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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民币键。"

一一一毛泽东， 1949

"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诀。"

邓小平， 1992

"全岳建设小康社会，江苏有条件搞得更快一些。江苏的经济基础扎

实，区位优势明显，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率先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全国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江泽景， 2003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对像江苏这样的沿

海发达省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江苏一定要充分发挥吉

身优势，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科学发展道路。"

一一胡锦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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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胡福明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 6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

国人民开销了中吕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立足我国基本 00'请，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自项基本原财，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巩圄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当代中嚣，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是建设现代化的、民主的、文明

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唯一正确的道路。 60 年来，江苏经济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在经历了于艰难曲括中理强发展之后迅速成长为全盟

的一个经济大省并向经济强省迈进，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凝聚力、创造力，改革开放是发展中雷特色社会

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星转斗移， E 月增辉，山河巨

变，历史能告诉人们一切!

新中盟成立前夕，江苏悻为帝E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

的心脏地亘，政治反动腐朽，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全面崩溃一一财政赤字

飞升，通货藤胀惊人，企业纷纷剖闭，农村经济揭零，人民啼锐号寒。 1949

年，江苏工农业总产值为 54. 33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 0.01 亿元，社会商

品零售额 9. 15 亿元，城乡居民年末储蓄额 0.01 乞元，钢产量 O. 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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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江苏经济史(1949-2α)9)

幸在食(包括大豆〉产量 748.5 万吨。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喜巍地覆慨而镰。 "1949 年 6 月 2 日，江苏全境获

得解放，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时黯。从 1950 年到 1952 年底，江苏经

过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等，形成了自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理家资本主

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劳动者个体经济 5 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

主主义经济，并且确立了望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黯成为国营经

济的有力黯手。先进的经济体制和新生的所有制结构，适应当时生产力

发展的要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复和初步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

强大生命力。 1952 年，江苏 GDP 达到 48.41 乞元，工农业总产值增加到

80. 36 亿元，留定资产投资额上升为1. 24 千乙元，社会商品零售额达 19.21

亿元，城乡居民年末储蓄额达 O. 58 亿元，钢产量 0.43 万吨，粮食产量提

毫到 997.55 万吨。

1953 年，江苏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并

开展"一化三改"运动。到 1956 年基本完成，公有制居绝对优势地位。

"一五"计划和"一化三攻"成就是主要的，尽管当时也存在着一些工作方

法上的问题。但是，此后由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运动"

直至文革"十年动乱"导致经济体制倒退和经济结辑扭曲，严重踱坏了经

济建设，到 1978 年，江苏工业总产值中亩营工业占 66. 4%，集体工业为

33.6% ;个体商业旗子灭绝，全省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 7 万人，国营商

业比重则从 1966 年占 1 1. 6%上升到 47.4%手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

营商业占 42.2% ，集体要业占 55.9% ，其他经济成分只占1. 9%。这样

的所有制结楠，严重兢离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挫伤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

影响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激发了人民空前的建设热情，生产

力水平得以提高，但是，与全国一样，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江苏

逐步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作屑，违背经济规

律，扼杀各地区和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严重打击广大劳动者和建设者的

主动性、能造性，使经济发展艰难曲折，步展蹒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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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文革..又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到 1978 年，江苏 GDP 达鬓

249.24千乙元，财政收入 61. 09 乞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21. 75 亿元，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84.79 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2. 4 亿元，粗钢产量

54.51 万吨。 1952-1978 年，全盟 GDP 年均增长 6. 1% ，江苏只达冀

5.2% ，低于全国近 1 个百分点事 1952 年，江苏人均 GDP 为 131 元，到

1978 年也只有 430 元皇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收入 1951 年为 99. 6 元，

恩格尔系数达 68. 3%. 到 1978 年也只有 288 元 z 农民人均纯收入 1954

年为 88 元，恩格尔系数高达 71. 5% .1978 年也才达到 155 元，人民生活

位然贫穷。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

的坚定论断，充分表达了人民的强烈;愿望，揭示了改革开放与新民主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性质上的一致，即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30 年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江苏

不断冲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重点突出，雷厉风行，锐意创新，全面推进，形成了"四个率先"的鲜明

特色 z

第一，率先从固守教条到吹响解放思想的冲锋号 c 江苏是全望解放

思想的先行地区之-，(<实践是检挂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创者是江苏人，

这篇文章吹响了全国解放思想的冲锋号 o 30 年来，江苏主要经历了四次

思想大解放 z 第一次是参加"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深入学习贯桶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

转移;第二次是深入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学习贯街党的十四大精

神，挣豆豆了"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吕标 s 第三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淡化"姓公姓私"的拾象模念，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 F第四次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标志，撤起

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热潮，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出发点，作为标尺，作为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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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江苏经济史(1949-2(刀9)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好"为谁发展、怎样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

