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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中国工业计划管理体制建立的缘起，通过梳理和解读增产节约运动与中国
工业计划体制建立的相关史料，考察了二者的联系性。研究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
临着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党和政府力图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迅速增加生产，节约支出。在
增产节约运动中，通过加强生产成本管理、经济核算制、生产竞赛运动、计件工资制等措施，国
家实现了对国营企业的直接管理。为推进“增产节约”运动，国家设立了各级工业计划管理机
构，建立了国家工业计划的指标管理体系和统一的报表制度。同时，国家还通过增产节约运动
来应对国营企业“激励机制”不足和“投资需求膨胀”的问题，从而加强了对企业的计划管理。
可见，“一五”计划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计划体制的建立缘起，宏观背景是当时严峻的财政
经济形势，直接推动因素则是迫切需要增加工业生产、节约支出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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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逐步确立了一套“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当时乃至当下中国的经
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涉及到前３０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基本评价，至今仍有争
论，需要学者们根据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的实情给予
翔实细致的考察。最普遍的有以下两类解释：第一
类是模仿苏联说，认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
“一五”计划时期模仿苏联的结果。如萧冬连认为
计划经济起源“就其主要点而言，基本上是仿效了
苏联模式”［１］。更多的学者秉持第二种解释，即“工
业化发展战略”说。朱佳木就认为，我国建国初期
选择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非是单纯从某种理论
出发和照搬别国模式的结果，而主要是为了较快实
现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需要［２］。武力
也指出，当时的工业化压力、资源短缺和政府动员
能力强也是重要因素［３］。上述观点尽管侧重点不
同，但都强调“一五”时期工业化对计划体制建立的
影响。但忽视了“一五”计划之前，即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２
年间，党领导经济恢复和建设的实践就已经推动了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诸多的中央文件
均已提出要实行计划经济，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已经
开始实施［４］。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解释计划经济起
源时，也注意到“一五”计划之前的一些因素。如有
学者认为原因有“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社会
主义改造的平稳过渡、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等［５］。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和工业管理体制的初创时期从１９４９年开始，跟“三
大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控和现金管理的
统一）的实践分不开［６］。上述学者从宏观层面注意
到了此时期的党的一些方针政策推动了计划经济

体制的建立，但对于哪些具体因素推动了计划经济
体制建立还缺乏细致的考察。笔者通过文献梳理，
发现增产节约运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计划体
制的建立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查阅学术界现有关
于增产节约运动的研究文献，主要从宏观层面论述
了增产节约运动发起的原因、内容与过程，以及与
增产节约运动相关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
的研究，还有探究增产节约运动对当代反腐倡廉、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启示等，关注点多集中在机关事
业单位的作风问题上，鲜有研究关注到增产节约运
动与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紧密联系，以及运动对计
划经济体制建立的推动作用［７］。因此，笔者通过对
增产节约运动中国家是如何加强对国营工业企业
管理的考察，来揭示工业计划体制是如何逐步建
立的。

１　增产节约运动及其路径指向

增产节约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旨在提高生产效益、降低成本、减
少消耗、节约资源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８］。在恢复
和发展国营企业工业生产中，中央均强调“增产节
约”是中心任务。毛泽东就指示“管理和建设城市
中最中心的问题是管好工厂、发展生产的问题”［９］。
“增产节约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经济建设的
主要办法”，“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
大道”［１０］。陈云指出“增产节约运动也是企业提高
经营管理水平的运动”［１１］。可见，增产节约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制度的建
立有密切关系。１９４９年以来，国家面临着严重的
财政经济困难，增产节约运动是当时国家面临经济
困难形势下的必然要求。１９５０年３月３日政务院
在《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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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均应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缓办应该缓办的
事务，以便集中财力，经济上重点恢复。但在财政
困难的形势下，一些厂矿企业还存在着管理混乱、
浪费严重、生产率不高的现象。因此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不久，党中央的文件中就已经频频开始出
现“节约、增产”等提法。１９５０年２月６日《人民日
报》社论《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就指出，克服财政
困难的主要办法，就是节约和生产。工厂企业要努
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减低产品成本费。可见，号
召增产节约成为应对当时财政经济困难的主要办
法，并逐渐发展为一场运动。早期的增产节约运动
从１９４９年即已从东北地区的国营企业中发起，中
心领域是工业生产企业［８］。当时严峻的财政形势
使得国家必然要求国营企业尽快增加生产，节约支
出。而增加工业生产，首先要管好企业［９］。增产节
约运动以促进增产、厉行节约为目标，制定了一系
列加强国营企业管理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加强成本管理，节约支出。成本管理首先是节
约原材料，提高资金周转率，反对囤积原材料和资
金。１９５０年３月３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
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厉行节约。所有工厂
和企业“必须实行原料消费的定额制度，铲除囤积
材料的浪费行为。一切国营经济部门，均须提高资
金的周转率，严惩贪污浪费人员”［１２］。东北局要求
东北公营工业生产 “关键是要改进工业的经营管
理工作”，主要是改进“资金与成本管理”等。在

