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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转机的生机和希望。
不期一场场政治运动又使中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几近灭顶的危机，直到改革开放才真正获得了广阔的
发展空间。
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终将走向世界，赢得竞争机会和实业成就的标志。
一代实业精英正以亘古不变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在励精图治地圆发展之梦，闯图强之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恒星的梦>>

作者简介

骆峰，女，1964年11月出生，祖籍湖南。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曾承担或参与高校、国家委、国家语委、国家汉办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
近十年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著述：《汉语色彩词的文化审视》（独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1月出
版《语言学概论自学辅导》（合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交际与口才》（合著）华中科
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大学应用写作》（合著）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现代交际的
技巧和语言艺术》（合著）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论文：《小议潜台词的听解》《语文建设
》2000年第3期《临武街头话助词“喋”和“嘎”》《语言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动＋工具宾语”与动词的类》《芝兰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从受话反应看口语表
达中的权势差异》《语文建设》1998年第6期《角色·交际·语言》《语文建设》1997年第5期《服务
行业招呼语的使用》《语文建设》1997年第1期《礼貌语言的表述与回应》《语文建设》1996年第10期
《礼貌语言与信息传递》《语文建设》1996年第5期《礼貌程度与表达方式》《语文建设》1996年第3
期《貌合神离的答非所问》《语文建设》1995年第9期《问话的艺术》《语文建设》1995年第6期《交
际中他称的使用》《语文建设》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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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满天星斗，哪一颗属于我们  星星·梦幻·追求  节奏慢半拍，挨打一百年  1950·“开红盘”的
故事  高梁地里树起大烟囱第二章 银河入口处，去遮雾障  飘浮而来的“超级冰山”  浩劫·“洋跃进
”·诗人的“祈求”  “岁晏花凋树不凋”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第三章 春风初度，希望在前  变
化，从餐桌上开始  偏僻小村爆出一个火花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  俊才，从裂口
隙缝中脱颖而出第四章 几经起落，峰回路转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价格“闯关”和抢购风潮  “
爝火燃回春浩浩”  真正意义上的分水岭第五章 艰难的“软着陆”  又一次“过热”，又一次波动  “
三只出洞老虎”  源头上的“背水一战”  奏响时代主旋律第六章 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  一个魔影
：“没有发展的增长”  走进“货币紧缩”怪圈  用水磨功夫改革“国企”  走出“滑铁卢”第七章 群
星璀璨  与世界钢铁巨头争雄的“旗舰”  “通吃法则”和“三着妙棋”  “死钱变活钱，小钱变大钱”
 八仙过海，“磁场”效应  从稻香村月饼到马兰牛肉拉面  “阳光奇迹”  是“钱聚人散”，还是“钱
散人聚”？
第八章 面向蔚蓝色的海洋  “桥梁”和障碍  “中集”，从风雨中走来  老树新花，青春之旅  “我们惟
一害怕的，只是我们自己”  黄土地的思考第九章 喜忧参半话“品牌”  “水淹七军”的感叹第十章 驾
驭“游戏规则”第十一章 漫道雄关似铁第十二章 十字路口第十三章 辽阔银河，颗颗新星第十四章 今
夜星辰今夜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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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回顾漫长历程，自新中国成立后，也许只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真正投入到工业建设之中，以后
的运动、折腾，断断续续，反反复复，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使我国的工业化道路曲折而坎坷，
举步维艰。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他们在干什么?”回答是，他们有的下放农村，有的后来进了
“五七干校”，甚至还有人蹲了班房，更多的人却无所作为。
但即使如此，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仍克服困难，深入调研，孜孜不倦，严谨治学，一有机会就发出：“
经济建设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呼声。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1924年入党，留学苏联，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既有深厚的理
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解放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等职，以后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所长。
他一生的经济学著作很多，他的经济学思想浩瀚而深邃，这里，我们只能记述他于1961年在上海上棉
一厂的一次调查研究：    当时正值“大跃进”之后，某些管理制度一度被冲垮，工矿企业普遍地“只
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孙冶方等环绕“经济核算”这个中心，就企业考核、出厂价格制定、固定资产再生产、老厂技术改造
和物资供应体制等问题展开调查。
当时的上棉一厂只重视抓产量、品种、质量和少数几项消耗定额（事实上，当时能抓好上述几项，已
算得上是“一流好厂”了)，但是，不重视综合核算成本和利润，不重视经济效果。
    厂里有些干部说：“完不成出口任务，是个政治问题”，抓经济核算，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孙冶方听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反问：“不核算成本和利润，对企业经营好坏，怎么进行综合评价呢?
