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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套装上下册）》主要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史（1953-1957）（上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下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套装上下册）》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
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
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
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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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志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长期主持国家重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的编辑工作等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
院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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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
　导言
　第一章　工业化战略的确立
　　第一节　工业化战略的选择
　　　一　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和现实基础
　　　二　国家统一和安全对工业化的要求
　　　三　“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形成和主要内容
　　第二节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产生背景
　　　二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过程
　　　三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型
　　　一　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二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历史作用
　　　三　社会主义工业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终结的关系
　　　四　从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向社会主义经济的另外两个因素
　　第四节　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条件
　　　一　强大的政府动员和资源配置能力
　　　二　苏联的全面援助
　　　三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制约
　第二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第一节　“一五”计划的编制
　　　一　实施“一五”计划的决策及编制准备工作
　　　二　“一五”计划的编制和通过
　　第二节　“一五”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　基本任务
　　　二　主要计划指标
　　　三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
　　第三节　地方计划、部门计划和年度计划的编制
　　　一　地方计划编制情况
　　　二　部门五年计划编制情况
　　　三　年度计划的编制
　　第四节　“一五”计划对几个经济关系的处理
　　　一　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二　经济发展与工业布局的关系
　　　三　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四　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全面安排的关系
　第三章　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基本建设投资体制
　　第一节　国家财政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的主体地位
　　　一　建设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来自内部积累
　　　二　国家财政是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第二节　基本建设投资职能部门的建立
　　　一　各级计划机构的建立与基本建设管理职能的确立
　　　二　国家和地方建委的设置
　　　三　建筑主管部门的建立和设计力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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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建立高度集中的拨款管理和监督体系
　　　一　成立负责基本建设投资的专业银行
　　　二　拨款规章制度体系的形成
　　　三　拨贷款业务的创办
　　　四　自筹基本建设资金及其他资金的管理
　　第四节　确立地方政府的投资职能
　　　一　有计划地发展地方工业是“一五”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方针——“三就”方针的变化
　　　三　有限扩大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权限的政策
　　第五节　其他经济成分固定资产投资的管理
　　　一　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管理
　　　二　对手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贷款的管理
　　　三　对职工建造住宅贷款的管理
　　　四　对公私合营企业基本建设拨款的管理
　第四章　以“156项”为核心的基本建设投资
　　第一节　以“156项”为核心的重点建设项目
　　　一　从苏联东欧引进资金和技术方针的形成和起步
　　　二　“156项”的确立
　　　三　项目的结构与布局
　　　四　设备引进情况
　　　五　技术引进情况
　　第二节　基本建设投资结构
　　　一　中央和地方投资的比重
　　　二　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投资比例
　　　三　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投资比例
　　　四　大中小型项目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投资比重
　　第三节　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
　　　一　工厂厂址的选择
　　　二　建设土地的征用
　　　三　保证项目建设的其他措施
　　第四节　基本建设投资效益
　　　一　项目建成投产率
　　　二　工业建设投资的效益
　　　三　其他部门基本建设投资的效益
　　　四　重点项目建设取得较好效益的基本原因
　　　五　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五章　大规模建设开始后的供需矛盾与农产品统购统销
　　第一节　资源全面短缺形势的形成
　　　一　物质资源供求不平衡
