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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
学术成果。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了庆祝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节日，同时也是为了检阅国史研究的成绩
，促进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从长期从事国史研究的学者中遴选了一批作者，将他们的自选文
集汇编成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大力支持，予以出版。
　　本丛书以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主，每本文集的书名由作者自拟，目录按照发表时间顺序或专题排列
，书后附后记。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陈奎元同志于2009年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上的讲话，对如何正确看待和研究新中国60年的历史，作了深刻的阐
述。
这篇讲话与本论丛的编辑宗旨完全一致，经征得本人同意，作为总序放在每本文集的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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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和国经济风云回眸》收集的是作者近二十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部分论文。
内容大体分为五个方面：前三部分按研究对象的时序编辑，即新中国建立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48-1952年）；计划经济建立与实施时期（1953-1978年）；改革开放阶段（1978-2008年）。
第四部分为贯通几个时期的论文；第五部分为有关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学科建设。
限于时间和篇幅，本次出版时对部分文章作了压缩，作了个别文字处理。
为了保留历史的印迹同时使读者理解创作的背景，在每篇文章末尾注明了写作和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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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志凯，1944年出生于上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
—156项建设研究》；主编和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1949-1952中国经济分
析》；副主编和撰写《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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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正确认识新中国60年，为推动国史研究作出新贡献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与旧中国的经济遗产人民币
之初新中国国营企业的首次清产核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几个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华
侨回国投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私人投资抗美援朝战争与新中国经济新中国首都规划初创新中国成立
初期外资的引进和利用20世纪50年代我国反对“禁运、封锁”的斗争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
—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三大改造在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的两重作用新中国装备工业的起步——156
项中的装备工业初析“一五”时期工业建设中的浪费问题和节约措施论“一五”时期工业建设中的市
场作用对“一五”时期建设资金的再认识国营企业对我国工业化资金积累作出的贡献和牺牲陈云与“
大跃进”中的基本建设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的历史经验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本运作中国
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特点毛泽东与中国科技的自主研发1978年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的重大调
整与改革(1978-2004年)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从历史经验看西部开发——回顾50年来西
部开发的几点启示从20世纪后半叶东北基建投资的特征看振兴老工业基地半封闭格局的终结和全球化
浪潮中的抉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合作经济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及启示中国大陆城市建设方针的
演变(1949——2009年)政府投资职能对经济效益与社会成本的协调路径——当代中国环境的破坏与保
护(1950——2007年)改革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开拓了坦途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研究，就没有经济学的
理论创新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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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胎于旧中国。
她与旧中国的经济遗产具有双重关系：废除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继承、改造与发展既有的经济成分与
生产力。
因此，能否正确地认识与对待旧中国的经济遗产，关系到新中国经济的运行与发展。
在这一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的教训，值得认真回顾与汲取。
在20世纪50年代①前叶，我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方针时慎重对待历史与国情，实施了国营经济领导下的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优先发展重工业、区域协调布局与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争取外援的发展战略，收
到了预期的效果，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其中的经验教训无不与正确对待历史和国情有关，值得认真总结与汲取。
　　概括起来，旧中国留下来的，是一个封建生产关系占据支配地位的广大农村与帝国主义、官僚资
本操纵经济命脉的城市相结合的贫穷落后的经济体系。
其显著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畸形，资本总量偏枯与官僚资本相对集中并存，城乡之间
与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
在长期遭受严重的战争创伤之后，这些特点更加突出，并且进一步出现了生产萎缩、通货膨胀、市场
紊乱、民国政府的财政金融崩溃等严重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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