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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以往出过多种文集。
在前面又较全面地介绍了作者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
基于这些考虑，这本集子只是选编作者在21世纪以来围绕我国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做出的研究成果。
    入选这本文集中的有些文章之间重复较多，在这次付梓时对这部分做了删节。
除此以外，为了保持文章发表时的原貌，均未做修改。
但在这里需做两点说明：第一，作者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以及这些数字反映的历史经验，将新
中国成立以来各个经济周期波峰年份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设定为经济过热，
在其以下则为经济偏热。
正是基于这一点，作者在有的文章中将2007年认定为经济偏热或接近经济过热的边缘。
因为作者设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潜在经济增长率为10％，而国家统计局原来公布的初步核实数字，2007
年经济增长率为11.9％，比潜在经济增长率高出1.9个百分点。
但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最终核实数字，2007年经济增长率为13.0％。
这年经济增长率比潜在经济增长率高出3个百分点，则应认定为经济过热。
第二，作者依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经验，将各个经济周期波谷年与波峰年经济增速的落差在20个
百分点以上设定为超强度周期，落差在10个百分点以上为强波周期，5个百分点以上为中波周期，5个
百分点以下为轻波周期。
而依据上述初步核实数字，作为波峰年的2007年经济增速比作为波谷年的l999年(这年经济增速为7.6％)
只高出4.3个百分点，故称这次经济周期为轻波周期。
但依据上述最终核实数字，2007年经济增速比l999年要高出5.4个百分点，接近中波周期下限的边缘，
只能说是基本实现了轻波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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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海波，原名，汪期涛；笔名，汪涛。
1930年9月24日出生于安徽省宣城县龙坑汪村的一个地主家庭。
1936～1944年6月在宣城县龙坛坑和榨门口读私塾和小学。
1944年7月～1947年6月在宣城县立初中毕业。
1947年7月～1950年6月先在安徽省宣城中学读高一、芜湖中学读高二，后在皖南区宣城中学高中毕业
。
1950年7月～1953年6月先在南京大学经济系读大一、大二，后在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
1953年7月～1956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
1956年8月～1958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任助教。
1958年12月～1975年12月在中国科技大学政治经济教研组先后任助教、讲师和组长。
1975年12月～1981年1月在人民出版社经济编辑室做编辑工作。
1981年1月～1995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
其间：1981年任副研究员，1985年任研究员。
1982年任硕士生导师，1985年任博士生导师。
1981年任工业经济理论和发展史室主任。
1985年7月任所党组成员。
1985年10月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4年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1984年9月任经济管理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和《中国经济年鉴》副总编辑。
1986年7月任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
1987年4月任《经济管理》主编。
1988年11月任《中国经济年鉴》总编辑。
1987年8月～1991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
还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院学位委员会主任。
院学报主编。
1987年、1989年、1991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学科片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5年10月在工业所退休。
2006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荣誉学部委员。
1995年10月至今，继续任《中国经济年鉴》总编辑，并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兼职教授、教学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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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经济发展战略　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条件及其意义——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点体会　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艰巨性和可行性　试析优化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    　试论“十五”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
行特征及其变动趋势　试论第三产业的优先发展　论统筹城乡发展经济运行轨迹　“九五”时期国民
经济运行轨迹的特征及其意义和经验　2001年：“十五”计划开局良好的一年　试析2002年通货紧缩
的特征——兼及通缩率和通胀率公式的修正　2004年经济运行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2006年：“十一五
”开局良好，重点治理失衡　当前亟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兼论地方投资膨胀机制的治
理　2008年经济运行的特征　对2008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回顾　对2008年物价运行的回顾和展望　试论
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的特征及其战略含义——兼及经济周期的历史发展　试析价格指数及其与经济冷
热的关系经济发展成就及其根本动力　新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成就和经验　改革开放30年经济
发展的成就及其根本动力——兼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调控经验
的若干思考——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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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城镇居民收入低的主要原因：一是就业面没有获得应有的扩大。
对城镇居民来说，扩大就业是提高他们收入的基础性工程。
诚然，当前我国存在数以亿计的富余劳动力，每年新增加的劳动数量也很多，伴随国有和集体企业改
革深化又要释放出大量劳动力。
因此，在我国，扩大就业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极为艰巨的任务。
但是，多年来，由于没有把扩大就业放在政府调控中的突出位置，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
三产业（尤其是其中的社区服务业）、手工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财税
、信贷和法制等方面缺乏更有力的措施。
当然，在这些方面近几年来有所改进，但也没有完全到位。
以致在2000-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由681万人增加到827万人，失业率由3.1％扩大到4.2％①。
当然，做到这一点，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之不易。
但我国当前扩大就业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而且，失业人数增加和失业率的扩大，是导致城镇居民收入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劳动力价格过低。
应该肯定，改革以来城镇职工工资比改革以前有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提高。
1978-2004年，城镇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由615元提高到16024元，平均实际工资提高了3.85倍。
但是，劳动力价格仍然过低。
如果以1978年为100，则2002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指数为891，而工业职工工资总额指数只有331。
因而在这期间工业工资总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6.7％下降到9.3％。
②这些数字表明：尽管绝对工资是大大提高了，但相对工资（工资指数相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增
加值的指数）却大大下降了。
如果再考虑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工资状况，那上述的城镇职工上升幅度就要大打折扣。
据粗略估算，近年来农民工近1.4亿人，但他们的人均收入只有5000～6000元③，还不到城镇职工的平
均工资的三分之一。
而且就是这样的低工资，又在许多情况下还不能按时拿到手。
劳动力价格过低，有历史原因，在计划经济时期，工资就很低。
改革以后，由于长期存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机制，在客观上会抑制劳动力价格的上升。
再加以政府在逆市场供求机制作用而进行的调节方面还缺乏力度。
这样，劳动力价格过低的状况就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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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著名经济学
家孙冶方、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等代表性文选。
出版这部文丛，比较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反映经济科学
的繁荣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黄范章从专业角度看，《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所选取的
经济学文章，很多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起到了参考作用。
有些观点在现今仍是中国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所以本套丛书的学术价值还是很高的。
本套丛书相对于同类相关图书比，具有“精”和“全”的特点。
“精”是指本套丛书的选文，都是由经济学家亲手完成，是其经济研究生涯的一个代表。
“全”是指相对于市场上单个经济学家文集的出版相比，本套丛书将出版的文集之多也是具有深刻意
义的。
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后选择出版这套经济学著作还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金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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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汪海波经济文选》：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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