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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的研究力求做到客观深入，力求做到整体性研究与专题性具体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
相结合，问题意识与总体梳理相结合，纵向考察和横向分析结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理论、实践和经验教训的研究上，在吸收已有中共历史和其他学科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建树有所突破。
在此思想指导下，我们设计的这套丛书包括六本著作，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与执政经验》、《
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国共产党与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
　　本书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系列之一的《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
究(1949-2006)》分册，内中具体收录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有经济、中国共产党与私营经济、中国共产
党与“三农"问题、中国共产党与城乡经济关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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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经济发展  一、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演变历程的简单回顾  二、中国经济发
展的道路和特点  三、执政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　经济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篇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四
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第三节 
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观
 第一节  以“共同纲领”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发展观  第二节  以两个“总路线”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
义发展观  第三节  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代表的初级阶段发展观  第四节  以新型工业化和“以人为
本”为代表的科学发展观  第五节  几点历史启示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与经济增长方式  第一节  中国经济
增长方式形成的历史条件  第二节  从“增产节  约”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第三节  制约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的因素分析  第四节  几点历史启示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工业化道路选择．  第一节  传统社会主
义工业化道路的形成（1949-1978）  第二节  工业化道路的第一次转轨（1979-1996）  第三节  新型工业
化道路的提出和初步转轨（1997-2005）  第四节  新型工业化道路转轨面临的制约因素第五章  中国共产
党与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  第一节  十个五年计划中的发展速度与综合平衡关系  第二节  十个五年计划
中的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  关系  第三节  十个五年计划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第四节  历史经验和“十一
五”规划　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篇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经济职能  第一节  两种政府理念和中国传
统文化的影响  第二节  新中国政府的建立及其经济背景  第三节  改革开放前的政府经济职能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第五节  几点历史启示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与国有经济  第一节  新民
主主义革命与国营经济的来源  第二节  建国初期党对国营经济的管理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
的国营经济管理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的变革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与私营经济  第一节  建国初
期党对私营经济的基本政策  第二节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节  1957-1978年的私营和个体经
济情况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与“三农"问题  第一节 
民主革命时期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  第二节  1949-1978年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第三节  1978年
以来党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  第四节  历史的启示第十章  中国共产党与城乡经济关系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城乡经济关系  第二节  1979—2003年的城乡经济关系  第三节  2004年以来城乡经济关系
的历史性转折第十一章  中国共产党与中央、地方经济关系  第一节  1949—1957年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
系  第二节  八大前后关于调整中央、地方经济关系的设想  第三节  1958年的中央“权力下放”  第四节 
1961—1965年中央、地方经济关系的再调整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经济权力下放  第六节 
1977—1991年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变化  第七节  1992年以来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变化第十二章  中
国共产党与对外经济关系  第一节  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经济战略  第二节  1978年以后中国对外经济战
略的根本转变  第三节  中国与国际贸易组织关系的演变第十三章  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与道德关系的
认识  第一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道德预设和“阶级斗争”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激励和制约机制的
转变　经济运行和收入分配篇第十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经济波动  第一节  中国的经济波动历史  第
二节  中国经济波动的成因和特点分析  第三节  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变化及趋势第十五章  中国共产党
与人力资源配置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人力资源和就业结构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人力资源配置政策和制
度的形成  第三节  改革开放前发展战略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  第四节  改革开放前的人力资源配置  第
五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力资源配置第十六章  中国共产党与分配制度的演变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分
配制度及绩效  第二节  1978—1991年收入分配的变化  第三节  1992—2006年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的变化 
第四节  收入分配演变的历史启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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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论：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经济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和
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然而，尽管彻底的民主革命为现代化扫除了中国大陆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障碍
，却不能扫除中国的贫穷落后、人均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不利因素。
新中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快速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
制度变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探索的结果。
经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及全国人民57年
的艰辛探索和奋发图强，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正如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序言中所说：“要考
察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而不考察共产党变革它的努力的来龙去脉，则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这本书的目的不仅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展国民经济的执政经验，还在于通过叙
述中国共产党有关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认识和实践，来诠释中华人民共和国57年来经济发展和社会
制度变迁的历史。
温故知新，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和展望明天，这是本书的出发点，也是本书的目的。
　　一、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演变历程的简单回顾　　新中国1949-2006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大致1978
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为分界，划分为两个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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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求稳定，三者缺一不可。
有什么样的国情就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政府与市场，发展经济缺一不可。
工业化是中国强盛的必由之路。
城乡差别是体制问题，更是发展问题。
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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