１９５１年增产节约运动中，东北局报告其工业部所
属厂矿１－８月底取得的效果有：加速资金周转节
约二百零三万五千四百零六吨粮食，占增产节约成
果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七；降低成本一百零八万五千
零五十九吨，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１０］。通过节约
原材料，提高资金周转率，避免了浪费与低效。

实行经济核算制。经济核算制规定了企业的
成本、生产与利润指标，是推进增产节约的有力措
施。推行经济核算制被确定为１９５１年全国财经工
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其中包括：① 根据政务院颁
布的计划表格编制生产、劳动、材料供应、成本、财
务等各项具体计划；② 清理资产、确定资金；③ 在
生产竞赛与反浪费运动的基础上，制定合理可行的
平均先进生产定额，首先是各种产品的定质、定量、
定料与定工。④ 建立完成生产计划的责任制，原
材料供应的责任制等。⑤ 建立与健全财务成本的

管理制度；⑥ 建立定期报表制度，加强统计与记录
制度等［１３］。以上各点既打下了经济核算制的必要
基础，也构成计划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为更高层
面的计划管理提供了条件。

开展生产竞赛运动。生产竞赛发扬了工人的
劳动热情，是发动群众搞好生产的好方法。在生产
竞赛运动中，中央要求各企业动员与组织工人拟定
生产计划、制定生产定额、订立集体合同等。“竞赛
的内容必须与完成生产计划的总任务相结合”，“推
广先进生产者与先进生产小组的经验”，在竞赛中
创造新的技术标准与定额［１３］。上海国棉二厂在生
产竞赛中，取得了在全市纺织工厂竞赛中的最高纪
录，超过任务百分之二十五以上［１４］。可见组织竞
赛是提高全体职工生产热情，从而完成与超过计划
的重要方法。

推广计件工资制。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推广计
件工资制被认为是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
效方法之一。东北区从１９５１年起开始推行计件工
资制及计时奖励制。计件工资制最关键的是确定
生产定额问题，东北区原则规定采用科学的技术定
额测定法，或根据生产实际，找出平均先进定额并
以技术测定结果审核决定。《东北公营企业计件工
资制度暂行规程（草案）》中就规定：凡实行计件工
资制度者，得同时实行质量及原材料消耗奖惩制
度；建立并加强车间记录统计制度，精确掌握生产
数字及工具材料消耗数字［１４］。定额制一方面刺激
了生产积极性，同时也加强对原材料消耗、原料供
应的统一计划与管理。

综上所述，工业领域的增产节约运动以加强国
营企业管理为中心。作为国营企业的出资者，本着
高度的责任意识，党和政府更倾向于直接管理企
业。为此必然要求建立行业主管行政部门，通过建
立与贯彻一套信息收集（统计报表）与量化指标的
方式，对下属企业进行指令性管理。避免浪费、节
约支出的制度规定，不断强化，推动了严格的成本
计划管理制度。增加生产的制度措施，走向细密，
并以生产计划指标的形式确定下来。这种制度演
变的趋势必然是建立一套工业计划管理体制。

２　推动了国家工业计划管理体制的
建立

　　 陈云指出，增产节约运动也是企业提高经营
管理水平的运动［１１］。以加强国营企业的管理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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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增产、厉行节约的措施，从三
个层面塑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计划体制的雏
形，推动了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即：国家工
业计划管理机构的建立、国家工业计划指标体系的
建立和企业内部计划管理制度的建立，这三个方面
也构成了工业计划管理体制的基本结构。

