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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
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这是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过的一段话。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指导中国走向自
由繁荣、文明富强的理论纲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富强的中国创造了前提。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基础上开始这个伟业，不是轻而易举的。
6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边境自
卫反击作战；在“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全面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
助、内外交流”这个“四面八方”政策，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辉煌成就。
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人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了彻底解
放，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高涨，到1956年，在整个社会没有受到严重震荡的情况下，建立了社会主
义的基本制度。
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有了良好的开
端，在此基础上进而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
科学、教育和卫生事业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依靠自力更生，成功地制造出“两弹一星”；文学艺术
方面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国际上，我们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与遏制，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
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逐步为世界各国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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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全国人民正在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的时刻，从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全方位回顾和总结共和国所经历的一些大事要事，对于吸取前人的经
验和智慧，进一步探索和把握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先进中国的规律，是十分必要和极为有益的。
为此，我们约集了一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有研究的学者，编写了这部
五卷本达200余万字的《六十年国事纪要》奉献给社会，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大庆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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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贯彻　中共十六大到中共十七大发展理念的演进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　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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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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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经济纲领的确立和实施历史是一条无法割断的时间链条，今天的创造只
能在昨日留下的基础上进行。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
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同样，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创建也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是在改
造旧中国经济体制和医治战争创伤的情况下进行的。
因此，欲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并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经济体制，自然应该先了解形成这种
体制的诸多因素和条件。
旧中国的经济遗产旧中国的经济可以概括为：受长期战争破坏和腐败政治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
济；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中央集权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国内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民经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长期战争的破坏，发展非常缓慢。
在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的70年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压制了中国现代
经济的发展，1864至1894年之间的30年所谓“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不仅没有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之
路，而且拉大了与世界发展的距离，由此导致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随后的瓜分狂潮及《辛
丑条约》的签订。
这期间，中国社会经济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严酷压迫，传统农业凋敝，新兴工业艰难。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这场革
命并没有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道路，国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政治上的腐败势力没有清除、阻碍经济
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外国经济特权也没有触动，因此，从1912年孙中山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到1949
年南京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前的38年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除外），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发展仍非常缓慢，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是重创中国经济
。
新中国成立以前，以1933年这个经济状况最好年份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相当低的。
据估计，193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49.5 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总值占87.7 
％，属于近代工业的生产总值仅占12.3 ％。
就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而言，1933年的中国产量与1913年的俄国相比，中国煤、电力、生铁、钢、机械
制造、纱锭只分别相当于俄国的97％、57％、1％、14％、0.5 ％、4.6 ％。
1935年中、苏、美、日四国比较，其生产资料的生产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5.5 ％、58.5 ％
、42.4 ％、48.3 ％。
中国近代工业不仅落后，而且彼此不相配套，煤用不完，但电力则缺乏，生铁只有1/2能炼成钢，而轧
钢能力又仅及炼钢能力1/2弱。
第二，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余年问，由于中国经济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摧残，现代经济发
展缓慢，传统农业萎缩凋敝，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一方面表现在城乡之间形成典型的“二元经济”，即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主要
集中于城市，城市经济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但是广大的乡村，由于依然在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之下，
农业经济不但没有走上现代化之路，而且日趋衰落，广大农民在原有生产方式下，甚至难以维持简单
再生产。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区域之间，由于中国现代化经济是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刺激下
