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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个年头，中国的民营经济也走过了60年的曲折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营经济的历史，包括至改革开放前以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的各种私人经济的历史和
改革开放后新产生的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
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的孕育、产生和发展，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巨大、意义深远。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了《共同纲领》，并将其作为建国初期的施政纲领。
《共同纲领》规定：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
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私营工商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
1951年开始的“三反”和“五反”运动，目的是打击少数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但在运动中，
相当一批工商业者遭到处理，严重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持续繁荣。
1953～1956年，中国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
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
此后，私营经济和其他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基本成为历史。
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工商业者给予了极大的配合，从而实现了一次经济领域“不流血的革命”。
在“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极“左”思潮和政策影响，非公有制经济的最后遗
迹基本上也被一扫而光，国民经济成为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
然而，在这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下，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也出现低效和停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一方面，党和政府积极落实工商业者政策，为他们“脱帽”；另一方面，随着政策的逐渐放宽，个体
私营经济和各类非公经济重新发育。
然而，在这一新生事物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从关于雇工的争论，到姓“公”
姓“私”的争论，再到民营企业家“原罪”的争论，一刻都没有停息过。
党的政策也经历了一系列演变：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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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营经济史·纪事本末》是全国工商联的研究课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人员
组成的课题组承担，数载研究和写作终于完成。
书中包括了：《刘少奇紧急受命赴津调研》、《统一财经后私营工商业一度经营困难》等文章。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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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共同纲领：确定五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共同纲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于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具有国家宪法地位和作用的文件。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中国共产党执行《共同纲领》确定的五种经济成分共
同发展的经济政策，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个体经济和私营工商业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提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思考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
和民族工商业的问题。
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正确政
策。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
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以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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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民营经济史·纪事本末》是全国工商联的研究课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人员
组成的课题组承担，数载研究和写作终于完成。
在研究和编写过程中，全国工商联领导黄孟复、胡德平、孙晓华、谢经荣、庄聪生等对研究和编写工
作多次进行具体指导。
在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持下，课题组多次召开研讨会，并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张卓元、吴敬琏
、保育钧等参加指导，还得到陈全生、王忠明、王永庆、王黎明、董志凯、武力、马立诚、彭树堂、
徐建青等专家的指导。
全国工商联黄文夫、于丁柱、张金喜、刘檀、鲁咪咪等人也多次参与讨论和审稿，提供相关资料。
课题组成员包括：高德步教授、贺耀敏教授、陈勇勤教授、王珏副教授、巫云仙博士、徐铁博士、杨
乙丹博士、陈凤玲博士，以及研究生罗娟、李美华、韩媛媛等。
全书最后由陈永杰和高德步统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营经济史纪事本末>>

编辑推荐

《中国民营经济史纪事本末》：真实记录中国民营经济激荡60年，客观评价影响中国商界历程60事。
对资本主义的改造有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
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
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毛泽东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江泽民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
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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