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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人民共租国王业

经济史研究的任务

为了创立工业经济史这门新学科，推动经

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教学和经济、企业管理

工作，深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 E 工业经济史

〈以下简称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模有必要。

基于经济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以

及工业经济史研究现状，耳考虑到我留有关主

管部门已经将管理学从经济学分离出来的情

况，可以考虑将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任务确定为 z

通过工业经济发展史实的研究和叙述，具体地

离明工业生产关系(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各

种实现形态〉和生产力以及经济管理和企业管

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可见，工韭经

济史是一门横跨经济学、管理学和历史学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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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但就它的主体内容来说，属于经济学和管理学，就它的叙

述形式来说，属于历史学。我在过去的论述中给工业经济史下

定义时，只提到经济学和茄史学，未提管理学，看来是不全面

的。

二、工业经济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研究新中国工业经济史这门学科，需要遵锤下列指导思想=

在马克患列宁主义指导下，从中富的实际靖况出发，去探索工

业经济发晨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

过去的历史唯心主义者虽然也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

他们不能捏这些现象的变化看作是客现的历史过程，只报于指

出支配这些历史现象的社会思想和人的目的，商不是把这些患

想和自的归结为物囊的社会关系，即客观的社会生产关系。与

此根本梧反，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

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

产关系好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担社会形态的

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

有社会科学"。①毫无疑闰，马克患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应

该成为我信研究新中嚣工业经济史这门学科的指导思想。从一

定意义上说，马克患列宁主义这个基本原理对于这门学科的研

究还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一，就新中留工业经济史这内学科的任务来说，它是要

操索工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国对

①《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20 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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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有关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作窍。银显然，如果没有历

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

互关系的原理作指导，工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过

程及其规律是不可能得到阎明的，对社会主义上是建筑在工业

上发生的作黑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评赞，这门学科的研究任务

也就无法完成。

第二，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这汀学科所要研究的史料来说，

也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1)这门学科研究的史料涉及到生产

关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样极为广阔的领域，靖况十分复杂。

再加以人前认识过程本聋具有曲括性。这样，在研究过程中，就

银可能发生"担认识的某一个特在、方面、部分片喜地、夸大

地……发展(膀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吉然、神化了

的绝对"，就锻可能把"认识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

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亩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南这

一种"直线性和片 E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琼"。① (2) 工

韭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是由无产

阱级国家领导实现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尤其是这样。这种

情况很容易使人们误认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社会

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雨不是生产力决定社会主义的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3)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

段，由于缺乏经挂及其他原因，无论在处程生产关系或者在组

织生产力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不成熟的、不完善的地方，甚至

发生严重的错误。这样，业已存在的工业经济史料就会有商种

情形 z 一种是反映了工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手一

① f列宁选集2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簸，第 7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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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没有完全反映甚至是摄本违反了这些规律的。呈然，对工

业经济史料的鉴别、取舍和分析，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

也是难以做好的。这三点都说明 z 工业经济史梅研究，更需要

马克思到宁主义的指导 a

在论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捂导作;在时，需要强濡毛泽东思

想在这方面的特别重要意义。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

患想，是马克思到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不住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而且对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捂工业经济史这门学

科的研究)，都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

在论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导作黑时，尤其需要强羁邓小

平噎诠在这方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 i轩在。邓小平理论又是一个新的发展阶

授。①这个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我主题的历史条件下，

在我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

我雷社会主义月生和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自家

兴衰成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

物，是毛泽东思楚的继承和发震，是全党全宙人民集体智慧的

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 E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②这个

理论不 f又是今后党和人民进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

基本指导思想，也是我1fl 总结新中国历史〈包插新中雷工业经

①汪海波(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中罢王工业经济研究击. 1♀92 年第 12 期。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

~16 页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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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史〉的基本指导思想。在这方面，这个理论具有更全面、更

现实和更深远的指导意义。所谓更全茧，就是在总结新中国成

立 40 多年正、反南方哥经验〈主要是"左"的错误〉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理论，有助于人fìJ去鉴别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左"的

