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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学术年鉴》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是中国首次推出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年鉴，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汝信先生任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系统多位所长、院长
、学科带头人等资深学术权威担任编委。
“年鉴”（人文社会科学版）每年度介绍约四十个一级学科、二百个二级学科的发展状况，覆盖了人
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
“年鉴”通过严格缜密的程序与方式，公正独立客观权威地评选推出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
果与优秀学人，系统全面充分地总结记录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
“年鉴”为广大读者提供具有精粹性、代表性同时又具有信息性、资料性的必备工具书，是公共图书
馆与大学图书馆、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必选藏书，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与公务员全面而精要地了
解学术界最新发展状况、提高理论素质、增强执政能力的必选工具书，亦为各类企业管理者开阔视野
、建设高层次企业文化、使企业获得良性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的必备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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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微观经济学2004年度，在微观经济研究领域，围绕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性质等问题展开了深
入的讨论，取得了新的进展。
1.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2004年引起了学术界的
激烈讨论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郎咸平通过对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揭示，全面否定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
犯了方向性错误，应该立刻停止这种改革，并依靠政府的行政控制机制建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信托
责任”。
郎成平的观点得到经济学界一些人的支持，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有学者认为，我们要尊重20多年来改革理论和实践发展做出的选择，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不是
谁主观随意的喜好和选择，是我们付出代价换来的认识成果。
轻言改变这一方向只能使我们的改革进程更多～些曲折和代价。
2.股份制的性质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以来，我国经济
学界围绕股份制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又一轮激烈争论。
有学者认为，严格地说，真正属于私有经济的，只是那些还不准备进行股份制改革，仍然保留个人、
家庭或家族所有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
从发展趋势上看，民营企业改为股份制和演变为公众所有制是一种趋势，因此，不宜把民营经济一概
称为私营经济或非公有经济。
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公众所有制企业不是公有制企业。
男有学者认为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是错误的，但亦不应忽视它在所有制关系上发生
的局部变异。
（四）中国经济史2004年度，中国近代企业发展史研究颇为引人注目。
学者们就中国近代国营、公营企业的研究的薄弱环节如抗战时期内地省区企业与公司的兴起和发展进
行了专门研究。
对中国近代传统经济组织与现代经济组织之间相互关系及传统经济组织制度，如金融制度、包工制演
变乃至产业关联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紧贴近当代中国经济的跳动脉搏，特别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研究正在蓬勃兴
起；在传统课题研究方面，如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研究等，也取得了新进展。
（五）农业经济研究2004年是对我国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国家从政策和制度上做出了重大的调整和改革，旨在落实中央领导提出的“以工促农、以城
市支持农村”的思想，农村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好势头。
这一年，中央对农民多予少取的政策取得显著成效，农村税制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减免、取消农业
税的改革有序地推进，农民收入出现八年以来最快的增长态势。
但“三农”问题仍然严峻，几千万失地农民成为新的社会关注焦点，部分农民因失地而导致失业和失
去生活保障引发较多的上访事件和集群行为；城乡差距不断拉大，200d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到3.2 3：1。
“三农”问题的研究相应地呈现出活跃局面。
Il农业经济学科2004年国内农业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主要集中在农民收入增长、食品安全、粮食和
食物安全保障、农产品价格和农产品市场、土地制度、农户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农业资源利用效率
和农业生产效率、农户行为以及农业经营组织等方面。
2.农村发展学科农村发展领域涉及的问题很多，2004年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热点问题——乡镇机构改革
和乡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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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学术年鉴: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套装上下卷)》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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