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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
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 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
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
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
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
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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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暮桥(1904～2005)，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
著名经济学家。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
干事。
本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从我国经济建设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权威性理论著作，全面
分析了建国以后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探索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
运转的规律性，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按劳分配制度及工资锘4度的改革、商品和货币、价值
规律和价格政策，以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点问题，全面总结了建国以后30年经济建设的经
验教训。
本书使用的是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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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管理　一、怎样进行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　二、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统筹安排　三、国民经济的
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　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安排　五、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六、社会主义国家的
经济核算第八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第九章　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第十章　阶级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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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长时期来，我们对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困难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往
往追求大和公，急于过渡，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
社会主义本来是要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
我们在农业还没有机械化以前就完成了合作化，这样的合作化是很不容易巩固的。
必须充分认识这样的社会主义，还是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
如果完全采取吃“大锅饭”的办法，来组织集体劳动和统一分配，就很可能削弱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
性。
过去我们曾经采取“评工记分”等多种办法来克服这个缺点，但很难使这个问题彻底解决。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根据目前农业生产的特点，对不同地区、不同的农业劳动，寻找
发挥集体劳动和个体劳动各自优越性的更适当的办法，宜合则合，宜分则分，以提高劳动的经济效益
。
过去我们不少同志不懂得农业集体所有制不巩固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低，只是片面强调这
是由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祟，因而常用“砍资本主义尾巴”来巩固集体经济，结果反而使农业生产
下降，农民生活困难，集体经济更难巩固。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一条规律是大家一致承认的。
但是，对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如何不相适应，则有不同的认识。
前面已经讲过，长期以来，我们许多同志认为不相适应是指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承
认生产关系如果变得过急、过快，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生产力
。
所以许多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只会犯右的错误，不会犯“左”的错误，在犯了“左”的错误的时候
，还当做“右倾路线”来批，以致“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影响很大。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就是利用这种错误思想，制造混乱，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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