错误，并注意防止右的领向，从高达到全面总结工业发展的历

史经验和揭示工业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的。所谓更现实，就是最

苦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及其需要发展起来的理论，有助于人们立

足于当前工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去总结工业发展的历史经拴和

探索工业经济发展规律，做到古为今用。房谓更深远，就是这

样发展起来的理论，有助于人们去揉索工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论到那小平理论在这方富的指导意义时，还需注意党的

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所作的重要发展。党的十五大最伟大前历

史功绩就是担却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持导患想。同时，党的十

五大又对邓小平理论作了一系列的重大发展。位就经济改革方

面来说，最重要的有 z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龄段基本经济制度的

分析 z 关于公有制含义的分析 z 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和雷有经

济主导作用的分析 F 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分析 p 关于按劳分

配和接生产要素分E相结合的分析 F 等等。①

三三、王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

第一，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一切

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因此，工韭经济发襄的史实，就成为工

① f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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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史研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一鼓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

体土橄捂实挥生活中的复杂情况"。①商且..自然界在人的思想

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亮的'，不是‘抽象的'，不是

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币是处在运动的永程过程中，处

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垣过程中的"。③社会界在人的思想中

的反映亦复如此。这样，"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

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廷伸，故此不新接近，但是永远不会

相交"。③囡雨，集任何科学研究工作一样，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这口学科的研究工作如果从原则出发，而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就

不可能完成它的使命。

但是，这里所说的史实，必须是经过就判地审查过的，去

传存真的，而不是虚实混杂的 z 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

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窍不是"片断的和捷便排出来的飞⑧是

反映客规规律要求的大量事实，雨不是个裂的偶然现象 z 是表

现本质的典型事实，西不是非本盾的现象。

这里所说的史实，是历史过程中的事实。因此，黑历史事

实叙述这个过程，是包括工业经济史在内的所有史学著作在叙

述形式上所必策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窍经济学对前题的分

析采取摆脱了具体历史形式的抽象论点，是有重大区剔的。

就工业经济史中的重大事件来说，这个m史过程需要包捂

决策过程、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三方面。

①《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5 页.

②《列宁全集E 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08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E 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08 页.

③《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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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述这些历史过程时，势必涉及决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

人物。这样，对重要人物在这些过程中作属的叙述，就成为工

业经济史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与叙述茄史过程的特点相联系，工业经济史这门学科在篇

章排列顺序上也有它的特点。马克患在论到政治经济学资本主

义部分的经济莲畴排判决序以及与此直接相联系的分篇时曾经

指出产把经济莲畴接它妇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

排是不行掉，、错误的。它的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攒级

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①与此不窍，工业经济史的研究题

必须按照历史的发展攒在来分篇。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经济史的研究可以不采焉逻辑的方法。

事实上，经济史对某个lJi 史阶段内各方面经济荷题进行分析时，

也有一个诸方面先后次序的排列问题。商这诸方富由于均处于

同一个茄史阶段，这就没有历史发展的先后次序之分 z 对这诸

方面先后决序的安排，就不可能采取历史的方法，两只能放握

它们在社会经济中的梧互关系来决定。经济史对某个具体经济

问题前分析所提出的各种论点的先后次序的捧到，也存在这种

情况。便是，经济史在这南方否采用的逻辑的方法，与政浩经

济学费然不同。后者可以采取抽象的论点形式，南经济史黯必

续通过历史事实来濡述。就这方哥说，可以称为逻辑方法与历

史方法的结合。

第二，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必颊坚持生产力标准。生产力决

定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原理。邓小平提出 z 对于改革是非，"判童音前标准，应该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E 第 2 卷，人民出般社 1973 年躯，、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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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是否有利于爱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

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望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③这"三个有利于"，是上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我国

条件下的重大发展，必须坚持。否则，工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

程，就不可能得到说明。

第三，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必续着重注意党和国家在工业发

展方蕾的领导作题。因为: (1)包括工业在内的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和经济、企业管理体制，是在无产攒级取得政权以后由党

和 E家领导在全理莲围内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2) 新中国

成立以后的长时期内(1949 年 10 月 ~1978 年〉实行以 E家插

令计越作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 (3) 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市场取向改革的序幕，开始实现自计越经

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高这项改革也是在党和 E家领

导下有计却进行的。(4)即使在本世纪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基本框架初步建立的情混下，自我国国情(包括建立了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 p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自前农业一般是

