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9057089

10位ISBN编号：7309057082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迟爱萍

页数：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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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之初称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新中国第一年的财
经政策与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新中国第一年中财委在中共中央和政务院领导下进行的整饬经
济环境、解决财政赤字、统一全国财经、调整工商业、确立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探索
经济建设道路等重大经济活动的梳理和分析，展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处理新旧社会
之间传承、断裂问题以推动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新国家经济秩序的创立
和为经济建设所作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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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爱萍，1957年生，北京人。
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
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曾参加《任弼时年谱》、《任弼时传》、《陈云年谱》、《陈云传》的撰写工作；主编或副主编《陈
云论党的建设》、《陈云文选（一卷本）》（副主编）和《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
研讨会论文集》（主编）等；著有《陈云》（“伟人之初丛书”）等；并撰写相关研究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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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研究的特点第一章 中财委创立的历史条件　一、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的总崩溃　二、中共领
导的解放区财政经济的蓬勃发展与财经工作的初步统一　三、中共城市接管经验的积累与财经工作方
面的理论准备　四、《共同纲领》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目标和经济政策　五、中财委在新
中国第一年面临的历史任务第二章 中财委的创立和组织机构　一、中财委的前身——华北财经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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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委工作机制的确立　五、中财委的主要领导人——陈云、薄一波、马寅初、李富春第三章 中财委
指挥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　一、整顿金融秩序与“银元之战”的胜利　二、统筹调拨和调控市场物资
与“米棉之战”的胜利　三、中财委主持的上海财经会议　四、新中国成立后中财委对物价的综合治
理　五、中财委迅速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的缘由分析第四章 中财委实施解决财政赤字的措施和城乡税制
的建立　一、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严峻财政形势　二、中财委参与决策和部署发行新中国第一笔国债
　三、中财委拟订新中国第一个概算　四、公债发行和概算拟订的社会效益及后续工作　五、税政的
初步统一和税收的整顿第五章 中财委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　一、实现财经统一管理的历史必然性　
二、中财委在财经统一决策中的作用和社会各界对决策的认同　三、中财委领导全国财经统一工作的
实施　四、统一财经工作的历史作用第六章 中财委主持全国工商业的调整　一、私营工商业面临的困
境及缘由　二、调整工商业的决策过程及中财委的作用　三、中财委领导调整工商业政策的实施　四
、1950年工商业调整的积极作用　五、对1950年工商业调整的总体评价第七章 中财委引导确立国营经
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的领导地位　一、新中国国营经济的建立和接管工作的进一步完善　二、国营经
济领导地位的确立和生产恢复的初步准备工作　三、中财委积极探索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问题　四、
中财委引导国营企业走上国家计划的经营轨道　五、确立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领导地位的重要意义
第八章 中财委探索新中国经济建设之路　一、策划和指导召开系列专业会议　二、以城乡交流推动工
农业经济的恢复　三、确定水利和交通为经济恢复的重点结语一、中财委在新中国第一年财经工作中
的主要政绩二、中财委在新中国第一年政绩取得的主要原因三、历史评价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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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进入对新中国第一年中财委实践活动主题研究前，先搞清它创建、起步的历史条件是必需的。
　　一、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的总崩溃　　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仅占全国总面积的24％，解放区
拥有的城市约占全国县以上城市总数的23％。
这说明新中国成立时有四分之三的国土面积是从国民党政府统治下接收过来的。
中财委的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经济基础上起步的。
只有搞清它起步的基础，才可能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其实践的过程。
　　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实力极端虚弱，工业基础尤其微薄，国家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
体系。
国统区经济的极端落后，特别是工业生产水平的低下，从中国1949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美国和印度
的对比中，即可一目了然。
　　1949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同美国同类产品相差悬殊，大多有几十倍、几百倍以至两千多倍
的差距。
表中所列印度14种工业产品中，只有4种产品的产量低于中国，1种产品的产量等于中国，其他9种产品
的产量都高于中国，高出幅度最少的达14％，最多的达8.67倍。
尽管各国情况不同，存在着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但此表清楚地说明同期旧中国的工业水平不仅远远落
后于经济发达的美国，与刚刚摆脱殖民地地位的印度也有不小差距。
如果把表中所列的中国、美国和印度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换算成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差距将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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