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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考察》作者贺学琴。

《新中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考察》内容提要： 首设绪论，介绍相关概念。
在此基础上，对每一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观进行了探讨：
1、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我党经济发展思想从体现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发展观
，转变为模仿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观，二者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
文章从分析各自形成的历史背景出发，指出在当时这种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随着实践的发展，经济发展观更加趋向于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式建设道路的思考，许多宝贵思想由此形
成，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2、在“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分析了从“赶超”到“均衡”再到
“备战”经济发展观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反复性特点，说明了我国长期以来
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左”的经济思想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3、十年内乱期间，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一严重脱离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思想的指导下，国民经
济遭受巨大损失，但同时也促使人们对以往发展思路和建设道路进行前所未有的反思，历经沉痛后的
反思必将促进发展观向科学化迈进。

4、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新指导思想，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观的历
史性转变，对经济建设规律有了重新的认识，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实践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发展观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5、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党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经济发展观提供
了新的思路。
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基础上，文章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发展更加关注经济与人、经济与
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协调发展观成为了科学的经济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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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学琴，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文社科部教师，副教授。
1996年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政经系，1999年获内蒙古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学位，之后于内蒙古
财经学院马列部任教，200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院，2006年获北师大法学博士学位。
一直以来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研究。
发表学术性论文数十篇，参加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不
平衡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等课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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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展观
　二、人类探求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过程——当代国外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三、新时期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
　四、经济发展观的内涵及确立
　五、本文研究的重点及意义
第一章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观(1949年—1952年)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观的涵义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观的特点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观的贯彻及实践指导作用
　四、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特点
第二章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发展观(1953年—1956年)
　一、向社会主义过渡经济发展观的确立
　二、向社会主义过渡经济发展观的特点
　三、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
　四、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经济发展观的评价
第三章 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济发展观(1956年—1958年)
　一、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的经济发展观
　二、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经济发展观形成的原因分析
　三、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经济发展观的意义和局限
第四章 “超赶”、“均衡”、“备战”经济发展观(1958年—1965年)
　一、“超赶式”经济发展观——追求高速度的“积极平衡”论
　二、“均衡”经济发展观——强调按比例协调发展
　三、“备战”经济发展观——以“抓备战”来“促生产”
第五章 “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发展观(1966年—1978年)
　一、“抓革命、促生产”经济发展观的特点及认识评价
　二、在继续“抓革命、促生产”基础上的新的反思与探索
第六章 调整中改革——新的“调整观”(1979年—1984年)
　一、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性转折
　二、新“调整观”的确立及特点
　三、国民经济调整和改革的实践
　四、新的“调整观”指导下的国民经济建设的伟大成绩
第七章 从全面改革到稳定经济的发展观(1984年—1991年)
　一、全面改革观的目标模式以及改革措施的实施
　二、全面改革的成就及问题
　三、从全面改革观的角度分析导致经济“过热”的原因
　四、稳定经济观的确立及实施
　五、对稳定经济观的评价
第八章 加速经济发展观(1992年—2002年)
　一、确立加快经济发展观的客观依据
　二、从经济快速发展观的特点看其基本内容上的新突破
　三、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践及辉煌成就
第九章 经济协调发展观(2002年以来)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二、经济协调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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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经济协调发展观的现实体现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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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篇社论以事物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个一般法则为由，宣传可以任意人为地打破平
衡，搞不平衡，从而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进了一步”。
社论要求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
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于跃进了。
这就彻底否定和违背了国民经济必须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的客观规律，背离了党的“八大”规定的经济
工作方针。
以一种不平衡发展观取代了原有的综合平衡发展观。
　　“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是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但是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不加分析地运用这
个规律并把它绝对化，则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中再次强调积极平衡，其用意是不要用消极平衡的办法束缚群众的手脚和前进的
步伐.然而毛泽东却把它强调得过分了，进而否定了综合平衡这一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主要方法，成为
一个为“大跃进”服务的论点，它为任意加速度，提高生产指标，不按计划办事提供了依据。
结果，在“大跃进”中，完全不讲平衡，只是拼命往上提指标，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一五”计划大部分指标的超额完成，使党的领导人滋长了骄傲情绪，忽视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艰
巨性和长期性，决心用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经济建设，其实
质是农业用劳动力大动员和工业用资本物质的大量投入的战略来促使经济的发展。
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的一篇《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社论指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
搞特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
毛泽东同志说：‘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儿大。
’现在，六亿人民干劲儿冲天，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切实有效地把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儿和昂扬的斗志组织起来，就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地前进
。
”社论还指出，必须打倒所谓“正规化”的思想，用革命的领导方法取而代之，来一个“彻底的革命
”，“没有这种革命的领导方法，不敢向‘正规化’挑战，就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高速度”。
①　　把在战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也说明
我们党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而是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还缺乏深入的理解。
发展生产力是以解放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为中心，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解决这一矛盾，往往忽略客观对象
的特殊规定性，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
　　（三）冒进的实践带来的沉痛教训　　由于过激的战略思想的指导，由于急于求成的欲望越来越
强烈，终于采取了冒进的发展战略。
“一五”计划完成后，本来是要在继承“一五”的经验和继续“一五”的战略的基础上制定第二个互
年计划，这是切实可行的。
但是，随即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特别是以钢的产量为主要指标，发展到“以钢为纲”；1958年
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改变了原定的稳步发展战略，实际上采取了另一种急
于求成的冒进战略。
党中央在提出总路线和“大跃进”运动之前，曾努力探求一条高速度和高效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多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发展成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
。
总路线和“大跃进”较集中地反映了这种高速、高效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
党中央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在进行一切事业的时候应有的革命态度。
用这种态度去进行建设，就会极大地提高建设发展的速度。
总路线和“大跃进”的提出，催生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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