国家工业计划管理机构的建立。加强对工业
企业的管理，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势在必行，要求
国营经济各部门有统一的管理及生产组织，有经济
核算、业务经营、企业管理、工资待遇等各方面的统
一的制度。因此１９５０年初就已经建立起了重工
业、轻工业、燃料、纺织、食品等５个部门的管理机
构，负责管理该产业的国营企业［１５］。以建筑工业
为例，建国初期，基本建设任务很大，国家为此投入
了巨额资金。但当时建筑工业还处于“无组织、无
领导、无管理、无计划的无政府状态”，“由此产生投
机倒把，偷工减料、不合规格、返工重修等现象，使
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全国第一次工业会议上就已
经提出“首先应建立与健全各级工业部门基本建设
的行政机构”。在１９５１年７月的全国建筑工会工
作会议上提出：１．由国家设立建筑工业的管理部
门，中央及大行政区财经委员会、部分省市下设立
建筑工业管理局，以统一建筑事业的领导。并规定
其任务有：审查工程计划、统一分配国家建设的工
程任务，逐步废除投标制，制定统一建筑材料的规
格，指导建筑材料工厂的生产，统一管理技术人员
和技术工人［１３］。制定这些加强计划管理的举措，
直接原因就在于要避免浪费国家宝贵的基本建设
资金。其它工业行业的行政管理机构也在此前后
分别建立，并规定其工作任务，从而建立了工业计
划管理体制的组织基础，初步形成了计划管理的
“条条”体制。

国家工业计划指标体系的建立。数字指标是
计划的具体符号。计划指标体系就是以下达数字
控制的方式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入、产出、利
润、价格等基本信息。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与比例指
标是国家计划指标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当时工
业建设所需要的资源，资金、先进的技术和成批的
技术人员都还很缺乏，所以“工业建设必须统一计
划，才能克服盲目性与浪费现象”［１６］。１９５１年基
本建设工程与投资分配比例指导思想是“必须是从
全国布局着眼，有计划、有重点”，“不可能样样都
搞，以致一事无成”。因此，１９５１年基本建设的控

制数字与投资，重点首先放在钢铁、燃料、动力与铁
路方面。分配比例为：重工业５２．２，其中钢铁工业

３２．９；燃料工业１８．０；纺织工业１６．２；轻工业及食
品工业６．２；资源勘察５．０；其他２．４［１３］。在国家确
定投资比例后，这些指标经过层层分解到各级行政
区域与工矿企业，成为国家下达的投资计划指标。

国家通过经济核算制建立了对国营企业的指
标管理体系。企业的生产信息按规定记录并上报
是国家制定计划的基础。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为保
证国家企业能逐步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要求从

１９５０年７月份起全国一律实施统一的国家企业的
核算项目、报表格式及报告程序，实施全国统一的
定期报表制度［１５］。这就使全国公营及公私合营工
矿企业建立起了统一的定期统计报表制度。

国家统一报表制度的建立。宏观的工业生产
计划必须有赖于微观企业的具体经营信息，而这就
需要有统一的的报表制度，以便掌握企业信息。
“只有切实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更有信心有步骤
地计划与布置１９５３年的中心工作”［１５］。国营企业
通过订立集体生产合同、推广计件工资制（包含确
定劳动定额）、贯彻经济核算制等方法，为确定企业
生产计划提供了基本信息。在确定企业成本计划
方面，要求“各厂对实行成本管理的一些必要条件
应即尽可能地加以解决（如计划固定，原材料价格
固定，流动资金固定，固定资产折价与储备标准统
一，加强统计工作，搞好原始记录等）；推行车间成
本计划［１７］。还要求建立并加强车间记录统计制
度，精确掌握生产数字及工具材料消耗数字。在确
定企业生产计划方面，查定企业生产能力，动员与
组织工人拟定生产计划、订立集体合同。“生产能
力查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编制年度生产财务计
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准备更科学的条件”［１５］。《人民
日报》社论号召“应当普及东北区一九五一年增产
节约一千三百万吨零食的财富的经验，在全国各地
区各产业各工矿各车间小组展开订立生产计划、实
现增产节约的工人群众运动”［１８］，实际上这就是建
立了企业内部的生产计划管理体制，并通过建立统
一的定期统计报表制度，为上级制定计划提供
依据。

