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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霖生，1929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47年考入上海商学院统计系，1951年毕业留校。先后在上
海财经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75年调入复旦大学，先在经济系、
后在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苏联经济研究和教学工作。1985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退休，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长为苏联经济，兼及国际经济计量与比较方法，一贯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洋为中用
”，积极从事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1978年以来，先后承担国家、中央
部委、上海市以及学校的重点科研项目18项，主持和参与编写专著、教材和工具书25部，发表论文200
多篇。获得农业部技术改进、国家科委技术情报、国务院农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优秀成果二等奖，上
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著作奖和论文奖，上海市社联优秀著作奖等。出版的著作有：《
合作社贸易统计学》（立信会计出版社，1954年），《苏联经济若干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年）；参编教材有：《商业统计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苏联经济概论》（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世界经济》（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合作译著有：《苏维埃商业
统计》（统计出版社，1956年），《苏联农业生产集约化》（展望出版社，1982年），《苏联现阶段
的农业经济》（农业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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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世界经济概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经济研究的迫切任务全球经济南北差距简析美国“新经济”
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变动21世纪初叶俄罗斯政治经济走向及与大国关系论中欧国家的经济复苏亚洲“四
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探析二、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比较国际比较的含义、作用和准则关于农业发展
问题的国际比较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国际比较关于教育发展的国际考察——兼论我国教育发展中应注
意的几个问题关于人文发展的国际比较——兼论我国人文发展水平提升问题关于城市化的国际考察—
—兼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关于城市房价水平的国际比较——兼论我国城市房价调控
问题关于收入分配的国际比较——兼论我国基尼系数的适度界限中外十国经济增长方式比较三、苏联
、东欧剧变教训与经济转轨略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论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试论原苏
联、东欧国家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论原苏联、东欧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演变论原苏联、东欧社会保障
制度的改革论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外资利用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特区的管理制度原苏联、东欧国家
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四、苏联实践鉴戒与回顾从苏联解体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从苏联向
集约化过渡失败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原苏联经济实践看生产消费关系问题从苏联经济实践看扩大企
业自主权问题从苏联经济实践看农业发展问题从苏联粮棉生产状况看农业现代化问题从苏联农产品成
本提高看现代化农业的经营管理问题论苏联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略论苏联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科学技术
进步与苏联工业生产的发展苏联加速国民经济科技进步的几个问题苏联的人才培养与经济增长苏联开
发东部地区对亚太经济的影响——兼论我国的对策五、俄罗斯经济简析俄罗斯联邦经济剖视谈谈俄罗
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几个问题论俄罗斯联邦市场体系的演变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俄罗斯联邦论俄罗斯
联邦的对外经济战略与我国对策俄罗斯对外经贸政策新动向六、中国小康社会建设与改革开放论我国
小康生活水平的标准论我国奔向小康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试论我国基尼系数适度界限的设定与保障措施
积极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刍议增强大企业活力的几点设想
坚持对外开放警惕“和平演变”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中韩两国建立东北亚经济圈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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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经济研究的迫切任务：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国现正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工
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样，摆在世界经济研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认真
地、深入地、全面地研究外国实现上述“四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
索它的规律，吸取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同时，要对不同类型国家以及同一类型不同国家的经验进行
分析，从中寻找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理想方案，以避免和减少失误，少走弯路。　　实践表明，国家
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总链条中不
可缺少的各环，而它的核心和关键，或者说这一总链条的中心环节，则是生产的商品化。世界上所有
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生产高度商品化的过程中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
。它们的市场发育充分，经济体制很活，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很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
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否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把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视作社会主
义的异物，把市场缩得小而又小，结果，虽然也实行了国家工业化，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企业
不是“大而全”，就是“小而全”，基本上仍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在高度集中管理的指令
性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不过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生产不面向市场，既无竞争意识，又无技术创
新的自觉要求，经济不活，生产效率也长期提不高。总之，抓不抓生产的商品化，即发展不发展商品
经济，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来说，结果很不一样。我国要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要由农业人口占多
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家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就必须大力发展商
品经济，使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变为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为此，不仅要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
僵化的经济体制、调整经济政策、发展商品经济时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而且要研究资本主义国
家的商品经济运行规律、市场体系、企业行为的特点和制约因素、国家的干预和调节手段等。只要是
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应拿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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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经济与中国（葛霖生文集）》立足于借鉴外国经济实践经验，并通过国际考察和比较，以
更好地实行中国改革开放。全书精选作者已发表的文章50多篇，按照内容分为六个专题，包括：世界
经济概览；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比较；苏联、东欧剧变教训与经济转轨；苏联实践鉴戒与回顾；俄罗
斯经济简析及中国小康社会建设与改革开放。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该书
对推进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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