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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经济史·大事记》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共和国已经走
过了60个年头，中国的民营经济也经过了60年的曲折历程。中国民营经济的历史，包括新中国成立后
至改革开放前以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的各种私人经济的历史和改革开放后新产生的以个体私营经济为
主包括其他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的孕育、产生和发展，对当前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了《共同纲领》，并将其作为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施政纲领。《共同纲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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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
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私营工商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1951年开始的“三反”和
“五反”运动，目的是打击少数不法资本家的“五毒”，但在运动中，相当一批工商业者遭到处理，
严重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持续繁荣。1953～1956年，中国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初步建立起社会
主义的基本制度。此后，私营经济和其他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基本成为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工商
业者给予了极大的配合，从而实现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在“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运动中，受极“左”思潮和政策影响，非公有制经济的最后遗迹也被一扫而光，国民经济成为纯而又
纯的公有制经济。然而，在这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下，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也出现大起和大落
、低效和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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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经济史·大事记》

内容概要

《中国民营经济史·大事记》全面、客观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民营经济领域
的重大事件。《中国民营经济史·大事记》采取编年体的撰写格式，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系
统地介绍了1949年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情况以及党和国家关于民营经济
的主要方针、政策、规章、制度。《中国民营经济史·大事记》可以使人们清晰地了解中国民营经济
的历史发展脉络，也可以为研究人员从事民营经济研究提供基本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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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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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经济史·大事记》

章节摘录

1949年3月 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确定新中国基本政策
的会议。在经济方面，会议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经
济形态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将来的新中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10％左右的现代
性的进步性的工业经济、90％左右的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但是各种经济成分的
性质是不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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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
济，加上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加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经济成
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4月10日至5月12日 刘少奇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到天津视察和
指导工作。刘少奇在天津期间，深入机关、工厂、学校听取汇报，调查了解情况，同干部、工人、职
员、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谈，向各方面人士介绍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
策。刘少奇指出，“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和发展
生产；只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的经营符合国
计民生经济发展的需要。与资产阶级要有联合、有限制，也有斗争。但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
则，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和国家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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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经济史·大事记》

编辑推荐

《中国民营经济史·大事记》作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开展民营经济研究的一项最新成果，也是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全国工商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又是一个商会组织，因而又称中国民间商会。近年来，全国工商联致力
于民营经济研究。开展了民营经济发展分析、商会发展分析、私营企业抽样调查、上规模民营企业调
查、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状况、民营企业“走出去”及承担社会责任调查等一系列
重点调研和专题研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成为国内外了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
重要“窗口”。《中国民营经济史·大事记》的具体撰写和编辑工作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研究室
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共同承担，并得到了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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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工作需求买
2、基本上是对这段历史的流水账记录。
3、了解民营经济的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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