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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50 年国民经济发展

成就辉煌

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

德，奋发图强，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努力克服前进中

的艰难险阻，取得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巨

大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商品

极大丰富，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人民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对外经济日趋活跃。

一、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

显著增强

新中国成立之时，一穷二白，国力

空虚。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高举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经过 30 年

的不断进取和探索，在 1978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行改革开放，确定

了三步走的战略任务。通过努力奋斗，

已提前完成了前两步的战略任务，使我

国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经济总量提前实现了“翻两番”。
国内生产总值在 1987 年提前 3 年实现

比 1980 年翻一番目标的基础上，到 1995

年，又提前 5 年实现了再翻一番的目

标。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679亿

元，到 1998年达到了 79 553 亿元，扣除

价格因素，年平均增长 7.7% ，大大高于

同期世界年平均增长 3% 左右的水平。
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大缩小了与当今世

界最发达国家的差距。据世界银行估

算，1997 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

第 7位，排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

国和意大利之后。
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跃居

世界前列。解放初期，我国钢产量仅居

世界第 26位，原油仅居 27位，发电量仅

居第 25位。经过 50年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

生、油菜籽、水果等产品产量已位居世

界第一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

泥、化肥、电视机产量居第一位，发电

量、棉布、化学纤维居第二位，糖、原油

产量分居第四、五位。其他主要产品产

量的位次也明显前移。
经济结构趋于优化。第一、二、三

产业比例分别由1952年的50.5% 、20.9%

和28 .6 % 调整为 1998年的 18 .0 % 、

49.2% 和 32.8%。与 1952年相比，第一

产业比重下降 32.5 个百分点，第二产

业比重提高 28.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比重提高 4.2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

不断改善，使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

一些瓶颈产业，如原材料、燃料动力、交

通运输等的紧张状况得到基本缓解。

二、各类产业全面发展，社会商品

极大丰富

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农产品供应充

足。农业增加值由 1952 年的 343亿元

增加到 1998年的 14 299亿元，扣除价格

因素 ，增长 3 .5倍，平均每年增长

3.3% 。农产品产量成倍增加。1998年，

粮食产量达 49 000万吨以上，比 1949年

增长 3.3倍，人均产量比 1949 年增长 1

倍；棉花产量达 450万吨，增长 9.1 倍，

人均产量增长 3 倍；1997 年，猪牛羊肉

产量达 4 090万吨，比 1949年增长 17.6

倍，人均产量增长 7.7倍。我国用占世

界 10% 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 22%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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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饱问题，为人类作出了极大贡献。
工业经济快速增长，大部分工业品

供大于求。工业增加值由 1952 年的

119.8亿元增加至 1998 年的 33 541 亿

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 157.7倍，平均

每年增长 11.6%。随着工业基础建设

的加强，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主要工

业产品产量快速增长。1998 年与 1949

年相比，纱产量由 32.7 万吨增加到 542

万吨，增长 15.6倍；糖由 20万吨增加到

826万吨，增长 40.3倍；原煤由 0.32 亿

吨增长到 12.5 亿吨，增长 38倍。电视

机、电冰箱、照相机、洗衣机、计算机、空

调器等一大批新兴电子产品产量也呈

迅猛扩张之势。
第三产业长足发展，社会服务方式

多样、能力大为增强。运输邮电业增加

值由 1952 年的 29亿元增加到 1998 年

的 5 029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42.5倍，平均每年增长 8.6% 。在交通

运输方面，货运量由 1949 年的 1.61 亿

吨增至 1998 年的 126.44 亿吨，增长 78

倍，其中，公路运量增长最快，为 121.6

倍。客运量由 1949 年的 1.37亿人增至

1998年的 137.73亿人，相当于平均每人

旅行 11次，比 1949年的 0.25次提高了

43倍。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大大

增强，由 1952 年的 1 440 万吨增至 1998

年的 92 237 万吨，增长 63倍。邮件处

理手段逐步机械化，邮政综合计算机网

的建设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邮电通

信业的大力发展，使人们一般交流和贸

易交流的方式已由改革之初的以信件、

电话、电报为主要方式发展为还包括移

动电话、传真、传呼、电子邮件、数据传

输等多种先进快捷的交流方式。金融

保险业增加值由 1952年的 11亿元增加

到 1996 年的 4 017 亿元，扣除物价因

素 ，实际增 长 6 8 .3倍，年 均增 长

10.1% 。

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经济发展

后劲进一步增强

1950年以来，我国共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177 993亿元，其中基本建设完成