３　推动了国家对企业的微观管理

　　从企业微观管理层面来讲，如何在增产节约运
动的解决国营企业“激励机制”不足和“投资需求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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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的问题，客观上也要求加强对企业的计划管理。
就工人来讲，当时“包下来”的就业政策消减了工人
失业的压力，低工资制也影响了工人的积极性。如
何激发企业活力、提高工人劳动积极性？除了通过
增产节约运动启发工人的主人翁觉悟，发扬工人的
自觉的劳动热情外，在运动中自上而下的规定必须
完成的某种产数字指标成为更普遍的方法。南京
发电厂鼓励与推动了全厂的工人订计划，又从发动
每个小组每个工人自己订计划的基础上和行政上
订立了集体合同［１４］。中财委也要求各部门在增产
节约运动的基础上“定出所属企业的主要项目的定
额并报告中财委”［１０］。以计划指标的方式下达额
定完成任务成为督促增产的重要手段。

增产节约运动是应对国有企业“投资需求膨
胀”、避免浪费的有效手段。公有制（当时还存在供
给制）下的国营企业更会产生资源过度需求的冲
动。有研究指出：国营企业投资需求的指导思想是
“从坏处着想”，务求虚报成本额，囤积原材料或资
金。物资供应的不确定性越大，他们企图积聚的投
入存货就越多”［１９］。更何况对由“公家”分配供给
的各种物资，企业存在着“不要白不要”的思想。这
就不可避免的带来浪费与低效。如东北局指出当
时东北公营工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成本
高、质量低、浪费大”。在成本管理上“厂长不管，心
中无数，生产与成本计划脱节”［１７］。中财委指出

１９５１财经工作“由于对财政支出管理不严，工业、
贸易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基本建设和经营管理中浪
费严重”［１１］。如何应对国营企业囤积资源的冲动，
节省资源，提高效率？当时国家一方面对企业“清
产核资”，摸清家底。１９５０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批准
中财委对“全国国营企业的资产进行一次彻底的清
理与估价，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各企业单位的固定资
产与流动资产”，使企业资产与资金达到合理的使
用［１７］。二是通过收紧权限，将企业人、财、物的管
理权限收归上级部门“统一管理”。如中财委要求
“厉行‘三反’，增产节约，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对企
业收支、物资调拨均加强严格管理”。如何严格管
理，只能收归中央统一管理，规定：各级机关的生
产、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收支受同级财政部门统
一支配；由中央掌管１２种重要的物资的调拨和平
衡计划；中央各部直属的国营厂矿，其生产计划、企
业利润，拆旧和投资的支配、原料和产品的调拨等，
应归中央统一掌握［１１］。通过财政统一收支、物资

统一调拨的集中管理，达到集中使用资源，限制企
业盲目性所导致的浪费。

综合以上两方面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计
划体制建立的原因，应该还包括当时国营企业生产
管理中面对的一些现实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党
和政府通过增产节运动加强了对企业的计划管理。

从这个层面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工业
计划管理体制的建立，还不完全是从某种理论出发
和模仿别国模式而开始的，而是基于当时国营企业
生产管理中的这些现实问题而逐渐形成的。

４　结 语

在以上分析增产节约运动推动了工业计划体
制建立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工业计划体制建立的
缘起就有了更丰富的认识。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
于计划经济体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工业计划管理
体制，以增产节约运动为视角，考察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业计划管理体制建立的缘起，实际上也补充
回答了宏观层面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缘起问题。

通过以上考察，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严峻的财政经济困难，迫使国家在各方面，特别
是工业生产领域要求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因
而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中，有计划
的增加产值，同时也有计划的压缩成本。具体包
括：通过加强生产成本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制、开展
生产竞赛运动、推广计件工资制等措施，国家实现
了对国营企业的直接管理。在此过程中，避免浪
费、增加生产的制度措施不断走向细密，并强化为
一套计划管理制度。同时，国家还通过增产节约运
动来应对国营企业“激励机制”不足和“投资需求膨
胀”的问题，从而加强了对企业的计划管理。可见，
“一五”计划之前，中国工业计划体制的建立，更多
是建立在当时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下，党和政府迫
切需要增加工业生产、节约支出的现实需要的基础
上。这也对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计划经济体制提
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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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Ｕ　Ｌｉ．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ｅｄ”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Ｓｉｘ　Ｄｅｃａｄｅ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１０）：

