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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撰写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起因　　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我国经济和
社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科学研究也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各种新中国国民经济史和部门经济史的频频问世，就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
　　但是，迄今未见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著作出版。
部门经济史固然不能涵盖全部第一、二、三次产业，就是国民经济史也没有包括整个第三产业。
显然，这种情况不利于对新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经验的全面总结，不利于作为经济学基础学科的产业经
济史学的建立，不利于为决策部门提供更全面的参考，不利于充分满足教学的需要。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书拟在这方面做些探索。
　　二、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研究任务　　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现代经济学关于产业经济的理论，探索和叙述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
过程及其规律。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
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必须结合实际，并且必须结合实践加以发展，否则，不仅不可能成为实践的
指导思想，而且会成为贻害实践的僵化教条。
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就意味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
因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有分析地运用现代经济学。
三次产业的理论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著名代表是英国学者科林·克拉克
。
他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把产业结构分为三大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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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首先是延续了第一版的基本方法。
包括坚持实事求是和生产力标准，以及注重党和政府在变革发展产业经济中的作用和产业经济变革发
展过程中的数量关系的叙述。
还延续了与这些基本方法相联系的具体方法。
诸如：以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变革作为历史分期的第一标准，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第二
标准；以历史方法为主，并辅之以逻辑方法；大量采用具有实证特征的数量分析方法。
但在这方面本书第二版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延续第一版的方法上，而是继续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
这里的突出问题是：一方面，新中国成立60年产业经济变革和发展的史实甚为浩瀚；另一方面，作为
单卷本的本书规模虽不算小，但也不可能容纳这样浩瀚的史实。
这个矛盾在以下四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一，典型历史事件与非典型的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历史事件与次要历史事件的选择。
显然，如果企图把所有非典型的事件和次要事件都写进来，那不仅是写单卷本做不到，就是写多卷本
也难以容纳。
当然，在写单卷本的情况下，这个矛盾更难处理。
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选择那些典型的和重要历史事件，将那些非典型的和不重要的历史事件抽象
掉。
    这里要消除一个误解，似乎只有理论经济学必须运用抽象法，而经济史学则不须运用抽象法。
实际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运用抽象法。
二者的区别只是在于抽象的层次不同。
一般说来，前者的抽象层次比后者要高得多。
但不存在经济史学不需要运用抽象法的区别。
事情很清楚，即使是多卷本的经济史，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把所有历史实都囊括进来。
如果真的这样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就看不清事物真面目和问题的本质了。
从一般意义上，抽象法是包括经济史学在内的任何科学揭示本质所必须采用的方法；否则就不可能达
到揭示事物本质的目的。
而任何科学的任务又恰恰在于揭露事物的本质。
    因此，本书在解决这个矛盾时，力图选择那些典型的和重要的历史事件，舍弃了那些非典型的和次
要事件    第二，三方面历史过程的选择。
完整地说来，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都包括决策过程、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i方面。
但对一卷本的写作来说，要对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都包括这三方面也难做到，甚至不可能。
这就有一个选择问题：对哪些重大事件必须做到三方面，哪些只能做到两方面，哪些甚至只能做到一
方面。
本书力图按照有利于揭历史发展规律这个任务做出选择。
    第四，叙述方法与分析方法的结合。
以史实为出发点，并以史实叙述历史过程，是撰写史学著作的共同方法。
但在这里叙述方法是离不分析方法的。
这至少有以下几重含意：一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是以历史分期为前提的。
而历史分期又是以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分析为前提的。
二是就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本身来说，如果离开了对事物的梳理，势必杂乱无章，看不清眉目。
三是如果要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出一些必要的经验教训，那就更离不开分析。
所以那种认为在历史撰写中的叙述方法可以脱离分析方法的观点，很难成立。
但是，史学著作毕竟不同于理论著作，它是以叙述历史过程为主的。
这里也发生了叙述方法和分析方法的结合问题。
本书力图按照史学撰写的任务和一卷本的规模，以叙述历史过程为主，并辅之以必要的分析。
  第四，详细叙述、分析与简要叙述、分析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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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典型和重点历史事件的选择，三方面历史过程的选择，抑或叙述方法和分析方法的结合，其中
都包含有一个详细展开和简要提及的问题，以及二者的结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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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海波  1930年9月出生，男，汉族，安徽宣城人，中共党员。
1953年复曰大学经济系毕业，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政工济学系研究生毕业。
曾任中国社科院治经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现在继续任《中国经济年鉴》总编辑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兼职教授。
1991年享晋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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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问题研究》  (1984)，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初探》  (1981)，  《
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R》  (1984)，  《中国积累与消费问题研究》  (1986)  ，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
主编，1986)，  《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研究》  (1988)，  《工业经济效益问题探索》  (1990)，  
《汪痴波选集》  (19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痉济史》  (1998)，  《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
—2004)》(2006)，《汪海Ⅸ集》  (中国社会科李院学者文选，2007)，  《中国经济发展30年》  (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2008)和《汪海波经济文选》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2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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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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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的若干说明第一编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产业经济——经济恢复时期的产业经济(1949年10～1952
年)导  言　第一章  建立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制度  　第一节　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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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第一节　扶植有益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第二节  打击投机资本和调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第三节　开展“五反”运动和进一步调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第四节　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
恢复和改组　第五章　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第一节　工业中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迅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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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促进工业和国民经济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加快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加强农
业、水利、交通运输、邮电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
布局以外，主要采取了以下两项措施。
　　1.加快调整工业结构，提高工业经济效益　　其主要要求是：①继续保持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等基
础工业的稳定增长；②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限制供大于求、不适销不对路产品的生产，不再造成
新的积压；③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关停并转～部分生产能力过大、产品无销路和扭亏无望
的企业；④大力抓好资源、能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⑤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消耗
，减少亏损，增加实现利税。
为此，主要采取了以下办法：①从1992年起，把工业总产值只作为一般统计指标，建立工业增加值指
标，以完善工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指标。
②从贷款、税收、物资供应和运力等方面支持适销对路产品、名优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其他要鼓励
发展的产品的生产。
③公布对主要产品停产、限产和鼓励生产的目录，及时发布市场信息。
④实行压缩不合理库存与技术改造、流动资金贷款双挂钩，推进限产压库工作。
⑤为了促进工业资金循环，继续1991年开始的清理“三角债”的做法，从解决“三角债”源头人手。
重点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源头进行了清理，1991～1992年全国共注入资金540亿元（其中包括
银行贷款505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34.3 亿元），清理拖欠项目14121个（其中，基本建设项目5420个，
技术改造项目8701个），连环清理1838亿元。
同时还组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清理流动资金325亿元。
这样，除少数项目外，全国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在1991年以前形成的拖欠已经基本清理完毕。
这两年共清理拖欠款2163亿元（其中，1991年清理1360亿元，1992年清理803亿元），实现了注入1元资
金清理拖欠4元的效果。
①⑥继续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同时严厉打击制造和贩卖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行为。
⑦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工业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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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产力作为笫二标准，合理地划分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
　　以历史方法为产并结合逻辑方法，恰当地安排了每编的章节构架。
　　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有详尽的史实叙述，又有系统的统计资料。
　　真实、清晰、简明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产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有画龙点睛的经验总
结。
　　每编后均附有复习提要、重大历史事件和复习题。
便于读者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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