投资72125亿元，更新改造完成投资

32 516 亿元，建成投产基本建设项目

130多万个，其中大中型项目约 6 200

个。
工业方面，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基

础薄弱、技术落后、部门残余不全、分布

极不合理的状况，建立了门类比较齐

全、布局比较合理、独立的工业体系，生

产能力大为增强。石油生产摘掉了“中

国贫油”的帽子，原油生产量由 1949 年

的 12万吨扩大到 1998 年的 1.61亿吨；

钢铁生产雄居世界首位，年产钢量由

1949年的15.8万吨扩大到1998年的

11 559万吨，增长了 731倍；汽车生产从

无到有，迅速扩张，汽车年产量由 1955

年的 100 辆左右迅猛扩展到 1998 年的

163万辆，年生产能力已达到 200万辆；

发电量由 1949年的 43亿千瓦小时增长

到 1998年 11 670亿千瓦小时，增长 270

倍，结束了长期困扰我国缺电、少电的

历史。工业整体技术水平大为提高。
农田水利方面，我国大力发展农村

水利事业，农田灌溉条件大大改善。全

国灌溉面积已由 1952 年的 1 996 万公

顷扩大到 1997 年的 5 124 万公顷。建

成了大量的防洪、排涝、灌溉、发电等工

程设施。到 1997年底，全国兴建了大中

型水库 8.5 万座，总蓄水容量 4 583 亿

立方米。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逐步

走上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的道路，

耕、种、排、灌、收割、运输实行一条龙机

械化操作的面积逐年增加。
交通运输方面，已基本形成以铁路

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和管道组

成的综合运输网。铁路营业里程由

1949年 2.18万公里增至 1998年的 5.76

万公里，增长 1.6倍。公路里程由 1949

年的 8.07 万公里增至 1998年的 127.9

万公里，增长 14.8倍，公路等级明显提

高，路况大为改善。民用航空是我国发

展最快的运输方式，到 1998年为止，民

用航空开通了 1 122 条国际国内航线，

构成了四通八达的蓝天运输网。
邮电通讯方面，已建成包括光纤、

数字微波、程控交换、移动通信等覆盖

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并建成

了业务种类齐全、网点密布的公用邮政

网。全国邮路和农村投递线路总长度

由 1949 年的 70.6 万公里增加到 1998

年的 621.5万公里，增加 7.8倍。目前，

全国已有 77.6% 的乡镇设有邮电局，通

电话乡镇的比重达 92.9% ，进入长话自

动网的乡镇比重达 87.5%。电话网规

模容量迅速扩大。电话交换机容量已

由 1952年的 47 万门猛升至 1998 年的

1.38亿门。网路规模在世界上排名迅

速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移动通讯、数据

通信从无到有，迅猛发展。1998年我国

的移动通信用户已达 2 386 万户，固定

电话和移动电话总用户已突破 1 亿户

大关。数据通信网络也初具规模，1998

年中国电信数据通信总用户已达到 156

万户，其中，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 T）

用户达到 68 万户，中国公众多媒体用

户达到 52.5万户。

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基本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历史性跨

越

新中国 50 年来，伴随着国民经济

的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城

乡居民生活也连续上了几个大的台阶，

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环境都发生

了明显变化。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由

1952年的每人每年 80 元，提高到 1998

年的每人每年 2 973元。城乡居民储蓄

存款由 1952年的 8.6亿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53 408 亿元。消费结构基本改变

了多少年来以吃、穿等生存资料为主的

单一格局。住、用、行和文化娱乐等享

受和发展方面的消费支出明显提高。
城市煤气、天然汽、液化汽普及率由

1957年的 1 .5 % 提高到 199 8年的

78.8% ，居民生活的舒适程度大大提

高。居民家庭对现代化的耐用消费品

的拥有，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且普及程

度迅速提高，大大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

活水平。人们对消费品的购买从 50—

70年代的百元级“老四件”（自行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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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全各级财政部门的行政复