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林浣芬．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及其历史特

点［Ｊ］．党的文献，１９９５（２）：３８．

　　 ＬＩＮ　Ｗａｎｆｅｎ．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１９９５（２）：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王学军，程恩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

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２０１９（１０）：８４

　　 ＷＡＮＧ　Ｘｕｅｊｕｎ，ＣＨＥＮＧ　Ｅｎｆｕ．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

ｏ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２０１９（１０）：８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王曙光．中国工业管理和国有企业制度：传统体制的

形成与演进逻辑［Ｊ］．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２０（２）：１２．

　　 ＷＡＮ　ＳｈｕＧｕ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２）：１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谢忠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增产节约运

动研究鸟瞰［Ｊ］．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２）：１３１．

　　 ＸＩＥ　Ｚ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ｓｅ　Ｅｃｏｎ－

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２）：１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李志英．增产节约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双面相［Ｊ］．晋

阳学刊，２０１７（２）：３９．

　　 ＬＩ　Ｚｈｉｙ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ｍ－

ｐａｉｇｎ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ｎｙａｎｇ，２０１７（２）：３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２）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Ｃ（２）［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７）［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９７，３０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７）［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３：２９７，３０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８）．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５．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８）［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３：２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２）［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９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２）［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３：１９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６）［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５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６）［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３：１５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５）［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０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５）［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３：１０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

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１９４９－１９５２）［Ｍ］．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５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

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１９４９－１９５２）［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６：

１５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９）［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８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５０５　第４期　　　　　　　　　　孟文科，等：增产节约运动与中国工业计划体制的建立（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３：８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４）［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８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４）［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３：８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３）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Ｃ（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上卷）［Ｍ］．北京：经

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９３．

　　 ＫＯＲＮＡＩ　Ｊ．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ｕｍｅ　Ｉ）［Ｍ］．Ｂｅｉ－

ｊ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９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校对　肖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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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ＥＬＩＤ超精密镜面磨削设备

在线电解砂轮修整（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ｉｃ　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ＥＬＩＤ）磨削技术是适应现代化高
技术发展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机械加工新工艺，其集成了现代机械、液压、光学、电子、计
算机、计量及材料等先进技术成就，被国际上公认为是最有前途的超精密镜面磨削方法。

西安工业大学在对氧化膜产生机理和电解参数对氧化膜生成影响规律的研究积累基础
上，提出利用现代测试和计算机控制技术，对磨削过程中的氧化膜厚度进行在线测量，并通
过计算机比较分析后对电解参数进行在线控制，使得氧化膜在磨削过程中保持恒定，研制出
了ＥＬＩＤ超精密镜面磨削设备，该设备成功实现了镜面磨削，提高了磨削过程的稳定性，具
有磨削效率高、工艺过程简单等优点，从而大大缩短达到纳米表面的加工时间，提高了纳米
表面生成效率，突破了该项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效率瓶颈，填补了国内空白，对提高我国的
超精密加工技术起到重要的作用。

该设备具有良好的性价比，可广泛应用于光学玻璃、工程陶瓷、半导体材料、单晶材料及
硬质合金等先进材料的精密与超精密加工，促进这些材料在高技术领域的应用，其在工程实
际中的应用极大地改善了相关产品性能与可靠性。由西安工业大学开发的ＥＬＩＤ超精密镜
面磨削设备，形成批量生产后预计售价为４０万元人民币左右，而在实现同等功能的情况下，
国外公司的产品价格却非常昂贵，基本售价在９～１８万美元之间。如日本ＴＨＥ　ＮＥＸＳＹ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生产的ＵＶＧ－３８０超精密磨削设备售价为１８万美元。该型设备的研制成
功必将促进我国军工行业加工技术水平的进步，对提高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制造能力，降低制
造成本，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张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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