弱震产业 F 边远地区经济发展梧对落后， í旦有丰富的自然资涯

亟待开发，并且是少数是族的聚集地区等〉决定的市场经济，不

能是古典的、吉由鼓任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一般的、现代的、有

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雨是特殊的、有国家更多干预的市场经

济。当然，这种干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市场 f乃是社会生产资

海配置的主要方式。这样，如果脱离了党和墨家的领导作用，那

么，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经济发展过程〈包括顺利发展过程和

遭受严重搓折过程)，是不可能得到说明的 e 正因为这样，本书

①《邓小平文选F 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2 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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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编在叙述新中国各个时期工业经济发展过程时，都要首先叙

述党和国家在这个时期提出的任务以及路线、方针和政策。这

绝不是形式主义的做法，绝不是多余的，商是为了真实的再现

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当然，这绝不是说，党和国家提

出的任务以及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都是

正确的，都起了职极作用。实际上，在某些时期或某些时期的

某些方哥是有缺陷和错误的，在不胃程度上起了消极作用。这

是需要依据各个时黯工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给予客理评锈

的。如果提离了党和富家的领导作用，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前

进程是无法得到说明的。①

第四，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还必须注意工业经济发展历史过

程中数量的关系。历史过程像一切事物一样，都是质和量的统

一。国此，如果只注意历史过程质前方面，慧、视量的方W ，那

就不可能全面反映历史过程。

正是基于这个考虑，本书在正文叙述时注意了这一点，而

且通过带表〈放去正文的后面〉系统地揭示了历年工业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各种基本数量关系。这些附表主要包捂 z 工业各种

①这里需要提到 2 英国 f剑桥中华人民共和留史) {I949一196的主编费正滑

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该书的 4序E 中指出"与帝蜀时代和民国时代不同，在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的任何方面，国家的任何地区都不能不受到中央政府使

中国革命化的坚定努力的影响。要考察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而不考察共产党变革它

部努力的来龙去脉，则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人们就必然要从北京的党的政治局和

政府的国务院的角度着手观察中国" (英国 f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0949-

1965) (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 页.)如果把这段文字中的"在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那么，它自号基本精神都是可

以同意的。可见，尽管这两位史学家和我们的世界观根本不同，但在研究中医社会

生活各方面〈当然包括工业经济)对必须研究党和政府的作用这→点上，同我们的

看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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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类型的生产要素〈包括职工和固定资产等h 由工业基本建

设新增的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和开值以及各

种构成〈包括各种所有制、基础产业和非基础产业、轻重工业、

大中小型企业和东中事部的分布等方哥的构成h圈定资产投资

及其各种构成 z 各种赞格的彤式和指数 z 工业基本建设和生产

的经济效益 F 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和福利费用等。

眼于篇幅，有些需要说明的问题正文没有提到，或者没有

充分展开。这些方面的不足，均需由前表来弥补。所以说，措

表是本书不可缺少的盘或部分。

还要说明 z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某些统计资料计算口经

不同，商互有些后续年份对前续年份的数字有调整，国此，该

社出版的统计资料的某些数字也不完全一致。本书主要用的是

该社出版的统计资料，但也黑了其他单位的资料，苟且有相当

一部分资料是作者依据有关数据计算的。这样，有些数字的不

一致，可能更大。

这里还要提到=西方的经济学和管理学，从总体上说，反映

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国情〈包括资本主义棋度及国情的其他方

W) ，但其中的许多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

律。这样，在工业经济史研究中，如何借鉴西方的经济学和管理

学中正确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有益成分，就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四、王业经济史的分期

我在《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949 年 10 月 ~1985 年〉①中

①该书也汪海波主编，并参与写作，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在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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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新中罢工业经济史划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z

第一，罢民经济恢复对攘的工业，毡挤(1949 年 10 月 .......1952

年);

第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工业经济

(1 953 年 .......1957 年) ;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时期的工业经济(1958 年

-1960 年);

第四，臣民经济调整时攘的工业经济(1961 年-1965 年) ; 

第五，"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经济(1966 年 -..1976 年

10 月) ; 