发展起来的，因此沿海地区因交通方便和受通商口岸及外国投资的影响，发展较快，而内地由于交通
闭塞和封建羁绊较多，发展较为缓慢，结果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较大差异。
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1947年对中国主要都市全部制造业的统计，其中仅上海天津两地，工厂数即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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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城市工厂总数的63％，职工人数占61％，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
据日伪统计，1943年东北生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87.7 ％，钢材占93％，煤占49.5 ％，电力占78.2 ％，水
泥占66％。
这种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于中国这个地域广大、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始终是影响政府经
济决策的重要因素。
第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革命战争，将全国按政治划分为不同的地区。
自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割据以及革命战争影响，中国
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清政府割让台湾，出借香港、澳门等不用说，北洋军阀时期的
割据不用说，仅就国民党1928年名义上统一中国之后来看，不仅国民党内部实际存在着军阀割据，而
且1931年至1945年，中国大片区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和解放区经济分明，处于对立状态。
区域的分裂不仅造成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统一市场，而且也造成财政、货币及工商业各行其是，自成系
统，甚至互相封锁、破坏，并迫使一些地区形成区域性自给自足经济。
第四，长期战争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仅以1949年与抗战以前的1936年相比，农业牲畜减少26％，农用施肥量减少约27％，粮食产量减少21
％，棉花产量减少45.6 ％。
1949年全国人均粮食仅为475斤原粮（抗战前每人平均约600斤）。
从工业来看，煤炭的产量仅为19351937年平均年产量的70％，电力东北、华北、华东三大地区全部设
备的最大输出力仅占总设备容量的65％，全国公营主要电厂发电量不及东北地区1944年发电量的一半
。
水泥的产量41万吨，只相当于1936年关内产量的42.8 ％。
从人民的购买力来看，抗战前上海的小学教师每月30至45元，按时价约合小米600斤至900斤，而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只有80斤粗粮。
与上述经济概况及特点相对应，旧中国的经济体制也表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特点。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民经济主要由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官僚资本）、公私合营企业（官商合办）
、私营企业（分为官僚资本私人部分，民族资本）、封建地主所有制、个体经济组成，在上述经济成
分中，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封建地主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民族资本和数量众多的个体经济（手工
业者、小商贩、农民）则处于受压迫、受剥削地位。
从政府的经济职能和调控手段来看，总的来说，旧中国处于由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封建集权国家向资
本主义国家的过渡时期，政府职能的过渡因封建势力的顽强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扰以及由此造成
的政治腐败和专制，变得过分艰难和表现为“四不像”的畸形。
以南京国民政府来说，自1928年名义上统一全国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曾经模仿日本和德国，试
图强化政府经济职能和调控手段，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财政改革、统
一货币等。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愿意触动和废除阻碍农村经济恢复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不能消除政府机构
中的腐败，从根本上说，由于这个政权只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其强化政府经济职能
的结果只能是导致官僚资本垄断，窒息民族企业的发展，只能是保持地主阶级的利益，压制广大农民
的合理要求，其结果，也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又分别以抗战和“戡乱”的名义，实施战时经济统制政策，进
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利用通货膨胀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垄断地位，攫取国民
生产剩余，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
从经济运行机制来看，旧中国的经济运行受着多种因素的交叉重叠制约，呈现出多种经济形态。
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为例，一是受市场机制的制约，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门户开放和关税
不能自主，使得中国沿海经济与国际市场密切相关；二是受战争的制约，即以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新
中国成立前的30余年来看，战争几乎不断，全国性的大战有三次：一是国民党统一全国的战争，二是
抗日战争，三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的战争。
战争对经济运行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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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无论哪个政府，在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斗争中，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和打败对手
，都是千方百计利用政权力量来干预经济，使之有利于自己斗争的需要，这一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尤为突出。
三是在农村经济中，以满足自我消费为目的的自然经济机制仍然起着较大作用，制约着地主经济和小
农经济的运行。
解放区经济和新中国经济纲领的确立（一）解放区的经济体制及其影响。
如果说新中国经济体制是建立在旧中国留下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可以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则是
直接来源于解放区的经济体制，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继承、推广和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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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的10月1日，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
回顾60年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60年前，中国人民终于第一次赢得了发展本国经济、建设强大国家的历史机遇与环境。
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60年中，中国人民为了彻底摆脱贫困与落后、实现梦寐以求的富裕与繁荣，曾经前赴后继，血洒疆
场；曾经万众一心，挥汗如雨。
60年的历史，是极不平凡的历史。
新中国的60年，是中国人民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摧毁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及其代理人，赢
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并信心百倍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
新中国的60年，是中国人民彻底摆脱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依附，依靠亿万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把我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
新中国的60年，是中国人民彻底根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刨伤，告别“东亚病夫”和贫穷落后的过
去，积极开展和推进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使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历史。
新中国的60年，是中国人民彻底斩断封建经济关系对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束缚，使亿万农民翻身得
解放，甩掉了饥饿与灾荒噩梦的缠绕，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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