”他忧心忡忡地说：“只讲使用价值，不讲价值；只重视产量，不重视核算成本和利润，实际上是把
社会主义经济看作原始社会那样的实物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论’在作怪。
”    在历次调研中，他都反复思考一个问题：    马克思《资本论》的红线是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红线应该是什么?，他不惟上，不惟书，他要从实践的活动中找出真正科学的答案。
他多次问周围的同志：  “以最小劳动消牦取得最大经济效果，你们说，是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红线?”    在出厂价格如何制定的调查中，当时上棉一厂纺织品出厂价格，是根据商业批发价格减去
商业进销差价这种“倒轧账”的办法制定的，出厂价格与工厂成本没有直接联系，不同部门不同产品
的利润率相差很大。
当时有些人的看法是：“出厂价只涉及全民所有制内部工商关系，公对公，反正是一笔账，出不了大
问题。
”    这是中国历代农民的算账方法：“肉烂在汤里，汤放在锅里，不信你去看!”而在20世纪用同样的
方式算账，又增加了一层“公有”的色彩，所以也就显得格外“慷慨大方”。
    可是孙冶方说：“利润，是衡量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性指示器，出厂价如果不合理，利润率怎么能
发挥它这种指示器的作用?!又怎么能充分利用价格的经济杠杆作用呢?”显然，这并不是当时的企业管
理干部所能够回答的。
        当时上海的纺、织、染行业之间，平均成本利润率是纺大于染，染又大于织；而平均资金利润率
却是：染大于织，织大于纺。
究竟应该按照哪种平均利润率来安排出厂价?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孙冶方说：“国营企业在占用资金上不承担责任，吃‘大锅饭’，很不应该。
既然在占用资金上不应该吃‘大锅饭’，那么，就应该按照平均资金利润率来考核出厂价格。
”回北京后，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顶住压力，毅然发表了有关利润问题的讲话。
    对固定资产再生产的调查，他重视老厂的技术改造，提出了“复制古董”和“冻结技术进步”的著
名见解。
当时的工厂设备不考虑无形损耗，固定资产的年综合折旧率规定为3．6％，用了近40年的机器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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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孙冶方问道：“这不是冻结技术进步是什么?”他说，现在新厂毕竟是少数，主要靠老厂进行技术改造
、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生产。
如果只是花巨大的修理费用去“复制古董”，劳动生产率怎么能够提高?!    当时有人提出：“我们国
家穷，拿不出钱来换购新的，折旧年限还是长一些好。
承认无形损耗，提高折旧率，缩短折旧期限，脱离我国实际，行不通!”孙冶方立即以调查中取得的精
确数据表明，维护一台布机所需的大修理费用，不到16年，就已经可以用来购买一台新布机了。
他风趣地说：“维修老机器的任务越来越重，机修车间越来越庞大，再继续下去，纺织工业局就要变
成‘机器维修局’或‘机配件制造局’了。
”    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统”得过死。
当孙冶方等一行转到上棉二厂作对比调查时，发现一则“趣闻”：该厂为了节省电耗，有利安全，自
制了一些小马达，以便把机器集体转动改为灵活的单独转动。
但主管部门不同意，认为马达属于统配物资，应归中央统一调拨，企业无权自用。
    使用几只小马达，需要中央批准?这事引起孙冶方的思考，他提出物资供应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两者
结合，“统得太多，会把企业的手脚捆死”。
    孙冶方以大量基层调查材料，经过分析研究，在1960年至1962年期间，先后写出7篇至今仍有重要价
值的内部研究报告，提出一系列改革经济体制的建议。
他提出“最小——最大”的原则(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他针对当时对企业卡得过
死、没有自主权等情况，提出了“大权小权论”，就是：资金价值量简单生产范围内的事包括产供销
权限应下放给企业，而把资金价值量扩大再生产范围内的事则由国家统一安排。
他特别强调要真正做到“最小——最大”，必须加快企业的设备更新，实现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
    但他这些建议被视为“异端”。
尽管“最小——最大”原则是马克思早就提出来的，但头脑发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拣自己需要
的宣传。
直到80年代，曾经火红一时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渐渐地默默无闻，辽宁省纺织工业厅一位老同志对我
埋怨说：“过去我们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库，现在设备陈旧了，机器老化了，没人来管了厂这使我想到