　　　二　科技与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源供需不平衡
　　第二节　资源配置上市场与计划的矛盾日益突出
　　　一　多种经济成分条件下的市场竞争
　　　二　农产品市场与计划的矛盾
　　　三　工业品市场与计划的矛盾
　　　四　经济体制从市场向计划快速过渡
　　第三节　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
　　　一　国家对重要物资的垄断经营与统购统销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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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对粮食、油料油脂实行统购统销
　　　三　对棉花实行统购、棉布实行统购统销
　　　四　统购统销制度的调整
　第六章　农业合作化的推进与实现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稳步发展
　　　一　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经济面临的新问题
　　　二　从小农经济出发的互助合作
　　　三　对急躁冒进倾向的纠正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加快
　　　一　总路线的宣传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促进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二　农业互助合作重心的转变
　　　三　农村工作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到以合作化为中心
　　　四　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
　　　五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优越性的显示
　　第三节　农业合作化提前实现
　　　一　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论
　　　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出现
　　　三　建立（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
　　　四　过急过快地实现农业合作化带来的问题
　　第四节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调整
　　　一　实行勤俭办社发展多种经营
　　　二　缩小社队规模、改进生产管理和贯彻执行互利政策
　　　三　实行民主办社，整顿干部作风
　　　四　“包产到户”制度的出现与夭折
　第七章　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节　手工业分类及其概况
　　　一　私营手工业的分类
　　　二　手工业合作组织的种类及其特点
　　　三　1953年以前手工业合作化概况
　　第二节　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历程
　　　一　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步进展
　　　二　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
　　第三节　手工业合作化的绩效
　　　一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二　手工业合作化后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八章　私营工业的公私合营
　　第一节　私营工业公私合营的方针及其实施
　　　一　对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方针与政策
　　　二　资本主义工业公私合营的过程
　　第二节　私营工业公私合营过程中的产权清算与产权管理
　　　一　过渡时期交通银行的主要职能
　　　二　过渡时期交通银行的主要任务
　　　三　配合政府清理企业中的公股公产
　　　四　配合政府具体监管公私合营企业的财务
　　第三节　私营工业公私合营过程中的问题及其调整
　　　一　公私合营工业的管理体制问题
　　　二　合营工业企业的改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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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经营问题
　　　四　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
　　　五　公私合营企业的工商关系问题
　　　六　针对新问题的调整措施
　　第四节　私营工业的迅速消亡与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
　　　一　私营工业从工业领域的全面退出
　　　二　公私合营工业的逐步成长
　第九章　私营商业、饮食服务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第一节　私营商业的基本情况与改造的基本政策
　　　一　“一五”计划初期私营商业的基本情况
　　　二　从利用、限制、排挤到利用、限制、改造
　　　三　对私营商业全面改造的步骤安排
　　第二节　对私营商业的全面改造
　　　一　坚决排除私营批发商业
　　　二　对私营零售商业的改造
　　　三　对城市小商小贩的改造和安排
　　　四　对农村私营商业的改造
　　第三节　对私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产生的新问题
　　　一　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二　对私营商业改造完成后产生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第四节　私营饮食服务业的改造
　　　一　私营饮食服务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后的基本情况
　　　二　私营饮食服务业改造的基本形式
　　　三　饮食服务业对私改造中的主要问题
　第十章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问题与探索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所有制结构
　　　一　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的实现
　　　二　1953—1957年公私比重变化情况
　　　三　社会主义改造后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改革设想
　　　一　八大前后对所有制问题的新探索
　　　二　探索的初步成果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所有制政策调整
　　　一　调整政策与个体私营经济的恢复
　　　二　“反右”运动后对个体私营经济认识的变化
　第十一章　“一五”时期财政体制的发展演变
　　第一节　财政管理体制的变迁
　　　一　地方财政分级管理的变化：大区的取消和县级财政的建立
　　　二　“一五”时期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演变
　　　三　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四　“一五”时期财政体制的特点和作用
　　第二节　税收管理体制
　　　一　1953年对工商税制的修正
　　　二　税收政策的调整
　　　三　税收征管的加强
　　第三节　国营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的若干问题
　　　一　企业上缴利润制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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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企业折旧资金全部上缴
