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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湖北省计划委员会编撰的《湖北省志·经济综述》(送审

稿)(以下简称《经济综述》)，是卷轶浩大的湖北省地方志系列

中的一个组成部份，又是我省第一部经济综述志。

按照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起迄年限划分，．《经济综述》既记叙了
1 840年鸦片战争至I 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延伸至I 985年国

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撰稿者按照详近略远的原则，记叙
了1 840年至1 985年一个半世纪以来，湖北经济的发展与演变，重点

记叙了新中国成立后36年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众所周知，在这1 45年间，中国政坛上出现了极其纷繁的局

面。《经济综述》以这些纵横交错的复杂历史为背景，展示出湖北

经济发展的兴衰起伏。但是，因种种原因，过去对这一历史时期有

关湖北经济资料的收集、整理是非常薄弱的，既无旧志可资借鉴，

又无系统、准确的统计资料。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 搿我们还没有

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特别是在经济

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

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

理论书：一(《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 967年版771页)毛泽

东同志的评价同样符合过去湖北经济志方面著述的实际。这本《经

济综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填补了湖北省这方面的空白，具有开

创性的意义。

在编撰《经济综述》的过程中，撰稿者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以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主线，按照经济的实际发展，力求系统

地，全面地，：．隹确地记叙一个半世纪以来湖北经济发展与演变的

真实里程。使读者对自1 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对湖北的经济侵略、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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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运动，民族资本主义在湖北的产生与发展、革命根据

主义经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北省
发展；对湖北经济的历史与现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

展，有一个比较明确而清晰的认识。对探索湖北经济的

制定湖北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资治作用。

编撰《经济综述分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客观地记叙
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史实，向人民群众宣传并帮助人民

。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认识在湖北近代经济的发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对湖北人民残

动面目。从而增强民族自尊心，弘扬民族精神、激励爱国热情、鼓舞
人民朝气蓬勃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读者受到一次生动而

具体的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这些活生生的

史实表明，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将

一事无成，中国人民还可能在黑暗中苦斗，还可能处在水深火热之

中。所以，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进行的历史

选择，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经验

和教训是无价的财富之一。撰稿者力求寓经验教训于史实的记叙之

中。它给现在和未来的建设者的最大启示是：按客观经济和自然规

律办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愿《经济综述》能为我
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同时，20多万宇的《经济综述》，向人们展示的一幅幅历史画

卷，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层次，反映了湖北省的经济发

展，勾画出了湖北在祖国近百年经济史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祖

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所作出的贡献。

撰写《经济综述》迂到的最大困难是资料的极端贫乏。在过去

很长的一个时期，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动，加上剥削阶级的偏见与歪

曲，使不少的宝贵资料毁于天灾人祸，以致残缺不全。因此，《经
济综述》编辑室的1 0多位同志，不畏严寒酷暑，奔走于京、宁、沪、

汉，历尽艰辛，通力合作，在浩瀚的档案，图书、文件中搜集，整

理了数以千万计的文字资料，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和综合，去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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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精，去伪存真地进行加工和提高。尽可能地作到百炼成字，千

炼成句，为《经济综述》的成稿，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这种对历史

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是我党在长期工作中所创造出来的优良

传统的保持和发扬。
《经济综述》是众手成书，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篇幅大，内容

博，年限长、涉及面广，撰稿者又都是新手，缺乏经验，这就不可

避免地会存在着不够完善之处。但由于省政府领导的关怀，湖北省

《经济综述》编纂委员会和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一些著名

专家，学者，如尹进、赵德馨等同志的不吝指教，使这些缺陷得到了

一定的弥补。80年代的最后一个早春，20多名专家、学者和有丰富

经验的老同志汇集英山，年逾古稀的老教授与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学

者，济济一堂，互相切磋。其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精神，至今仍

令人难忘。使这部《经济综述》无论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资料的

可靠和精选上，都具备了一定的水平，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全篇对

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记叙，均寓意亍客观的史实中，具有明显的

志书特点。同时，全篇在结构、语言，文字、资料等方面，力求熔

知识性、历史性、科学性于一炉。尽管如此，缺点错误仍然很多，

我们诚恳地欢迎广大读者、专家和领导给以斧正，裨使本志稿更臻

于成熟，更趋于完善。
’

坎 眵灰。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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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的话

根据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布置，我委编撰了《湖北省志

-经济综述》(送审稿)o

全书在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湖北省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省地方态

办公室的指导，也得到湖北省直各有关厅，局、总公司，各大专院，

校、科研单位，以及武汉市等地，市、州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北

京中央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大学图书

馆、湖北省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武汉市图书馆、鄂西自治州

档案馆、图书馆、．中南财经大学图书馆，及其湖北省直各有关

厅、局、总公司方志办资料室为撰稿者查阅、收集、整理各种档案、

资料给予了多方面的协助。武汉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湖北大学、
中南民族学院、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及其他学术、

科研机构的学者范植清、朱秀武、陈钧、欧阳植梁、姚会元、张广
立、李怀军、马基松、湖北省计委综合处的伍如良、程天惠、邹积

东、王玉祥、魏学东等同志参加了部分文稿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初

稿的撰写。尹进、石泉、赵德馨，金逸南、陈梦浓、代鲁、曾兆

祥、孙玉华、甘伦远、田润生、杨文祥、周正铭、陆少琳、殷冰

侠、章重、苏少之等专家、教授，对编写大纲、文稿进行了专题讨
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湖北省志责任副总纂、中南财经大学

教授赵德馨同志始终悉心地指导了编纂工作。甘伦远同志和湖北省

统计局的有关同志对各项数据，尤其是对建国后的金省性综合数据

和重大史料进行了反复分析和核实。章重同志做了文字统稿工作。

在此，特向关心、支持和参加《湖北省志·经济综述》(送审稿)

编纂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经验不足，资料收集也不全，加之水平有限，书中一定有

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湖北省计划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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