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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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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在六十年的发展史中，我国既经历

了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经历了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获

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对新中国六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对经

济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需要进行客观的总结和分析。总结成功的经验，有利于我们

沿着正确的方向与道路继续前进；认识失误的教训，可以使我们吃堑长智，有利于更好地发展。 

  一、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实现国家独立和走向繁荣富强的一个起点。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成

就，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评析。 

  新中国的成立承担着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是尽快地使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摆脱出来，结

束旧中国四分五裂、连年战乱的局面，使我国变为独立统一和强盛的国家；二是改变所面临的整个国

家一穷二白、国力衰退、积贫积弱的面貌，迅速发展生产，建立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建成为强大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上述任务有的在前三十年已经完成，有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取得巨大成效。改革开放前，我国

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消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永

远结束了近代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穷

苦农民翻了身，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通过改革开

放，使我国获得了更好更快的发展，新中国的六十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历史的视角即纵向维度看，新中国六十年的经济增长，超过了旧中国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

期。有学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和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及历史资料进行推算后指出，新

中国建国以前的四百五十年间（公元1500年至194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不到1%，有些

年代是负增长，低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更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首先，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得到极大的

提升。经过三年恢复时期的1952年，5亿多人口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2008年超过了30

万亿元，年均增长8.1%，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加77倍。其次，我国成功地解决了温饱问题。

人民的温饱是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杜勒斯宣称，共产党同样解

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然而经过六十年的发展，我国完全解决了占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2008

 



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3.7倍，达到52871吨，人均产量增长91%；棉花产量增长15.9倍，达

到749万吨，人均产量增长5.9倍。其三，我国正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再到制造业大国的转变，产业结

构已逐步改善。与1949年相比，2008年，我国能源产量增长108.5倍；原煤由0.32亿吨增长到近28亿

吨，增长86倍以上。发电量增长805倍；公路里程增长45倍以上（达370万公里）；高速公路从无到

有，超过6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由1949年的2.2万公里增加到8万公里以上，增长近3倍。从与民生相

关的轻工业的发展看，60年来，我国的纱产量由32.7万吨增加到2149万吨，增长64.7倍；布由18.9亿米

增加到710亿米，增长36.6倍。居世界第一位的主要工业品中，有钢（解放初期居26位）、煤、水泥、

化肥、棉布等。发电量由原居第25位上升到第2位，原油产量由原居第27位上升到第5位。从1952年到

2008年，我国的“第一产业”由51%下降到11.3%；“第二产业”由20.8%上升到48.6%，“第三产业”由

28.2%上升为40.1%。其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60年来，我国城镇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不到100元，增加到15781元；农村人均纯收入由44元增加到4761元。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余额，2008年与1952年相比，由8.6亿元（人均1.6元），增加到近21.8万亿元（人均16407元）。60年

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还反映在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上。新中国建立初期，城

镇居民用于吃穿的开支占全部生活费开支的比率即恩格尔系数为80%，农村居民高达90%以上，2008

年分别降到37.9%和43.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分别属于富裕型和小康型消费结构。 

  对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认识，还可以从横向视野来比较。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经济总量占

世界经济的份额不足1%，而到2008年已上升为6.4%，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3位，近年内可

以超过日本。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

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9%。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2008年GDP折合成美元为38600亿

美元，相当于日本的78.6%。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29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跃

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由贫困到总体小康水平的历史性跨越。特别是改

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更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些历史性的成

就，为下一步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奠定了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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