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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
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实施“国情调研”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
的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经济国情角度看，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近30年的高
速增长。
我国已经具有庞大的经济总量，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09407
亿元，约合2.67亿美元，列世界第四位；我国经济结构也得到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第一产业产
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27.9％下降到2006年的11.8％，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24.2％上升到2006年
的39.5％；200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为630.2l亿美元，列世界第四位，进出口总额达1.76亿美元，列
世界第三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
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上升到11759元，恩格尔系数从57.5％下
降到35.8％，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上升到3587元，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43％，人口
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6年的43.9％以上。
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引起国情的变化。
我们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经济国情已经逐渐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经济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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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沟镇为北京西南门户，自古就是商贾云集之地。
20世纪80～90年代，长沟利用当地丰富的石材、煤炭资源，走上资源开采型的发展道路。
进入新世纪以后，受环境的制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开始了发展方式的转型，提出了“以水为
神，以绿为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改善环境、恢复生态的前提下，促进了全镇经济社会的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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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农村商品流通市场处于国家控制之下　　1949年2月，北平市供销合作总社成立。
北平供销合作总社指导地方供销合作工作，推动了供销合作事业的开展。
总社在农村积极吸收农民入社，组织农民建立为农民服务的供销合作社，以免除商人的中间盘剥。
供销合作社还通过代销方式，向农民配售生活必需品，供应农用生产资料，扶助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北平供销合作总社推动下，作为房山县第三区的长沟与第四、五区及良乡第四区部分村庄，利用土
地改革的剩余果实，自发办起街村消费合作社。
但是，由于缺少经验，无章可循，盲目经营，又缺乏领导，试办不久便自行解散。
　　为推进供销合作社的发展，1950年房山县人民政府明确提出了以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相结合的原
则，首先在各区区公所驻地建立区级供销合作社，同时以大村为中心，建立单村供销合作社。
1952年，房山县建立了长沟等5个集镇供销社。
这5个集镇社建立后，政府又按行政区划合并了11个单村社为联村社，将单村社改为分销店，地广人稀
不宜设店的村庄，设立流动供货组。
1954年区划变动后，仍按行政区划建社办法，联村社改为联乡社。
长沟供销合作社成立后，设立了花纱布、副食、磁铁、生产资料、肉食、蔬菜等多个门市部。
长沟供销合作社很快占领农村市场，私营商业逐渐门可罗雀。
1956年年底，国家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长沟大集被取消了，私营商业最终关门
。
　　长沟传统的农用生产资料流通以集市交易为主。
长沟供销合作社建立后，这一传统的交易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53年，房山县供销社建立了生产资料批发栈，集镇基层供销社设立了生产资料门市部，一般基层供
销社则设专营组，供应农用生产资料。
长沟供销社是重点集镇供销社，开展了农用生产资料的经营。
1954年，农业合作化迅猛发展，化肥、新式农具、大牲畜的需求增多，长沟供销社按照上级指示的“
先国营农场、农业生产社、互助组，适当照顾单干农民”的原则，实行农用生产资料计划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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