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济改革30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经济改革30年>>

13位ISBN编号：9787562444503

10位ISBN编号：7562444501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重庆大学出版社

作者：周立群，谢思全　主编

页数：327

字数：36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济改革30年>>

内容概要

本书从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制度的改革这两条线索着手，回顾了中国经济改革30年来，在政
策环境、法律环境的改善到经济制度的逐步变革的过程中，民营经济从起步、发展到成为国民经济重
要支撑力量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的历程；总结和分析了30年民营经济改革的得与失；揭示了民营经
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国民经济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把民
营经济30年改革的生动历史画卷呈现在了读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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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基本国策的确立　　1.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个体私营经济政策回顾　　1.1.1　国民经济恢复时
期对私营经济的政策　　1）政策背景　　1949年到l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的关键时期。
经过了长期的战争，国内的生产力已经遭到巨大破坏。
我国的经济建设不得不从百废待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基础上起步。
宏观经济不稳定且秩序混乱、经济系统脆弱，严重威胁国民经济安全。
针对建国后经济领域出现的哄抬物价、生产过度等问题，国家采取了统一财经管理、稳定金融物价等
重要措施，为宏观经济稳定和工商业的调整创造了条件。
此时的民营经济对增加就业、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采取
了鼓励的政策。
同时，建国伊始的政治背景也使得调整工商业、特别是调整公私关系，具有更深层次的政策意义。
这一阶段民营经济的主要形式是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
　　2）调整公私关系、恢复国民经济　　（1）《共同纲领》确定公私原则　　1949年9月29日，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首次对私营经济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即“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
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
其私有财产”。
这一政策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是民营经济产权的法律保障。
　　（2）财经工作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　　1950年4月，国家的财经工作重点已经由统一的财经管理
转向调整工商业。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第七次会议上讨论了有关调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决定按照《共同纲
领》规定的公私兼顾的原则，采取适当措施 帮助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解决困难。
同年5月召开的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决定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调整公私关系，使各种经济成
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充分分工合作、共同发展，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济改革30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