　　　三　国营企业流动资金供应和管理制度的演变
　　　四　国营企业若干费用划分办法的演变
　第十二章　高度集权的金融体制的建立
　　第一节　金融体系的高度集中统一
　　　一　银行体系的高度集中统一
　　　二　交通银行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财政机关化”
　　　三　保险机构的集中统一
　　　四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及官办化趋势
　　第二节　金融管理体制的集权化
　　　一　金融机构强化集权化管理
　　　二　金融资金强化计划性管理
　　第三节　取消国营经济部门的商业信用
　　　一　20世纪50年代初期商业信用的状况
　　　二　取消国营经济部门的商业信用
　　　三　取消国营经济部门商业信用的成效与影响
　第十三章　流通体制的变化
　　第一节　商业计划管理体制的建立与改革
　　　一　商品流通的计划管理
　　　二　重要商品（物资）的分类分级管理
　　　三　工商部门购销关系的建立与改革尝试
　　第二节　城乡市场分割经营体制的形成
　　　一　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三次分工
　　　二　城乡市场的分割及问题
　　第三节　城乡自由市场的管理
　　　一　“一五”时期自由市场的曲折变化
　　　二　农村市场的管理
　　　三　城市市场的管理
　　第四节　物资计划管理体制的建立
　　　一　物资的计划综合平衡
　　　二　物资的计划分配与供销
　　第五节　国营商业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建立
　　　一　改变贸易大回笼制
　　　二　建立国营商业企业经济核算制
　第十四章　集权式工业管理体制的形成与改革探索
　　第一节　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的形成
　　　一　中央政府决策中心的逐步形成
　　　二　中央与地方职责界定及其博弈
　　　三　主要物质及生产资料的中央集中控制
　　　四　中央对企业的集中管理
　　　五　公私合营及私营经济逐步纳入计划化管理轨道
　　第二节　高度集中工业管理体制的历史作用及其弊病
　　　一　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的历史作用
　　　二　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的弊病
　　　三　高度集中控制与计划失灵
　　第三节　高度集中工业管理体制的改进方案
　　　一　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改进方案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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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改进管理体制草案制定的原则和过程
　　　三　高度集中管理体制改进方案的主要内容
　第十五章　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改革探索
　　第一节　计划管理机构的建立和计划管理方式的变化
　　　一　计划管理机构的建立
　　　二　初期的计划管理
　　　三　“一五”后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市场调节机制的式微
　　　一　市场调节率先退出金融领域
　　　二　劳动力市场逐步消失
　　　三　产品市场方面的市场调节作用和范围越来越小
　　　四　市场调节式微的双重后果
　　第三节　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变化
　　　一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
　　　二　“条条为主”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
　　　三　“条条为主”体制的利弊得失
　　　四　“一五”后期对中央地方关系的探索
　　第四节　1956年前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新探索
　　　一　八大前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探索
　　　二　1957年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设想
　　　三　“一五”计划后期我国对计划经济认识的历史局限
　第十六章　工业的增长与发展
　　第一节　重工业的强势增长与轻工业的波动前行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举措及其效果
　　　二　努力发展轻工业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
　　　三　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变化
　　第二节　原有工业和地方工业的潜力及其利用
　　　一　发挥原有工业企业的作用
　　　二　发挥地方工业的作用
　　第三节　国营工业企业制度建设与经济效益的改善
　　　一　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
　　　二　继续推行经济核算制
　　第四节　工业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
　　　一　政府积极支持技术革新与技术发明
　　　二　政府增加工业设备与技术装备的投入
　　　三　行业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
　　　四　技术经济定额逐步改进
　　第五节　工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一　工业总产值的持续高速增长
　　　二　工业品产量的持续增长
　　　三　工业企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
（下）
　第十七章　农林（牧渔）业的发展和水利设施的建设
　　第一节　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若干政策
　　　一　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二　稳定农业税收
　　　三　发展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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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
　　　五　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第二节　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一　国家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资
　　　二　国家银行增加对农业生产建设的贷款
　　　三　国家增加对农用生产资料的供给
　　第三节　农业生产技术进步
　　　一　农作物品种改良和良种推广
　　　二　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和牲畜疫病的防治
　　　三　农作物耕作技术和栽培技术的改革
　　　四　改良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
　　　五　土壤改良和增施肥料
　　第四节　农田水利及农田基本建设
　　　一　江河水利治理
　　　二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建设
　　　三　水土保持工作的进展
　　第五节　国营农场的发展
　　　一　发展边疆垦荒农场
　　　二　改进国营农场经营管理提高效益
　　　三　国营农场建设成就
　　第六节　农业发展及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　农作物业的发展
　　　二　畜牧业的发展