第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前工韭经济(1976 年 10

月 -1985 年λ

上述分期从某个方面如实地反映了各该时期的特征，因而

具有某种合理性。如果孤立地看待各个时期，尤其是这样。

但上述分期也存在诸多缺菇。只要担六个时期联系起来看，

就可辑显现察到 2 各个时期的精分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其中，

第一、第三、第西、第六个时黯，是从社会生产力变化的标准

来划分的 s 雨第二个时期是从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标准来越分

的 z 第五个时期又是从政治标准来划分的。这还只是表E土的

缺嚣。

其深层的缺陷，则是脱离了新中国工业经济史这门学科的

最主要任务来处理历史分期。如前所述，薪中国工业经济史这

门学科的最主要任务，是要通过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和叙

述，具体地阐辑工盘中生产关系(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和它的实

现形式一-经济体鳞〉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嚣此，新中

自工业经济史的分茹苦先和主要应依据基本经济制度或作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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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的变化。该然，一般说来，基本经济

崭度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费窍是不:怎么变化的。相对生产力的

发黑来说，它是比较稳定的。但就新中 E成立以后的具体情况

来看，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两次摄本性的变化。一

次是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后，把半建~地半封建的社会经

济崭度变革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一次是 1953 年以

后，挖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基本上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

社会经济制度。至于新中盟成立以后建立前计划经济体制，尽

管有其历史必然性，并在它的如期起过重要的积极作黑，但假

快就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亟待改革。只是由于对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原理采草了教条主义的态度，以及"以阱

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的影响，一直到 1978 年葳召开的

党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逐步进行根本性改革。所以，

在正常情况下，经济体制可能比基本经济制度变化得更钱。百

五，就我国的靖况来看，无论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或者是

经济体制的改革，都给予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以极大的影响。因

此，按照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变化作为新中眉工业经济

史分期的主要标准，不仅在理论上是能够成立的，在实践上也

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做到的。

这当然不是说，不能用社会生产力的发震状况作为新中国

工业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千里基于上面说过的理由，社会基本经

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变亿是分期的主要标准，.而社会生产力的

变化是是于第二位的标准。

这也不是说，在有些时期由于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起了特

荆大的作用，不可以政治因素作为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分期的标

准。但是，按摆上述的原园，即使在这些特殊时期，社会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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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变化也是主要的标准，政治因素居于次

要的地位。

基于上述的理由，我们在本书中试图以社会基本经济制度

或经济体制的变化作为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分期的主要标准，并

以正挥题表示 z 在许多时期以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技况作为第二

位标准，并以副标题表示 z 在个那时期还以政治因素作为次要

标准，也以副标题表示。

这样，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分期就发生了如下变化 z

第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经济

一→臣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经济(1949 年 10 月 ~1952

年) ; 

第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工

业经济

一-社会主义工业住初步基础建立时期的工业经济(1953

年~1957 年) ; 

第三，实行计越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一)

一一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时期的工业经济(1958 年~

1960 年h

第四，实行计却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二)

-←一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经济(1961 年~1965 年) ; 

第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三〉

一一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经济(1966 年~1976 年 9

月);

第六，市场取向改革起步阶段的工业经济

一→以实现经济总量翻窝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战

略吉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费的工业经济〈一) (1 97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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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 

第七，市场取向改革全面展开攒段持工韭经济

一-1其实现经济总量翻商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战

略吾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经济〈二) (1 985 年 ---1992

年) ; 

第八，市场取向改革锅度创新情段的工韭经济

一一以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

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战略军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

经济〈三) (1993 年 ---1998 年λ

这一变化就克服了《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 949 年 10 月~

1985 年〉分期标准不统一的缺挡，并把社会基本经济羁度或经

济体制的变化作为分期的主要标准。

{呈上述分析只是说明了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分攘的一最依

据，即从总的方否说明了这种戈Itl 分的首要挥准和第二位标准，并

未说明各个时期提法的具体握握。这一点正是需要进一步回答

的问题。如果.再考虑到第一、第二、第六、第七、第八个时期

的提法在学术界有争论， I兵及第三、第四、第五个时期的特殊

吕素需要进一步说明，那么逐个地简要地分析各个时期的提法

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放握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以及

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我将第一、第二个时黯确定为新民主主

义社会和从新畏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①这

是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来说的。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

①汪海波<< ..新民主主义论"研究〈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泞， (经济研

究机 1993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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