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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系统地疏理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展现
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以及经济学研究繁荣的景象。

新中国经济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前，经济学领域占主流地位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同时，也有一些观点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起了挑战，如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价值规律作
用问题、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物质利益原则问题、生产价格问题等。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界迎来了百家争鸣和理论创新的春天。
中国经济学家理论联系实际。
大胆探索。
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富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并逐渐彤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上义经济
理论体系。
举其要者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理论、按劳分配和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理论、中国式经济增长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渐进式改革理论等。

《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的目的在于系统梳理新中国六十多年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展
现建国后随着经济建设与起飞取得让世人瞩目的奇迹，经济学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繁荣、百花争艳的景
象。
全书由张卓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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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企业理论创新的推动下，中国国企改革逐步展开了。
 从1978年年底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1992年，主要是放权让
利，探索两权分离。
第二阶段是1993年起到现在，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不断深化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完善新
体制。
 1978年10月，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个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确定企业在增收基础上，
可以提取一些利润留成，职工可以得到一定的奖金。
允许国有企业从事国家指令性计划之外的生产，允许出口企业保留部分外汇收入自主支配。
1983年开始，向政府上缴利润由利润所得税替代。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
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决定提出今后应全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
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
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按照这一目标，国有企业改革转向实行“两权分离”，即国家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经营权分离。
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1987年，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到1987年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达78％，国有大中型企业达80％。
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有3.3万多户，占承包企业总数的90％。
接着又开始第二轮承包。
 从扩大经营自主权到承包制的放权让利改革，使企业开始有了一定的活力。
但是，承包制也有重大缺陷，承包制“一对一”谈判强化了政企不分，承包制只有激励没有约束，所
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但所有权不能约束经营权。
经营者滥用经营自主权谋取私利或小集体利益，造成“内部人控制”和短期行为，以致普遍出现企业
承包一轮，国有资产流失一轮，富了和尚穷了庙，后果严重。
实践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以承包制为方向，必须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实行制度创新
。
有许多经济学家对承包制进行质疑，认为承包制不能解决政企不分问题，不能使不同企业进行平等竞
争，并导致企业短期行为，主张国有大中型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代承包制①。
有的则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在党和政府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指出现代企业制
度的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从此，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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