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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波文集（全十卷）》

内容概要

《汪海波文集(套装共10册)》是“中国经济学名家文集多卷本系列”之一，全书共分为10卷内容，包
括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对外开放的初步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经济调控与运行都能内容
。《汪海波文集(套装共10册)》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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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汪海波文集　第二卷》
　社会主义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第一章　探讨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有助于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有助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
　　　四、有助于将来买现共产主义
　　第二章　历史的和抽象的研究方法与本书的结构
　　　一、历史的研究方法
　　　二、抽象的研究方法
　　　三、本书的结枸
　　第三章　在原始公社经济制度下，原始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
　　　一、二者结合的原因
　　　二、二者结合的若干表现
　　第四章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在历史上的产生和发展
　　　一、在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下，第一次发生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
　　　二、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发展
　　第五章　社会主义生产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是生产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一、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与体力劳动者的关系．是生产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二、生产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也是生产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　社会主义生产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是生产劳动者之间的社会主义互助合
作关系
　　　一、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互助
合作关系
　　　二、批判“日人帮”的谬论　　
　　　三、确认脑力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者，确认他们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是生产劳动者之间
的社会主义互助合作关系，对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七章　现阶段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社会主义互助合作关系，是不完整的
　　　一、这种不完整的表现
　　　二、这些旧的经济关系残余存在的原因．
　　　三、这些旧的经济关系残余的逐步消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必须同“四人帮”的谬论划清界限
　　第八章　社会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发展和消灭
　　　一、曲颓准确地把握这种分工的发展和消灭的过程
　　　二、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证明了什幺
　　　三、决定这个过程的根本因素．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四、在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问题上，我们与“日人帮”的根本分歧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研究
本套书还有：
《汪海波文集　第一卷》
《汪海波文集　第三卷》
《汪海波文集　第四卷》
《汪海波文集　第五卷》
《汪海波文集　第六卷》
《汪海波文集　第七卷》
《汪海波文集　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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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探讨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一 有助于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是
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它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既是他的哲学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又同哲学一起共同构成科
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
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方面。这一部分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而社会主
义制度下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生产关系的一项极重要的内容。所以，探
讨社会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乃至整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二、有助于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了国家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就必须把经济建设
提到首要地位。早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
就再三教导我们，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
同志的领导止，我们党在胜利地开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袖：会主义改造、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
成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在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行丁长达10年的
干扰，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遭到了中断和严重的破坏。此外，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
乏经验。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就妨碍厂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完成。第二，指导手工
业的发展方向。要使手工业得到恢复，就必须便它的产品适合社会需要。因此，党和政府在加强组织
领导的同时，对手工业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指导。1950年3月，轻工业部提出手工业生产应向以下几方面
发展：①与机械工业相结合。如手工轧花纺织应配合机器纺织生产，手工制纸浆应配合机器造纸生产
。②向机器工业生产不足的部门发展。如当时包装材料缺乏，而麻纺工业落后，提倡手织麻袋。③与
农村救灾工作结合，发展各种作为农民副业的手工业生产。④与对外贸易结合，发展可供出口的农产
品加工工业。⑤与部队需要结合。如部队用的消费品由手工业生产解决。①这样，就使个体手工业生
产能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合拍，减少了盲目生产的弊害。第三，疏通流通渠道。这个时期，帮助个
体手工业解决产销关系中的矛盾并逐步摆脱资本主义商业的控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
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国营经济和个体手工业的商业联系。这项工作在农村主要是通过供销合作社
实现的。供销合作社是个体农民与个体手工业者在流道领域自愿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它根据国
家计划和价格政策为国家收购产品，通过供销业务和合同制，把个体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同时根据手
工业者和农民的利益，推销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并供应日用工业品；所得利润按人股资金返回到
手工业者和农民手中。在城市，则由国营经济通过组织原料供应，进行加工订货，收购成品等手段，
对个体手工业的供销活动进行间接的计划指导。这样，就缩小了自由市场，排挤了商业资本的活动，
提高了手工业生产，也促进了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二是在组织土产交流的活动中，调节手工业产
品的供求关系。当时，多次召开了县、省、大区三级土产会议和土产展览会，用以解决远距离（跨县
、跨省、跨大区）交流所产生的问题；还注意发挥初级市场的积极作用，组织了各种山会、庙会和“
骡马”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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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汪海波文集(套装共10册)》是中国经济学名家文集(多卷本)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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