展"的问题。

第二，率先从排斥市场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江苏率先发展乡镇

企业，乡镇企业的漂料、能潭、机器设备都靠市场取得，商品销售也依靠市

场，人才也从市场招收，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先驱。江苏针对传统计划经济

体制排斥市场的弊端， 80 年代初确立以市场语节为主的改革取向，最初

从物资协作、横向联合起步，进行流通体制改革，进商发展为大规模、全国

性的经济联合，推动生产要素跨区域、多方位流动，先进市场形式发生重

大变化 由零售、集贸市场演变为大型批发市场，再彩成工业品专业交

易市场、生产资料批发市场，并涌现出劳动力、人才、金融、房地产、技术、

信息、产权等专业市场。这样，一个以商品市场为基础、要素市场为重点、

产权市场为钱托的市场体系逐步形成，市场兢摸不断扩大，市场门类日益

齐全，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机制功能越来越强。到 2008 年，全省掬

有年成交额在亿元及议上市场 534 个，实现成交额 8820. 1 1;乙元 F 全省境

内外上市公司已达 180 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 117 家。 i弯时，保拴业实现

保费软入 775 亿元，规模居全国第二。

第三，率先从"一大二公"到"三足鼎立、三分天下"。江苏改革所有制

结构首先从在农村挂行l)).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开始，废除人民公

社体制，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克服劳动出工"大呼辈'气随着改革的深

入，江苏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椅，冲破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特别是股

静制等问题上的思想束缚，大程实践，勇敢探索，对 E有企业和西广量大

的城乡集体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如快产权制度改革 ;2000 年，江苏挂寄托

新的发展机遇，及时召开全省私营个体经济工作会议，有针对性和创造性

地提出了"鼓心、放胆、放手、放开、放宽、放活"的"六放"政策，号召全省大

力发展私营个体经济 F 新世纪以来，在"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和科学发展现

指在下，江苏弘扬创业、创新、创优的"三创"精神，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企业

制度与现代产权制度，国有、集体、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充满活力，私营企

业数量连续 8 年位居全E第一，形成了国有集体经济、私营个体经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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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及港澳台商投资经济"三足鼎立、三分天下"的格局。歪Ù 2008 年，江苏

这三大经济体增加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分别为 36.8% 、 37. 1% 和

26. 1 %，私营个体经济超过国有集体经济首次跃升为第一位。

第四，率先从封前型经济到大力推进经济国际化。江苏是全国最早

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传之一，至今已达 35 年，创开放之路在先，得开放之利

亦多。 1974 年 1 月 1 日，在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后，江苏建立了对外贸

易口岸，开展自营造出口业务，在封部型经济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1994

年，江苏省第九次党代会率先在全国提出"经济国际 f七"战略，捷捉机遇，

一着不让，持续推进，以对外贸易为先导、利用外资为支点、对外经济技术

合作为基础、办好各类开发区为基地，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加快经济国际化进程，成为全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成效的省份之

一。 2008 年，在国际金融危机握烈冲击的形势下，江苏积极创新发展理

念和路程，努力保持开放型经济的领先优势，全省进出口总额达 3922.68

亿美元，其中出口 2 380. 36 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省出口的

43.7% .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 1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 25 1. 2 亿

美元，占全国的 1/4 强，连续 6 年位居全国第一。百前，江苏拥有 136 个

雷家和省级开发区，其中国家级开发区达到 28 个，省级开发区 108 个，特

别是建立了中国与新加坡合作开发的苏卅工业园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

的窗口和留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成功典范。在过去 15 年里，苏州工业园区

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达 30%.其经济总量在 2003 年就达翼改革开放

前苏州全市的水平，被誉为"十年再造一个新苏州" 2008 年，因这 GDP

和财政收入分别突破 1000 乞元和 200 亿元，是开发之初的 87 倍和 500

倍。嚣区仅占苏州全市 3.4%的土地和 5.2%的人口，但创造了占该市纯

16%前经济总量。江苏外经工作连续 8 年位居全国第一，同时支持有条

件的企业在境外设立生产基地、资源基地、营销网络和研发机构，大力推

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尼日利亚菜基自由

贸易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区等建设进展膜利。江苏开敖型经济大

发展，推动了江苏经济的第二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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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江苏经济史{1949-2QC曰: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十七大报告中的这段至理名言作了生动诠释=

第一，思想解放促进经济活力充分释放。 1978 年，全国 GDP 为

3 645.2乞元，财政总枝入放 1 121 亿元，进出口总额为 206.4 亿美元，江

苏这 3 项捂标仅分别占全国的 6.8% 、 5.5% 、 2. 1%; 2008 年，江苏 GDP

已经跨越 3 万亿元大关，达 30313 亿元，占全国的 10. 1% ，居全国第 3

位喜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2731 亿元，占全国的 9.5% .居全居第 2 位手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 15062 亿元，占全吕的 8.7% ，居全国第 2 位;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9661 亿元，占全国的 8.9% ，居全国第 3 位。从 1952 年到

2008 年，扣除物价因素，江苏 GDP 累计增长了 130. 9 倍，年均增长

9.1%。其中， 19792008 年，江苏 GDP 年均增长 12. 6% ，比此前 26 年

平均增速快 7. 4 个百分点，比同期全国平均增速快 2.8 个百分点，比同茹

世界经济年均 3.0%的增速离 9. 6 个百分点。现在江苏的一天，能够创

造 GDP 达 70 多亿元，对政收入 15 亿元以上，生产钢材 20 多万吨……大

大超过 1952 年的一年。江苏人琵创造了伟大奇迹!

