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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史与经济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首先，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承明研究员从经济学的统一性出发对此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经济学的统
一性表现有三：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
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
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
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
来的因素。
第三，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
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
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
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
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
因此，吴承明认为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在经济史研究中，可以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
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
①　　其次，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的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丰富素材及深层
次的规律性的成果。
正因为此，许多经济学家非常重视经济史，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特·熊彼特将历史、统计和
理论视为经济分析必需的三门技术，并强调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基本学科，因为，“首先，经
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
感或历史经验，就不可能指望他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
是纯经济学的，它必须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
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再
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
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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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针对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所编写的教
材，时间跨度是1949～2008年。
它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为主线，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及取得的成就和存
在的问题；阐述了新中国近60年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走入新民主主义经济，再由新民主主义经济
转向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进而又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
革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立论有实有据，同时吸收了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力图将中华人民共和
国经济演进的历程客观地展示出来，旨在使学生加强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为进一步从事历史学和经济
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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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制度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基本上是接受苏联的国营企业管理理论，即国营企业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应实
行计划管理（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指令性计划），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国有国营、政企不分、以行政性
计划管理为特征的政企关系。
　　在资产归属方面，国营企业的一切资产均归代表国家的政府所有，不仅投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
而且也不存在企业自有资产。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营企业的资产除来自没收接管转让的那部分外，新增部分都是来自政府投资
；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金一律上缴政府，由政府统一使用。
在经营管理方面，由于政府是企业的所有者，负有无限责任。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政府来说，加强国营企业的管理成本最小、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实行直接管理，即
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管理。
这种直接管理主要表现在：政府掌握企业领导的任免权；政府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工资分配，审核
企业财务收支计划及检查、监督其执行情况；政府决定企业的投资和发展，甚至折旧和大修理费也由
政府管理，企业无投资权。
　　1950年3月“统一财经”后，除铁路、金融系统继续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外，对其他国营
企业实行了“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办法。
在工业方面，将国营企业分为三类：中央所属企业、中央所属委托地方代管企业和地方所属企业。
前两类又称国营企业，后一类又称“地方国营企业”。
一般来说，规模较大或重要的企业都由中央主管部门管理，小型企业则划归地方政府管理。
在商业外贸方面，中央成立了全国范围的国内贸易专业公司和对外贸易专业公司，这些公司可在大区
、省和市设立分公司和机构，其投资、经营管理和收益都归中央。
这实际上把过去地方政府所属的一些区域性的重要商业和外贸公司纳入了中央所属的专业公司。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国营企业的数量还不多，并且主要集中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
中央政府为了保证自己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遂将大中型企业和一些重要行业的经营管理权收归中
央。
据统计，1952年国营工业企业共有9517个，其中归中央所有的2254个，占企业总数的23.59％，但是其
产值却占全部国营工业企业总产值的71.61％。
在商业外贸方面，据1951年5月的统计资料，中央贸易部所属的各商业外贸专业总公司及其下属分支机
构和职工，分别占全国国营商业外贸企业及分支机构总数和职工总数的56.84％和66.49％。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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