　　　三　林业的发展
　　　四　渔业生产的发展
　　　五　农业发展速度及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
　第十八章　交通、通信业的发展
　　第一节　交通邮电业的发展方针和计划
　　　一　交通通信业的发展方针
　　　二　交通运输和邮电业的发展计划
　　第二节　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和铁路建设
　　　一　铁路运输管理的改进
　　　二　新线建设概况
　　　三　铁路旧线改造
　　　四　铁路工业初具规模
　　第三节　公路建设和公路运输业的发展
　　　一　有计划、有重点、有标准的公路建设
　　　二　加强公路养护
　　　三　中央和地方交通的分工管理
　　　四　“一五”时期公路运输业的发展
　　第四节　水运业的发展
　　　一　政府加强对内河航运的统一管理
　　　二　水运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
　　　三　　提高水运业的运输管理水平
　　　四　远洋运输业的发展
　　　五　“一五”期间水运业的发展成就
　　第五节　民用航空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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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民航管理体制的变化与“一五”时期的发展方针
　　　二　民航企业管理的进展
　　　三　民用航空业的发展
　　第六节　邮电业的发展
　　　一　邮电业的发展方针和任务
　　　二　整顿管理机构与健全管理制度
　　　三　加强以北京为中心的邮电网建设
　第十九章　科技进步与勘探、设计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科研体制与科研队伍的建立
　　　一　科研体制的形成
　　　二　科技发展规划
　　　三　科研队伍的建设
　　第二节　科教结合及其经验教训
　　　一　工业化背景下的教育改革
　　　二　科教结合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第三节　工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
　　　一　技术革新与新技术推广
　　　二　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三　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第四节　地质勘探、勘察设计业的发展
　　　一　地质勘探、普查和测绘事业的发展
　　　二　勘察设计业的发展
　第二十章　国内商业与市场
　　第一节　国内商品市场的变化
　　　一　生产资料中分配给商业部门经销的比重逐步降低
　　　二　通过市场调节的日用工业品的商品供应量进一步减少
　　　三　农产品的市场商品供应量减少
　　　四　中共八大对市场作用的认识
　　第二节　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城乡商业体系的建立
　　　一　“一五”时期商业工作的基本任务
　　　二　国营商业领导地位的全面确立
　　　三　城乡商业网的建设
　　第三节　物价管理与变动
　　　一　“一五”时期物价工作的基本方针
　　　二　物价管理机构及国营商业牌价掌握权限与分工
　　　三　商品的价格与比价变动
　　　四　各种差价政策
　　第四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
　　　一　少数民族地区商业基本情况及方针政策
　　　二　少数民族地区贸易的发展
　第二十一章　对外贸易的变迁与发展
　　第一节　“一五”时期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
　　　一　基本方针政策
　　　二　对外贸易的国别及港澳地区政策
　　第二节　对外贸易经营与管理体制的变化
　　　一　外贸经营中国营贸易领导地位的不断强化
　　　二　对外贸易组织机构与管理体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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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一五”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　进出口贸易总量及计划完成情况
　　　二　国家和地区结构变化
　　　三　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第二十二章　“一五”时期财政职能与收支情况
　　第一节　“一五”时期财政的方针与政策
　　　一　“一五”时期财政的基本任务
　　　二　“一五”时期财政计划的制定与调整
　　第二节　1953—1957年国家财政收支情况
　　　一　“一五”时期历年预算编制的方针
　　　二　“一五”时期财政收支情况
　第二十三章　金融业的稳步发展
　　第一节　金融工作的基本方针和货币政策
　　　一　金融业的基本方针
　　　二　货币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工具
　　　三　两轮“扩张—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
　　　四　新版人民币的发行
　　第二节　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信贷
　　　一　“一五”时期国家银行的信贷政策
　　　二　国家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
　　　三　国家银行信贷资金的投放
　　　四　农村信用社的信贷
　　第三节　保险事业的曲折发展
　　　一　保险市场组织结构的变动
　　　二　调整国内保险业务
　　　三　发展涉外保险业务
　　　四　保险业的成绩与不足
　　第四节　国际收支与管理
　　　一　外汇管理的高度集中
　　　二　“一五”时期的外汇收支
　　　三　国际收支状况
　第二十四章　“一五”时期的劳动就业及其管理
　　第一节　“一五”时期的人力资源及就业政策
　　　一　“一五”初期人力资源的基本状况
　　　二　劳动就业政策的演变
　　　三　城市劳动就业计划体制的形成
　　　四　农村劳动力流动逐步受到限制
　　第二节　企业劳动管理制度的建立
　　　一　国营企业劳动定额的制定和实施
　　　二　国营企业初步实行劳动定员制度
　　　三　非国营企业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第三节　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
　　　一　技术工人的培训
　　　二　劳动力培训的成就与经验
　　第四节　就业增长与就业结构变化
　　　一　就业人数扩大
　　　二　失业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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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
　第二十五章　职工工资和劳保福利
　　第一节　工资制度与政策的变革
　　　一　国家机关由供给制过渡到工资制
　　　二　1956年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
　　　三　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
　　第二节　工资形式和工资水平的变化
　　　一　工资形式及其地位
　　　二　工资水平和结构变化
　　　三　工资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节　职工劳动保险和福利的改善
　　　一　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二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三　职工生活福利的进一步改善
　　第四节　劳动保护的加强
　　　一　工伤事故频发及其教训
　　　二　实行安全技术劳动保护的计划管理
　　　三　加大劳动保护法规的建设力度
　　　四　建立劳动保护的监督机构
　第二十六章　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