第二，体制创新推动经济结构快速转型。苦先是产业结枪的深刻变

化。 1978 年，江苏三次产业结构为 27.6 : 52.6 : 19.8 ， 2008 年已演变为

6. 9 : 55. 0 : 38. 1, 30 年中一产下降了 20. 7 个军分点，二产上升了 2. 4 

个百分点，三产上升了 18. 3 个百分点;其次，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1978 年，江苏三次产业中就业人员的比例为 69.7 19.6: 10.7 ， 2008 年

变成 26. 3 : 35. 6 : 38. 1 ，一产下降了 43. 4 个百分点，二产上升了 16 个

百分点，三产上升了 27. 4 个百分点 p 再次，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令人惊

叹。 1978 年至 2008 年，江苏城镇人口由 800.8 万人增加到4 168.3万人，

累计翻了两番多，平培每年有 112 万乡村人口进入城镇，城市化水平由

13.7%上升鬓 54. 3% ， 30 年中提高了 40.6 个百分点，目前高于全嚣 8. 6 

个百分点 z江苏行业和产品结莉的变化最为显著。改革开放初期，江苏以

纺织、食品、机械、化工等行业为主体。 90 年代以来，新兴行业大量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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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比重上升，成为全望重要的电子、拉械、纺织、石化

和建材工业生产基地。霸世纪以来，江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扎实推

进主导产业高端化、薪兴产业规模化、传统产业品牌位，做强电子信息、石

油化工、装备制造、船舶制造西大主导产业，做大新医药、新能涯、新材料、

环保西大新兴产业，做精轻工、纺织、建材、冶金四大传统产业。 2008 年，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 14759 亿元，居全国第 3 位。电子信息产业

早已成为江苏制造业第一大产业， 2008 年销售软入达 14355 乞元，占全

国的 1/4。装备制造业总量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船舷产业造船完工

量达 890 万载重吨，约占全盟的 1/3、全球的工/10。光伏电池产量达

1580兆瓦，占全国的 70%、全球的 15%。产业集群和企业集聚迅速彩

成，拥有南京软件、苏州信息、无锡微电子、泰安H 生物医药、连云港新材料、

扬知半导体照明等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总数全国第一。各类要素岗位

势行业和企业集聚，集约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2008 年全省营业收入超百

亿元的企业已达 97 家，其中沙锅集团、苏宁电器集团两家民营企业营业

枝入超过千亿元。

第三，经济跃升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提升。 1978 年，江苏人均 GDP 仅

折 280 美元， 1996 年首次突破 1000 美元， 2003 年突破 2000 美元， 2005

年突破 3000 美元， 2007 年突破 4000 美元， 2008 年达到 5705 美元，江苏

已跻身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行列 ;2008 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霞收入达 18 680 元，比全国平坊水平高 2 899 元，患格尔系数降到

37. 9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7357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596 元，

恩格尔系数也已降到 41. 3% ，城乡居民生活总体上都已进入到全面小康

阶段。

30 年肇路蓝缕， 60 年耕暗花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江苏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

历了乡镇企业据起、开放墨经济腾飞药次转型，进入了创新型经济发展新

野段。当前，江苏正在中罢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持引下，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现，按照"商个率先"的宏伟目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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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转翠升级，争取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努力在科学发展道路上

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实现经济素质"由低到高、由大到强、自江苏制造到

江苏创造"的新跨越，率先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桂会。江苏的目标一

定要也一定能够达至'10

大概在 20 年前，我曾为储东涛胃志主编的《江苏经济史藕》写过一个

1 万多字的序，当时我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党校校长，他是省委党校的

一个副教授。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副教授，居然能写出从远古时期至公元

1989 年、上下五千多年的江苏经济史，心里着实高兴 o 现在，结东涛教授

又与刘兴远等同志著述了这本从 1949 年到 2009 年的《当代江苏经济

史))，既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又有较强的实践价值，既是研究江苏经济史的

一部新的力作，又是庆祝新中自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字里行;司透露

着他们多年的不懈努力、辛勤耕耘和真挚感情，心里更加高兴，尽管有些

观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他再次请我作序，我提愿意，写下了上百这

些话，是为序。

均f t$ 听
2009 年 8 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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