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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发表有关节约问题的第一篇文章至今，对节约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转眼已经二十多
年了。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是由我主持完成的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节约型社会论”
的最终成果，也是由我负责对节约问题进行研究的第四本著作。
　　关于节约问题的研究，笔者此前已经出版过三本著作。
第一本是1990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由笔者主编的《节约经济学》，第二本是1994年由江西人民
出版社出版、由笔者独立完成的《劳动生产率新论》，第三本是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笔者独
立完成的《综观经济效益论》。
　　本来，在《综观经济效益论》出版后，关于节约问题的研究，我准备画上句号。
然而，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我又倾注了极大精力与一批朋友一起来研究这一问题。
促使我进行这一研究的动因是2004年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尔后又提出
了建设节约型社会。
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节约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对其的认识不断提高；中央和各省市也都作
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节约问题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我既为之高兴，又为之激动。
高兴的是，在我看来，痛心疾首的浪费问题，党和国家对它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激动的是，我
长期从事的节约研究工作没有白做，我的研究顺应了时代的需要，符合了党和国家的要求。
学术界有的朋友也以此对我进行鼓励。
　　由于我较早研究节约问题，有领导、朋友，甚至记者，也就此对我作过了解和采’访。
①为什么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开始关注节约问题呢？
　　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和共和国基本同龄，经历了共和国的许多重大事件。
过去许多亲眼看到的浪费现象使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大跃进”时期，我那时还是一个小孩，但现在仍清楚记得，当时整个村子里的劳动力都集中起来干
活，可事实上，只有在干部来检查时，人们才会拼命干活；干部一走，许多人就放下了镰刀、锄头，
劳动效率极其低下，活劳动的浪费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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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将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其意义极其重大而深远。
《节约型社会论》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此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
全书共分三篇：第一篇，节约型社会的基础理论。
主要从节约理论来源于节约实践出发，分别对古今中外的节约理论进行概括和分析，同时对节约和浪
费规律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对古今中外的节约悖论进行了批判。
第二篇，节约型社会的基本框架。
主要从节约型社会的概念人手，探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主体、
制度、体制、机制、政策、产业体系、资源管理系统等相关内容。
第三篇，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主要途径。
主要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循环经济，牢固树立节约观念，借鉴国外节约经验等方面探讨如何建
设节约型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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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铁苗，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开始研究节约问题，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经济学文章400多篇：在人民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等出版单位，
独著和担任主编，出版学术著作5本；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2项。
近几年，研究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成果，有的“供中央及省部主要领导同志参阅”，有的被广东省委省
政府领导批示并出台相应文件。
被评为广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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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节约是经济实践的永恒主题　　回顾人类社会，我们会发现，人类的行为或活动都是遵循
一定的规律或原则进行的。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
人类的建筑史、服装史以至人自身的穿着打扮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人类的经济行为，我们的研究表明，人类是按照节约的原则进行经济活动的。
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理论来源于实践。
人类节约实践的永恒性决定了节约理论的永恒性。
因此，本章作为研究节约型社会基础理论篇的第一章，首先探讨节约实践的永恒性。
　　第一节 节约的实质　　与对其他问题的认识是不断由浅到深一样，从古到今，人类对节约的认识
和思考也是逐步深化、扩展和延伸的。
　　一、古代关于节约问题的理解　　节约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关于节约含义的理解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就开始了。
从东方世界来看，我国《周易》、《墨子》等古典文献中就有不少关于节约的论述。
例如，在《周易》中，作者鲜明地提出了“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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