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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改革论集》

内容概要

《薛暮桥改革论集》，是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继续推进这场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而编辑出版
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的伟大事业。经
济学家是非常活跃和有贡献的群体。这套丛书各卷的作者，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和直接参与者
，是长期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的经济学家。他们之中有改革开放之初已年过古稀的老一辈经济学家，
最年轻的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有的主持或者参与过关于改革和发展重要
课题的研究，有的参与过党和国家关于推进改革开放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人
们所公认的。
《薛暮桥改革论集》所选的文章大多是过去30年间对中国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发生过直接影响的调研
报告、政策建议、理论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向读者展示了薛暮桥对当时改革方
向的思考和阐述，对中央政策的解读，以及在政策探索中的理论交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献价
值和理论价值，值得收藏和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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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改革论集》

作者简介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26年投身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在狱中，学习经济学、哲学、历史，为日后的研究打下
基础。
　　1931年后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1934年任宣传抗日救亡著名刊物《中国农村》的主编
。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抗大五分校训练部长。在行军途中写下了《
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等著作。这两本书在革命者中广为流传，刘少奇指定《政治经济学
》为干部读物和学校教科书。
　　1943年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通过
发行根据地货币，排挤伪币，成功地领导了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1947年任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
副主任兼秘书长，1948年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支援解放战争，统一财经
工作，奠定新中国经济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
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
总干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总干事等职。是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一、二、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八、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49-1966年间，直接参与了建国初期消除严重通货膨胀的斗争，参与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
若干重要文件的起草和执行工作，参与了数次经济调整的领导工作，创建了新中国最初的统计制度和
物价管理体系。
　　1979年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印数近1000万册，被中宣部指定为干部必读，
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并被译为多国文字。1980年，在为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
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一个纲领性草案。此后，对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的特殊条件和发展阶段，对价值规律、所有制问题、分配与流通制度、商品与市场、货币与价
格政策、宏观管理体制、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创建了第一个由经济专家组成的
决策咨询机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从此经济学家开始参与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1990年，在耄
耋之年，面对改革的新动向，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
在历史重要关头把市场取向改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由于他在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学理论和
改革实践的杰出贡献，2005年3月，获第一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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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改革论集》

书籍目录

序言写给邓小平、李先念同志的一封信（1977年4月18日）根据实践经验来回顾二十多年的经济工作
（1979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序和跋（1979年、1981年、1986年、1987年）从上海
体制改革调查所看到的问题（1980年2月）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1980年9月）
关于恢复和发展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意见（1981年8月）对《物价管理条例》的意见（1982年7月
）对银行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1983年5月23日）建议不失时机调整价格（1984年6月20日）现代化经
济要有现代化金融体系（1985年1月）生产资料调价的关键是控制基本建设规模（1986年6月）利用经
济办法加强宏观控制（1986年9月）国民收入的超分配和通过膨胀（1987年5月）认真总结十年改革的
经验（1988年12月）建议改革财政承包制度（1989年4月25日）深化改革，摆脱困境（1990年9月）把马
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1991年6月）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9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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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改革论集》

章节摘录

　　写给邓小平、李先念同志的一封信（1977年4月18日）　　我于1975年9月恢复组织生活，留在国
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任顾问。在“四人帮”横行时候，谁也无法进行经济研究工作。粉碎“四人帮”后
，我们在计委多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因为思想上有顾虑，至今还没有拿出像样的成果，只能把我在
研究工作中所想到的几个迫切问题向你们报告。　　第一，关于农轻重比例和如何把农业搞上去的问
题。毛主席在1956年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为了迅速发展重工业，必须重视农业的发展。这一
指示没有真正贯彻。在1958-1960年国民经济“大跃进”中，重工业增长过猛，职工人数从2450万人猛
增至超过5000万人，而农业的劳动力则减少了2300万人。为了保证城市供应，犯了高征购的错误，再
加上大办人民公社，1959-1961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引来了三年困难时期
。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从1963年起国
民经济就开始好转，1965年全面好转。我国国民经济的这一次巨大曲折，使我们经受一次严重考验。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1968年、1974年、1976年国民经济
又经受了三次挫折。总的来讲，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发展不快。从1972年起，职工人数和粮食销
售量又突破计划指标。现在职工人数已经达到8000万人，加上“亦工亦农”可能达到1亿，又要吃进口
粮，市场副食品供应也日益紧张，农民分配的口粮和现金不但没有增加，而且比1957年和1965年略有
减少。　　粉碎“四人帮”后，工业生产逐步好转，今年第一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原定计划，这样
大好形势，确实令人兴奋。但是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能不能也顺利前进，仍然令人担心。从1957年
到1977年，粮食产量从3900亿斤增加到5700亿斤，只增加1800亿斤，平均每年增加不到100亿斤。今后
八年计划要增加到8000亿斤，平均每年增加近300亿斤。现在农业生产潜力很大，完成计划指标的可能
性是有的，但必须有切实有效的措施，才有可靠的保证。如果农业仍像过去那样缓慢前进，那么不出
几年，又可能出现农轻重不协调的局面，从过去的急性病变为慢性病。这个问题必须认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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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改革论集》

编辑推荐

　　《薛暮桥改革论集》的作者是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建言献策的经济学家。　　郭树清，陈锡
文，李剑阁，周小川，王梦奎，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高尚全，刘国光，马洪，于光远，杜润生
，薛暮桥。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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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改革论集》

精彩短评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观念的改变，太难了。是骡子是马拉
出来遛遛
2、历史都会重演，在眼下经济动荡的时代重读薛老的文章，对于认清经济走势、把握经济脉络很有
好处！
3、薛暮桥的书要读，特别是从事经济方面工作的，更值得读
4、是一本用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思路转换时期历史的好书，但毕竟现在这些思路和说法都比较过时
，本书主要的论述还处在计划经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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