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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来的经济发展和经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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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60年的岁月。这是不平凡的60年,既经历了前3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又经历了后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其间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容否定,成功的历

史经验值得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发展成就与经验评析  

  需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前30年和后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系。应当肯定,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为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尽管改革开放前在理论和实践中犯过“左”的错误,对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造成了损失,但不容否定这一时期各方面的巨大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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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成为国家和社

会的主人。工人与贫苦农民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空前提高,焕发出生产劳动的巨大积极性与创造性,起

到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在前30年中,我国的经济和各方面的事业获得旧中国无法比拟的快速发展。1949年,我国的钢产量

不过15.8万吨,生铁25万吨,原油12万吨,水泥66万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仅占12.6%,农业和手工业

占绝大部分比重。我们造不出一辆汽车、拖拉机,更造不出一辆坦克和飞机。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

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在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封锁的国际环境下,主要靠自力更生和部分靠社

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获得了发展与改

善,大规模兴修水利设施,发展农业机械,增加农村用电和化肥农药,改进耕作制度与方法,使农业生产获得

了显著发展。从粮棉产量来看,1978年比1949年分别增长1.7倍和3.9倍。我国的工业获得更快的发展,建

立了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如汽车、拖拉机工业等。其它工业如钢铁、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

轻纺等的产量大幅增加。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3200亿元,相当于旧

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固定资产的25倍。1952-1978年,工业发展年均增长11.2%,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6.1%,处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前列。  

  我国的科技事业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原子弹、氢弹、导弹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以

及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也获得成功。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前30年中,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过“左”的错误。大跃进、刮共产风、追

求“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搞人民公社化、文革十年“四人帮”的破坏,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

很大损失。从统计资料看,以1952年的国民收入为100,1959年为202.1,而1968年反降为200.4。因为“大跃

进”后的调整期即1960-1962年和“文革”中的1967-1968年,共五年的经济增长为幅度较大的负数。如果没

有这种失误,我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可达8%以上,经济总量可以增加一倍。同时也可看到,由于我国生产

力特别是农村生产力十分落后,再加上后来搞“左”的一套,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全国

特别在农村,在改革开放前夕还存在大量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  

  另外,改革开放前僵化的经济体制使企业缺少活力,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



 

经济体制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它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期阶段,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生产力的发展起过

积极的作用,完全否定它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弊端主

要是对企业统得过死、企业没有自主权和自主钱,因而缺少活力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这种弊端的体制

性原因就是陈云同志1979年所指出的: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而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社会主

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与前述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是不同的问题。  

  需要正确看待两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方面是前30年中成就与失误的关系。既不应通过突出和放大

失误的消极后果否定前30年的重大成就,甚至将前30年妖魔化;也不应只强调成就而讳言失误,看不到或

不愿看到失误所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和经济政治的损失。另一个方面是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要看

到前30年的发展为后30年的成就奠定了政治和经济的基础:独立自主高度统一的新中国的存在、社会主

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为

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国有企业为我国的改革和非公

有制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成本。国有企业在前30年的发展中,利润率是相当高的,而利润和折旧费却

全部上交,它为国家建成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用事业设施,也被改革以来新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所使

用。国有企业还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不同的税负也使国企负担畸重。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的绝对数

大幅下降,大量国有资产合法或非法地流入私人手中,这也是国有经济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付出的成

本。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与发展是以前30年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同

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是以改革前建立和发展的公有

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60年来的发展评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

1978年-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2亿元增加到300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14倍,年均增长

9.8%,是同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人均GDP从1978 年的381 元增加到2008 年的22698 元,近

3300美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781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实际增

长6.3倍,农村温饱不足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1479万人左右(按人均年收入低于286元标准计算),城

乡居民储蓄存款由210.6亿元(人均20元左右)增加到21788.5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由208亿美元增加到

25616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0.8%增长到7.9%,由占世界第29位上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

德国。外汇储备由1.7亿美元增加到1946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已达到21000亿美元以上。我国的经济总

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预计近年内可以超过日本,居世

界第2位。财政收入由1132亿元增加到6万亿元以上。韩国在今年8月14日公布的对20个国家的综合国

力评价中,美国得分为69.15分,居第一位,中国为54.73分,居第二位。以下分别为日、德、法等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财富的增长,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由货币

追求商品变为商品追求货币,社会主义“短缺经济”论消失了。人们所追求的商品档次在不断提高,由自行

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到电话、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再到不断更新的电脑、汽

车、住房、别墅等,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经济实践和生活实际表明: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的近30年发展为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

的基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成就又远远超过前30年,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是有目共

睹的。  

  如果总计新中国60年的发展成就,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因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基数很薄弱,而

60年的发展又很迅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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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经济占世

界经济的份额不足1%,2008年上升为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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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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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总额,1950年只有11亿多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

超过2.5万亿美元,增长2266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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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农业生产的发展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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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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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许多工农业产品已居世界第一位。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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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居第一位的主要农业品有: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  

  我国的产业结构已逐步改善。从1952年到200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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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反映了产品结构的优化,也反映了居民消费结构的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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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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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迈进。  

  60年的发展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中

国。60年的辉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取得的;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的;是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获得的。改革开放以来

的巨大成就,又是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

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中取得的。  

几点认识  

  尽管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差距还很大。我

国的GDP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27.2%,如按人均GDP计算差距就更为悬殊,还不到日本、欧美等国家的十

分之一。应客观地看到这种差距,并团结和调动全国人民继续奋发图强,不断缩小并最后消除差距。  

  还应看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付出了环境和生态的重大代价,付出了能源资源过多消耗的代价。高投

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亟需由粗放型增长

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30年来,既有成功的经验,这是主要的;也有值得反思的缺失。例如:出现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

势;出现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三难问题;出现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现象等。以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这将是一个难点很多的复杂

过程。  

  新中国60年来的巨大成就,使我国实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距离大为缩短。今后,我国经济即使

年均增长8-9%,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末,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国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并进一步赶上发达国家,需要重视处理好几方面的问题。首

先,应通过科学改革,把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真正搞好搞活,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我国

是社会主义国家,既要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要重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要重视发挥改革的双

重作用,使之既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又成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手段。尤其需要重视公

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完善与发展。其次,要通过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

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扭转前一时期“重资轻

劳”的倾向。再次,应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认识。判断改革、发展和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既要坚

持生产力标准,也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即道义标准。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本质中,解放生产力

和发展生产力是生产力标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邓

小平所讲的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也是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不能只重生产力标准而忽视



价值标准,也不能只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只有坚持两个标准的统一,才有利于缓解改革与发展中出现

的诸多矛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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