了孙冶方同志在60年代初期的预见。
    如今，在旷日持久的国企改造中，困难重重，不得不“抓大放小”，一部分企业破产、改制或被兼
并。
所遇到的问题恰恰是四十年前孙冶方提出过的“老问题”，经多年沉淀，形成难于解开的“死结”，
从而使今人伤透脑筋。
这使我们又想起了孙冶方。
    在中国亿万农民积极探求发家致富之路的同时，中国政府在1979年和1980年，连续两次对国民经济
进行调整。
    特别是1980年，国家将工业总产值增加的速度，从原来增加10％—12％调整为8％；国家基建投资项
目，从1187个减少到904个，投资金额减少了114亿元；调整轻、重工业比例，优先发展轻工业，将轻
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从1978年的42．2％上升到1980年的46．9％；关停并转了一批消耗高、
质量差、货不对路、长期亏损的重工业企业；加强了石油的地质勘探和煤矿的掘进，推行能源节约等
等。
    这次调整，改变了我国一贯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把投资少、获利快、与人民生活关系
密切的轻工业，提到发展工业经济的首位。
这是一个开源节流求真务实的调整方案；很快就显示实效，1981年的轻工业产值为3335亿元，比1978
年增长93．8％；轻重工业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六五”时期(1981年—1985年)，能源建设获得飞跃发展，从1980年到1985年，我国原煤产量从6．2
亿吨增加到8．5亿吨；原油从1．06亿吨增加到1．25亿吨；发电量从3000亿度增加到4073亿度；钢材
从3700万吨增加到4666万吨。
“六五”期间，国家用于技术改造的投资达1400多亿元，建成投资的项目共20万个⋯⋯    在这些数字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恒星的梦>>

的背后，是关系被理顺，元气在恢复，工业生产在全面发展，综合国力在逐年增强。
    在城市工业调整中，赖以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城市大中型企业，经受着时代的挑战。
说实话，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做个国有企业的厂长并不难，因为工厂生杀大权握在主管部门手
里。
通常看来，厂长，无非是比科长大点、比局长小点的“官儿”，他们的职能也就是“承上启下”、“
等因奉此”，管理工人，完成生产任务，只要不触犯上级，不图功名利禄，稍微耍点小权术，做个厂
长还蛮惬意。
所以，有些学校校长、机关里动笔杆的干部，干得不舒心时，就去走门路，弄个厂长当当，还很像模
像样。
这是因为当时人们通常的看法是厂长和其他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差不多，都是“万金油干部”，万
金油，是当时销路颇好的一种既治不好病、也死不了人的清凉油。
    但是，当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有企业着手改制，将这些厂长们推向市场竞争的前沿时
，他们原先的“惬意”顿时烟消云散，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无所适从，这些有着行政级别的“企业家
”们开始躁动，有人茫然不知所措，而另一些人激情飞扬；有人墨守成规，也有人大展宏图，实际意
义上的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就这样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夹缝中崛起并脱颖而出。
    他们的路并不平坦。
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传统体制依然十分僵化，只是放权让利为企业
家创造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当代优秀的中国企业家首先就是从计划经济撕开的几条口子的缝隙中，充
分利用现实条件，在传统体制的巨大的束缚中去开拓创新，通过创造性的实践而率先成为中国现代真
正的企业家。
他们主动地适应、创造和推动自己成长环境条件的优化，冲击旧体制，创造新体制，成了能够主宰自
己命运的一代企业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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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读工商历史    识精英品质    悟成功真谛     展现实业巨子历经的沧桑    洞悉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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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工商历史，识精英品质，悟成功真谛，展现实业巨子历经的沧桑，洞悉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恒星的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