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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加速，旅游事业也越来越兴旺地发达起来。
尤其是近几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涌向中国，他们试图揭开这块辽阔土地的神秘面纱，发掘这段
悠久历史的根源，以满足其难以诠释的好奇和幻想。
具有悠久而又丰富历史的中国一直为自己无数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感到自豪。
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人们都能欣赏到神奇的景观或自然风光及其世代相传的故事和神话。
此外，在中国人民的辛勤努力下，国家在各个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经济、文化、教育，到生活、娱乐和消遣，人们都在尽情地享受着国泰民安、和谐安睦的生活。
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思想、观点、生活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觉得有必要给来中国工作和旅游的外国友人——尤其是给那些将来参加2010年上
海世博会的各国朋友提供一些帮助，把他们可能感兴趣的事情、人物和地方简单地作一些介绍，让他
们对中国有个大致的了解。
由此，我们编写了《用英语说中国》这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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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用英语说中国：经济》从九个方面重点介绍了中国经济一中国经济在各个时期的政策、发展状
况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全书包括九大章节一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经济的方略、中国工业经济、中国
农业经济、中国商业经济、中国对外贸易、中国财政与税收、中国银行体系、中国证券和中国人口与
就业。
　　本书采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既是了解中国经济、向世界介绍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也是学习英语
的难得的好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用英语说中国>>

作者简介

作者：田华实 徐静良 合著者：(美国)Robin Harrison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用英语说中国>>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经济的方略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全国的确立城乡民主
改革新民主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初步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国民经济的奇迹般恢复经济发展道
路的重大转轨“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经济上的浩劫和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开放第二章 中国工业
经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简要历史回顾中国工业经济的总量、结构以及工业化阶段能源、建筑业第三
章 中国农业经济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概况中国农业发展阶段及其特征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自然与社
会环境问题中国的粮食与粮食体制改革问题“三农”问题及其解决第四章 中国商业经济国内贸易发展
现状商业流通体制传统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现代商贸外商投资商业第五章 中国对外贸易．改革开放前中
国的对外贸易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历程与特征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对外贸易体
制改革中国汇率对对外贸易的影响第六章 中国财政与税收中国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分析中国的税收制度
第七章 中国银行体系中国银行体系概述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第八章 
中国证券中国证券市场的缘起及发展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股权结构中国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第九章 中
国人口与就业中国人口总量和构成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就业情况中国户籍管理制度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用英语说中国>>

章节摘录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经济的方略新民主主义经济一、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所有制结构新民
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是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社会经济中的领导成分。
《共同纲领》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
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
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国营经济是社会经济中的领导力量，不仅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公共
产品的生产和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应该由它经营，以维护社会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同时也因为它
具有领导社会经济的物质力量。
没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
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营经济虽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还不大，但由于
它经营着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在近代化的事业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成为决
定整个社会经济性质、领导其他经济成分和决定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经济成分。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的经济成分。
“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
制的。
限制的目的是不能“任其泛滥”，发展成为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改变社会经济的发
展方向和性质。
“有利于国计民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根本界限。
为了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
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个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
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
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
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
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
”认为不要限制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反过来，如果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也是
完全错误的。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农民个体经济和手工业个体经济。
根据抗日战争前的统计，手工劳动的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比重为90％，在1949年比重为78．6％。
在完成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后，个体农民就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取得了农业和
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将是分散
的和个体的。
”这就构成了全国性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建立之后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特点，“谁要是忽视或轻视
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这是因为，广大个体经济的存在，与其说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经济落后的
表现。
就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而言，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个体经济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已经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凡已实行土地改
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的土地所有权”，鼓励个体农民努力生产，劳动致富，创造农业进一步
走向集体化和社会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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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
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
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
⋯⋯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
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
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
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新民主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同时发生作
用。
中央人民政府逐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
分工合作的范围，统一调节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的相互关系。
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各自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
非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主要由市场调节，国家通过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对它们的经济
活动进行调节。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人民政府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市场调节”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既然存
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加强经济的计划的同时，市场调节的存在也是不可避免的。
当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把资本主义与市场调节直接相联系的，明确既然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容许
私人资本主义存在，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也是容许存在的。
在国民经济中要加强计划性，自由贸易和竞争要受到限制，但是又不能限制得太严太死。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就形成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三、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
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之目的。
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
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私兼顾”，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既要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也要给予私人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的余地。
但是，私人资本主义要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在国家根本大法和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利益。
“劳资两利”，主要是指兼顾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主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的利益。
容许资本家获得利润，同时，也要维护工人群众的基本权益。
“城乡互助”，是指正确处理城市与农村，亦即工业与农业，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完成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群众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这是城乡互助的重
要内容和基本前提。
在完成土地改革后，国家“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开展城乡物资交流，逐步缩小剪
刀差，在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领导农民群众兴修水利，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籽，防治病虫害，通过发展生产
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并为工业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内外交流”，是处理中外经济关系的原则。
人民政府愿意“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和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保护
守法的外国侨民的正当权利”。
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的核心是调动新的社会中各民主阶级的积极性，发挥中国社会现阶段一切有
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四、工作重心的转移与经济发展战略新中国建立前夕，顺应中国将由革命战争时期转变到经济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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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时期的新的形势，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任务，明确了新中国
成立后工作的中心任务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是第一次提出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它反映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是及时的、正确的决策。
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即实现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须完成，从全国看，还不具
备立即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
据此情况，1949年12月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出：“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
的经济事业可以完成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把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分成两个阶段，初步形成了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战略部署。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还提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
本的矛盾。
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这个对于国内基本矛盾的分析，显然与当时中心任务的规定不相协调。
这种不协调，是后来工作重心未能真正实现转移的重要的理论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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