议机构，加强复议人员队伍建设。《行

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

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

项”。国务院《通知》中也指出，“行政复

议工作是一项法律性、专业性都很强的

工作，数量大、涉及面广，需要有一个熟

悉法律和行政管理、又相对比较超脱的

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因此，贯

彻落实行政复议法，健全各级财政部门

的行政复议机构，首先就是要健全各级

财政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目前仍未

成立行政复议机构、未配备复议人员的

地方，一定要尽快设置复议机构，要选

拔政策水平较高、责任心强、熟悉法律

和业务的优秀干部担任复议工作，并保

持相对稳定，使复议机构设置和人员配

备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任务相适应，

以保证行政复议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严格依法开展行政复议工

作。《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复议的范围、

申请、受理、决定、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

的规定，各级财政部门都要严格执行，

认真履行行政复议职责，依法开展行政

复议工作。行政复议机构对收到的行

政复议申请，应当认真进行审查，并在

规定期限内依法作出处理。对不符合

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

理的，应以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法

律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

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

复议机关提出；对于受理的行政复议案

件，要认真负责地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办

理，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
（六）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理财，避

免或减少行政纠纷。行政复议与行政

执法两项工作紧密相联，如果行政执法

水平不高，甚至违法行政，损害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就会引起行政纠纷，导致

行政复议和诉讼。只有依法行政意识

增强了，行政执法水平提高了，严格依

法行政、依法处罚，才能避免或者减少

行政复议和诉讼，维护行政机关的执法

形象。因此，各级财政部门的广大干部

要通过学习和贯彻实施《行政复议法》，

不断增强依法行政的自觉性，严格依法

行政、依法理财，在对当事人违反行政

管理秩序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要严

格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办事，认真履

行告知程序，该听证的要举行听证，处

罚决定要做到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

法规正确，并告知当事人提请行政复议

或诉讼的权利和途径，做到在实体上和

程序上都合法、正确，尽量避免或者减

少行政纠纷。要建立执法责任制，将执

法职责层层予以分解，落实到每一个执

法人员。对执法中出现的错误，应当建

立错案追究制度，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

责任。这样才能增强广大财政干部依

法行政的意识和责任感，把财政部门的

行政执法工作切实提高到一个新的水

平。
（作者单位：财政部条法司）

表、缝纫机、收音机）、80 年代千元级

的“新六件”（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

电冰箱、电风扇、照相机）、到 90 年代

万元级、十万元级的电脑、小汽车、商

品房，消费档次大大提高。目前，“老

四件”早已在农村普及，“新六件”在多

数城镇也已接近饱和，人们对万元级

商品的需求正处于资金积累和逐步增

加消费的阶段。

五、对外经济关系日趋密切，在世

界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增强

5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从

仅对原苏联和东欧等周边国家进行贸

易到逐步扩展为包括日本、欧盟、美国

等在内的 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过程。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世

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外贸易

总额由 1950 年的 11.3 亿美元增至

1998年的 3 239亿美元，增长 286倍，

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12.5%。进出口

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已由 1978

年的第 32位上升到第 11位，其中，出

口总额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排名居第

9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

贸易大国。外汇储备由改革开放之初

的 8.4 亿美元增加到 1998年的 1 450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出口商品结

构不断改善。1952 年，农副产品等初

级产品出口所占比重高达 83.4% ，

1998年，机电产品、轻纺产品等高附

加值的工业制成品比重高达 88.8% ，

初级产品的比重则下降为 11.2%。

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建国之

初，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

国利用外资渠道单一，规模小，主要依

靠前苏联向我国提供低息贷款。随着

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从 1978 年开

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利用外资

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不仅规模大、项目

多，而且形式多样。1978-1998年，我

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累计达 4 069亿

美元，外商投资在农业、工业、交通、饮

食娱乐业等部门兴办了一大批企业和

设施；外商投资还进入了邮电业、商品

零售业、金融保险业等领域。20 年间

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30多万个。
外商投资的平均规模由 80 年代初的

122万美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263万美

元。
新中国 5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

展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我们

也应该看到，在前进道路上还存在不

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

尽合理，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高；部

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多年积累

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部分群众生活

仍然比较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加大；生
态环境恶化的问题相当突出等。面对

这些困难和问题，只要我们高举邓小

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就一定能够把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推

向 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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