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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的主要内容是1949～1 952年新中国的经济历史。虽然本
书所描述的主要内容发生在3年多的时间中，但因一为这段时期是历史新的起点，需要回述历史的继
承，特别是旧中国的经济遗产，所以本书的全部内容远远超过了3年。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历时5年，六
易其稿、群策群力、集体攻关的结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十余年
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自197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组（1990年改建为研究室）乘改革开放之东风，开始在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革
命根据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历史资料。我们深切地感到，这些历史资料是座尚未开发的宏大宝库，
蕴涵着无数革命者、新中国建设者以及档案工作人员以血汗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这些馆藏可谓汗牛
充栋，浩如烟海；其内容为第一手记录，翔实具体。但是历史上的多种原因使这些珍贵的资料长期被
束之高阁，未能开发利用，实在是资源的闲置与浪费。1988年，董志凯在研究&ldquo;一五&rdquo;时
期重大建设项目的过程中，中央档案馆国家处处长张志提议，由经济所的科研人员与档案管理人员合
作，共同整理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以此作为新中国经济历史档案开放利用的第一步。
这一提议迅即得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级领导的支持。胡乔木、胡绳等领导同志相继对此
作了肯定的批示；姚依林等国家领导人也批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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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的主要内容是1 949～1 952年新中国的经济历史。虽然《中华人
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所描述的主要内容发生在3年多的时间中，但因一为这段时期是历史新的
起点，需要回述历史的继承，特别是旧中国的经济遗产，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
的全部内容远远超过了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是课题组成员历时5年，六易其稿
、群策群力、集体攻关的结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十余年从事中
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自197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组（1990年改建为研究室）乘改革开放
之东风，开始在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历史资料。我们深切地感到，这
些历史资料是座尚未开发的宏大宝库，蕴涵着无数革命者、新中国建设者以及档案工作人员以血汗代
价换来的经验教训。这些馆藏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内容为第一手记录，翔实具体。但是历史
上的多种原因使这些珍贵的资料长期被束之高阁，未能开发利用，实在是资源的闲置与浪费。1988年
，董志凯在研究“一五”时期重大建设项目的过程中，中央档案馆国家处处长张志提议，由经济所的
科研人员与档案管理人员合作，共同整理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以此作为新中国经济历
史档案开放利用的第一步。这一提议迅即得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级领导的支持。胡乔木
、胡绳等领导同志相继对此作了肯定的批示；姚依林等国家领导人也批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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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作者简介

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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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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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章节摘录

　　18世纪起，中国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纷纷到地广人稀
的地区去拓荒和开发。黄河中上游的森林覆盖率，在秦汉时为43％，到明末清初时为14％，1949年已
降为6％；长江中上游的森林覆盖率，清末民初时为40％，到1949年下降到19％。河南省森林覆盖
率1700年约6．3％，到清朝道光年间降至约2％①。森林覆盖率的减少，既严重减弱了森林调节气候的
功能，又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加速了气候干旱化、土壤沙化的进程，还使江河中下游向来并不发达
的水利系统因泥沙不断淤塞而削弱了蓄水泄洪的能力。黄河中上游地区每年流失泥土16亿吨，大量淤
沙积存河底，下游河床越抬越高，逐渐变成了一条地上悬河，河床远远高出周围的居民区。据文物考
古勘探，千余年来，黄河泥沙已无情地淹没包括开封（北宋国都）、大梁、汴梁、汴州、东京、东都
、开封府（明末）等7座城市固。注入长江的泥沙也有&ldquo;石水斗泥&rdquo;之称，即泥沙占了河水
流量的1／10。沿江湖泊是天然泄洪、蓄洪区，对于分洪削峰、调节水位、缓解堤坝压力有重大作用。
由于泥沙淤积和围湖造田，湖泊容积减少。长江流域水患越来越频繁的根本原因也是流域生态安全体
系的人为破坏。&ldquo;八百里洞庭&rdquo;原有水面6000平方公里，大规模的围湖造田从清朝康熙年
间就已开始，仅在1825-1905年的80年间，洞庭湖水面便缩小了近1500平方公里，到1949年减至4350平
方公里。水路被阻，江河决堤也就时常发生。与此相仿，整个长江流域的开发逐渐由干流向支流、由
平地向山地展开。长江流域生态安全体系也在这&ldquo;人与水争地&rdquo;、&ldquo;人与山争
地&rdquo;的无休止、无节制的开发过程中，无声无息地遭受着破坏。1931年和1935年长江发生特大洪
水，受灾人口分别为28．5万人和1000万人，死亡人口分别为14．5万人和14．2万人④。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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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精彩短评

1、对建国初期经济的梳理，值得一读，可以当做资料来看！
2、读一读，可以较全面了解这段历史。
3、不合格的学术书，不够格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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