　　第一节　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
　　　一　推动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
　　　二　城镇职工及其家庭的生活情况
　　　三　影响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宏观因素
　　第二节　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
　　　一　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
　　　二　农家收支结构和农民生活水平分析
　　　三　工农生活水平的比较分析
　　第三节　居民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
　　　一　生活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
　　　二　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制度的初建
　　　三　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标准
　　　四　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制度的评价
　第二十七章　城市建设与城市化
　　第一节　城市建设的统一管理
　　　一　贯彻重点建设工业城市和分类指导的建设方针
　　　二　颁发市、镇建制标准，加强新工业城市、镇的建设
　　　三　全国支援重点城市建设
　　　四　原有城市的改造与发展
　　第二节　城市规划的编制
　　　一　编制城市规划的要求和办法
　　　二　部分城市规划的编制
　　第三节　与工业化相应的城市建设与城市化进程
　　　一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二　城市住宅建设
　　　三　城市化稳健推进
　第二十八章　区域经济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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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行政区划的变化与区域规划的制定
　　　一　行政区划的变化
　　　二　区域发展规划的制定
　　第二节　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部署和概况
　　　一　工业建设区域布局的总体部署
　　　二　农业区划与农业发展规划中的区域发展要求
　　　三　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概况
　　第三节　各大区域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一　东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二　北京市、天津市和华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三　西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四　上海市和华东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五　中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六　西南区的建设与发展
　　　七　少数民族区域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十九章　“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效益
　　第一节　“一五”时期国民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一　国民经济的总量增长与增幅波动
　　　二　“反冒进”的提出和1957年经济调整
　　第二节　“一五”计划的完成
　　　一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
　　　二　“一五”计划经济目标全面实现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效益分析
　　　一　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　生产力布局的改善
　　　三　积累与消费关系比较合理
　　　四　经济效益分析
　
　附录一　“156项”正式施工项目表
　附录二　要事年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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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针对工业行政管理存在的两大问题：中央集中的太多，地方的权限太小
，相当地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国家集中的太多，厂矿的权限太小，相当地限制了厂矿干部和广大职
工的积极性。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扩大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权限。
1957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将中央五人经济小组于1957年7月15日提出的《关于在若干工作中划分中央
和地方管理权限问题的意见（草稿）》转发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研究。
其中规定，在基本建设计划方面，国务院规定的指令性指标有四个，即：①总投资额；②限额以上项
目；动用生产能力；建筑安装工作量。
省（直辖市、自治区）在保证完成国务院规定的各项指令性指标的前提下，在国家核定的地方投资总
额之内，对投资的使用可在项目、时间等方面进行适当的调剂。
对于地方投资与生产所需的物资供应，实行条条申请、条条分配、块块调剂的办法。
地方、中央部、商业系统仍各按原系统申请和分配物资。
省（直辖市、自治区）在保证企业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在当地各个企业之间，可以在多少、时间
、品种等方面进行合理的调剂。
省（直辖市、自治区）对所属厂矿企业超产的统配物资、部管物资，可按一定比例提成，由地方自行
支配，但原定品种计划不能改变。
部属工业超产产品，除中央指定的少数厂矿、少数品种外，一般亦可与地方按一定比例分成。
在财务方面，一切厂矿企业的利润采取中央、地方分成的办法。
分成范围包括中央部属厂矿（不包括二机部、三机部、邮电、外贸、民航、铁道以及少数最大型的企
业如鞍钢、包钢等）、地方国营厂矿（包括中央各部已下放的厂矿，不包括县以下的小型厂矿和工业
行政管理改变后地方新建的厂矿）、中央和地方的公私合营厂矿。
分成比例确定后，三年不变。
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业管理部门，可以掌握其所属企业留成的一部分，以便统一调剂、抽肥补瘦
和作为地区性的厂际竞赛奖金等类开支之用。
为了适应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国家建设在各地区间的合理分布，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支出的数
字由中央统一掌握另行拨款，不计算在地方正常支出的基数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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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套装上下册)》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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