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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日，首都北京将举行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北京城市交通拥挤堵塞状况日益严重，人们对交通管制总抱有几分怨气。
2009年9月7日凌晨，天安门和长安街部分区域实行交通管制，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包括阅兵、群众游行
和背景表演等内容的国庆庆祝大会首场联合演练。
对于这次交通管制，人们不仅没有什么怨气，反而心情都十分激动，提前感受到了热烈喜庆、欢乐祥
和的节日气氛。
　　镜头回到60年前，开国大典见证伟大历史瞬间的那一刻。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公元20世纪农历己丑年癸酉月甲子日申时），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
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无论是支持新中国的人还是反对新中国的人，
或欣喜或悲哀，但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个共识：沉睡了百余年的东方雄狮苏醒了，站起来了，百年
来中国人民受西方列强蹂躏和屈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1950年10月3日晚上，来京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盛典的各民族和各界代表聚集在中南海怀仁
堂，观看来自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庆祝国庆的文艺汇演。
毛泽东观看演出时心情很激动，兴致勃勃地对坐在前排的柳亚子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
不填词以志盛？
我来和。
”应毛泽东的提议，柳亚子即席赋《浣溪沙》一阕：“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
月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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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写作设计了两条线索：以经济发展历程和成就为主线，以制度建设和制度变迁为辅线。
书稿以时间先后顺序，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步探索，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坏、调整、恢复，改革开放以后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辛探索，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就内容而言，涉及农业、工业、制造、建筑、运输、外贸、财政、投资、金融、保险、证券期货、房
地产、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居民消费、社会保障等。
在制度建设和制度变迁方面，阐述了中国从新民主义经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体制，再由计划经济体制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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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论 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　　五、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和普适性　　面对中国经济崛起，曾
有学者发问：“有谁能够预言，迄今为止人白最多的一个大国如此迅速崛起？
”国际观察家也纷纷找寻“中国奇迹的秘密”。
　　（一）新中国经济60年发展的主要经验　　新中国60年的发展道路是极其艰难曲折又极其辉煌的
，有惨痛的教训，也有成功的喜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中国60年历程的成功经验内容极其丰富，我们仅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加以总结。
　　1.从社会制度层面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新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制度基石和起点　
　194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为什么长期落后而且与世界平均水平越拉越大？
因为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强化、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深化和长期战乱，不仅仅是严重影响、更是直接破坏
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自1840年以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历史，推翻了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连续几十年的战乱，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和平建
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时代，这必然极大地激发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轰轰烈烈搞土改，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大
多数农民没有和缺少土地、农村阶级矛盾尖锐、农业生产发展缓慢这个大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
产的发展。
土改之后，继之实施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
　　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一是逐步实行了资源配置的全面计划化，而资
源配置的市场机制逐步退出。
二是对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双重激励”：政治激励与物质激励。
改朝换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即有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质激励，也有新中国当家做主
的主人翁精神的政治激励。
在这“双重激励”中，物质激励是基础，政治激励是主导。
“双重激励”使大家“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普遍高涨，很快促进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
长。
这就是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经济快速发展的真实记录。
　　2.从资源配置的基础来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持续高速发
展提供了持久的体制动力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前29年是在大起大落的波动中
发展的，而后31年的发展则是持续高速增长。
其基本原因就是我国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经久不息的体制动力。
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促成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的，但实际
上自1978年开启的改革，或清或蒙、或明或暗、或快或慢、或多或少总是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的。
例如，改革早期的放开农贸市场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承包经营和颁发奖金等，都是
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调整，不过那个时候“市场”还属于洪水猛兽般的资本主义政治概念而已。
整个31年的改革，都是向着市场化方向挺进的过程，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与其说是“提出”，不如说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撕去了羞羞答答姓“资”姓“社”的
面纱，堂堂正正地承认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已。
　　如果从新中国的60年看改革，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根据各个时期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
，也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
尽管那些改革是在资源计划配置基础上，主要着眼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
与l978年以后的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不可同日而语，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在一定时
期内促进了经济发展。
因此，资源配置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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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两点从中国改朝换代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源配置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来分析新中国60年
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表明，前者与后者虽然具有密切联系，但又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有着旧的剥削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不可能自发地发挥出来。
剥削制度的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提供了可能性，而要把可能性转
变为现实性，就必须使经济体制合理化。
　　经济体制合理化的核心有两大问题：一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二是劳动者积极性激励的基础方
式。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社会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下改朝换代
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始建立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政治激励和物质激励的“双重激励’’
而以政治激励为主导的激励机制，对于改朝换代新中国初期条件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在较短时期内超
常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而一旦新中国新社会的建立和经济发展走向长期、常态和正轨，资源配置方式单一的计划调节就会逐
步失灵，激励机制的过强政治化则会逐步衰弱。
　　这就是说，长期的、常规的和自动发挥积极作用的资源配置基础方式只能是市场机制，长期的、
常规的和自动发挥积极作用的激励机制，主要应该是物质激励。
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好是解决了“资源配置基础
”和“劳动者积极性激励基础”这两个核心问题。
这就是说，新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持久
的体制动力。
　　3.国家独立、统一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中国是一个
多民族的大国，无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大国要能够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实现长期
经济增长和崛起，第一，必须高度统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名义上统一而实际上是诸侯经济；第二
，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第三，社会必须长
期稳定，而不能动乱。
　　这三条都是充分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理由非常简单，如果中国不统一，改革免谈，发展也不可能；如果中国不独立，改革免谈，发展也不
可能；如果中国社会不稳定，改革免谈，发展也不可能。
那么，还有什么“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伟大成就”呢？
　　回顾新中国60年的历程，确保了自己的长期统一、独立，这固然是确保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但
如果国内什么时候政治、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挫折和波动。
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经济发展就受到严重影响。
“六四”风波后，就出现了经济发展的三年低迷。
正因为如此，国家有时候不得不把“稳定”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
　　那么，确保中国长期统一、独立、稳定的基本因素是什么？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凡大国都有其独特的统一、独立、稳定的发展道路。
秦朝结束东周春秋战国的战乱，再度统一中国之后，在西汉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大势，久分为
次，久合为主，在“经济分权+政治集权+儒家伦理+政权开放”这四位一体的治理结构下，基本成功
地维持了国家的统一、独立和稳定，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中华文明和文明古国世代相传。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位一体的治理结构仍然被第一代领导集体作为基本有效的大国治理结构。
　　社会心理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特别是大国在走向发达国家
的历程中，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前面引导，这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
作用。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正因为如此，国内外都一直或明或
暗、或强或弱地存在着不同声音，把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看做某种“紧
箍咒”。
但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调整和改进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坚持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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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民主制度和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逐步形成了中国特
色的“刚柔相济”的领导方式，已经成为维护中国长期独立、统一和稳定的坚强政治力量。
　　4.坚持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经济决策不可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跑　　“社会主义
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大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还是国民经济恢复
之后的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三大改造”，都是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始
终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对运动和改造的积极性很高，不仅运动和改
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而且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
　　《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的核心与实质，是要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即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但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不言而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正确分析了
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
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
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
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
为先进的工业国”。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然而，“大跃进”把国民经济搞得“筋疲力尽”，1960年仍不顾当时面临的严重挫折，清楚地显
示了经济决策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走带来的恶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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