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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史学，又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中国历史科学的基础领域，它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学术
的探索之路，走过了百年历程。
在这百年沧桑的历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既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史观的光辉洗礼，也经受了时
代政治变迁的无端磨炼。
随着新时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不经意地给甘为基石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蒙上了一层“低处不
胜寒”的失落景象。
　　站立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道路，不能不对我们的
前辈们及同仁们的不懈探索与努力坚持致以崇高的敬意。
正是有了这么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才能冲破艰难困境，逐渐步入了一个比
较繁荣的时期。
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两大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严中平、李文治
、吴承明教授等为代表人物的“国民经济史学派”和“新经济史学派”，以及以傅衣凌教授为奠基人
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称为“新社会史学派”。
前者注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并且将其运用于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通过宏观、中观、微
观多层面及其相互结合转变的研究，从中寻求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的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
积极因素；而后者则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
，注重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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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姜长青编著的《转折与突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经济调整研究》从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
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步骤、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以及经济发展战略措施等四个方
面来论述这种转变，力求全面客观。

本书认为这次经济调整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和确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次经济调整
所造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松动，个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集市贸易的
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外资企业和经济特区的兴起以及人们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等几个方面，对中
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影响。
经济特区的兴建是对外开放政策的一大突破，但经济特区建立的初衷却又和经济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中国在经济调整过程中还积极利用外资，扩大对外经济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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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本书研究的意义、主要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二、本课题研究现状
第一章 中国经济调整的国内外背景分析
 一、经济调整的国际背景分析
 （一）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是经济调整的重要时代背景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是经济调整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对世界认识的新变化也是促使经济调整的重要原因
 二、经济调整的国内背景分析
 （一）“文革”结束后经济恢复及其存在的问题是经济调整的根本原因
 （二）以往经济凋整经验的总结和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是经济调整的历史原因
 （三）对四个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为经济调整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章 国民经济调整过程研究
 一、国民经济调整的酝酿和调整任务的提出
 （一）国民经济调整的酝酿
 （二）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提出
 二、国民经济调整的第一个阶段
 （一）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
 （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
 三、国民经济调整的第二个阶段
 四、国民经济调整目标的实现和调整的结束
第三章 经济调整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一、经济调整与经济发展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
 （一）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从“左”的错误向实事求是转变，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
 （二）经济建设从重生产到重生活的转变
 二、经济调整与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步骤的转变
 （一）经济调整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步骤
 （二）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步骤的转变
 三、经济调整与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的转变_
 四、经济调整与经济发展战略措施的转变
 （一）从粗放式发展方式到集约式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从重视精神鼓励作用到重视物质利益的转变
 （三）从闭关自守、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到各方面对外开放的转变
第四章 经济调整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
 一、经济调整为改革创造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一）“文革”结束后国内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二）经济调整与社会政治稳定局面的获得
 二、经济调整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一）经济调整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创造了条件
 （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确立
 三、经济调整与对外开放的起步
 （一）经济调整与经济特区的兴建
 （二）经济调整与利用外资及对外经济联系的加强
结束语：对本次中国经济调整的两点思考
 一、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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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经济调整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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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经委自1982年开始编制更新改造措施计划，并规定技术改造所需设备材料纳入各级物资分配
计划，单列户头，优先安排。
各地区、各部门也开始着手制定本地区、本行业的规划。
陈云在1982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发展工业要从企业内部搞技术改造，不是铺新摊子
。
过去都是铺新摊子，要增加多少万吨钢，就要新建多少工厂。
现在是搞企业内部改造。
各方面都搞活了，内在的力量可以发挥出来。
”这表明，中央高层对技术改造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1983年8月15日，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加强技术改造管理的通知》，对加强技术改造项目管
理，控制更新改造措施的资金总规模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
国务院于1983年7月正式颁布了《机械电子工业技术改造试行条例》，确定先选择30大类产品，550个
项目作为首批技术改造的重点，并将行业规划与经济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将主要产品与配套产品紧密
结合，成龙配套地进行，带动了全行业有系统的改造。
国家还于1983年12月20日成立了由时任总理为组长的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其主要任务是：（一）统
一组织和管理全国科技队伍，按需要调动集中使用。
（二）统一领导科学技术长期规划，包括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规划，使各个规划之间能互相渗
透，互相衔接。
（三）研究重大技术政策的决策。
（四）决定重大技术的引进和消化。
（五）协调各部门的科技工作等。
这对推进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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