课题的研究，有的参与过党和国家关于推进
改革开放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
　　本书的文章大多是过去30年间对中国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发生过直接影响的调研报告、政策建议
、理论著作，向读者展示了陈锡文对当时改革方向的思考和阐述，对中央政策的解读，以及在政策探
索中的理论交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
　　本套丛书的发起人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积极加盟
的15位作者都是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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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锡文，祖籍江苏丹阳，1950年7月10日生于上海。
1968年9月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
1982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1985年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1990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农村研究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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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民经济的格局变动与乡镇企业的发展　　〔1985年〕　　1984年，全国乡镇企业的产值，占到
了我国社会总产值的13.3％，乡镇五级工业企业的产值合计，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6.1％。
乡、村两级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净值，已相当于1983年全国独立核算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总额
的14.11％，而在乡镇企业中就业的非农劳动力，则已相当于1983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非农就业劳力总
数的62.27％。
1984年国家财政收入净增数的14.5％，全国税收金额新增部分的19.5％，来自于该年乡镇企业新增缴纳
的税金；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的19.7％，来自于乡镇企业的原煤产量。
这些数据表明，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乡镇企业都已占有了不容被人轻视的份额；对乡镇
企业地位和作用的评价，再也不应该仍局限于农村内部。
　　近年来，乡镇企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
1984年，乡镇企业的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40％；而1985年第一季度，乡镇企业的产值比上年同期又增
长了51％。
这种超高速度的增长，使乡镇企又一次成为整个经济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对乡镇企业高速增长可能带来的利弊，当然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但要分析清楚乡镇企业之所以会高
速增长的原因，却不能不涉及对国民经济增长原有模式和机制的评价，也要涉及到对今后国民经济发
展及其格局变动的判断。
因此，即使是只对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问题进行评价。
也应当将乡镇企业与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本文谈些粗略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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