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滴

【读书 - 笔记】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温铁军

　　作者：x187117675

原文链接：https://ld246.com/article/1683122918802

来源网站：链滴

许可协议：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 (CC BY-SA 4.0)

https://ld246.com
https://ld246.com/member/x187117675
https://ld246.com/article/1683122918802
https://ld246.com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1. 

中国的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1.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1. 

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1. 核心观点：1997-1998年以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六次经济危机，其主因与一般
发工业化国家相同，都是内生性的资本短缺。

2.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工业化，一般都会因国内资本和技术短缺而陷入“外资依赖”，
主权债务主要是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形成的。

3. 一旦国际地缘格局变化下其外部投资援助中断，国内往往发生经济危机，并容易蔓延成
治危机、社会动乱、人道主义灾难，即陷入各种“发展陷阱”。

4. 中国的特殊经验，在于发生上述危机时，依托国内的城乡二元结构弱化经济周期波动而
农村转移危机成本，使工业化进程虽然减缓但没有中断。

2. 

从危机化解视角思考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2.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1. 

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
变 #苏联援助#

2. 

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经济危机#

● 起始时间：1958-1960

● 产生原因

● 中国坚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苏联需依中苏条约规定于1952年交回中长铁路和195
年交回旅顺军港、撤走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基地，苏联以“五年计划”方式提供的援华投资于1957年突
中断 #苏联#

● 发展过程

● 传导机制

● 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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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由苏联专家协助制定的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胎死腹中

● 放权后，中央财政占比下降到约20%，则以增发货币为手段加快积累

● 没有条件及时建立工业化“学习机制”，却忽然得到资源资本化权力的地方政府，唯
能参照的历史经验就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大规模投资期间的高增长和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动员，盲目
进工业化，造成有“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等恶果 #大跃进#，#大炼钢铁#

●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工业生产，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下滑

● 财政赤字，农产品严重短缺，还需以农产品和稀有矿产品来偿还苏联外债，生育率下
，新生儿死亡率增高，成人死亡率上升，俗称1960-1962“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

● 应对措施及效果

● 外交上通过谈判争取到数十个后续的投资项目

● 内部，在无预案的情况下，动员地方财政资金，勉强 维系以重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的
动

● 中央大规模下放了财权、计划管理权和企业管理权，号召地方大办“五小工业”

● 1961年开始，不得不修养生息，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生产自救，以弱化城市事
的巨大压力

● “农民退出”：允许小农村制的传统经济，从服务于国家产业资本的高度集体化经济
部分退出，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农业税占财政收入比例由8%上升到22%，财
形势随之好转。

● 其一，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面统治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意味
允许基本上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建立的生产队作为核算单位，从以乡为单位的集体经济中部分退出。

● 其二，农民可以在生产队（自然村）内搞“三自一包”，意味着允许家庭兼业化的
村户营经济从国家严格控制的集体经济中部分的退出。

3. 

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 起始时间：1968-1970

● 产生原因

● 中国处于外部全面封锁和周边地缘环境高度紧张的压力下

● 中国20世纪50年代建设的符合苏联重工业管理模式的政府部门体制，难以自觉地与主
依靠劳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方针一致起来，甚至具有反作用

● 国内经济建设方针几经争论，最后形成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的决策主张：一方面要克
困难，集中力量上核武器；另一方面，宁可遭受损失也得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
地，形成国家工业“大三线”、地方工业“小三线”的战备经济模式

● 1965-1975年（包括“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几乎拿出全部基本建设资金的
半用于“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这种建设只能时空间移动，并没有工业结构的调整，且有意布局分
，不易形成工业配套条件

● 因此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国家工业发展投入的成本显著增加，代价巨大，造成了更高
财政赤字，最终引爆危机。

● #三线建设#

1. 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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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4年，苏联在边界陈兵百万，并派兵进驻蒙古，一部分战屡导弹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
事设施，试图对我国正在搞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

2. 美国对中国实行紧缩包围圈政策，从1960-1964年和中国周边国家结成反华同盟

3. 60年代初，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要“反攻大陆”，派遣武装特务对东南沿海进行
击，企图建立“游击战走廊”

2. 中央决策

1. 要搞#原子弹#

2. 要搞三线建设：把中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使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
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原子弹也放到三线去搞。

3. 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为了应付来自苏联的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小三线”思
，要各省在推进国家的三线建设外，还要搞省内的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

3. 为“三线建设”提供的人财物支持

1. 产业配套：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如攀枝花钢铁厂

2. 用人方面：毛泽东曾选派彭德怀、聂荣臻及多位将军和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
钱三强、邓稼先等到三线地区搞建设。

3. 日常工作：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

4. 资金支持：1965-1975年，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建设；
965-1971总投资达340.8亿，还不包括各省搞小三线的资金。

4. 三线建设的成绩

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
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但地域上比较分散的工业体
。

5. 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

1. 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

2. 1973年中美在新的国际局势下战略接近时，中国的三线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从当
世界军事格局和技术水平来看，中国已经建成了打不垮、炸不烂、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后方基地，
工业片面集中于沿海城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

● 传导机制

● 主要影响

● 应对措施及效果

● 1968-1970年全国又有上千万知青下乡，除兵工厂和三线建设有少量招工之外，沿海
市工业经济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状态。这第二次财长赤字增加造成的城市危机还是靠向农村转嫁危机
价而得以实现“软着陆”的。

4. 

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20世纪7
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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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三：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 起始时间：1974-1976

● 产生原因：

●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中苏发生边境军事冲突，再次根本噶便了国际地缘战略格局，
泽东终于得以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于1972年开始恢复了与西方国家的外交
系。

● 中国在作出调整周边传统地缘关系的政治让步的条件下，才有了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
换、改变长期过重的经济结构的条件

● 通过70年代的这第二次对外引资，中国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开始了对重工业偏斜
工业结构大调整，试图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

● 与第一次苏联援建不同（苏联派来大批专家和技工从图纸到工具“手把手传帮带”）
转向西方后，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成本外，还得在上层建筑领域让官员们倍感痛苦的转变过
照搬苏联政府体制的思路，以自觉地适用现在照搬西方生产线的情况及其内生性的制度要求

● 1974年，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当时财政总规模约800亿，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
投资能力再次严重不足，国家工业化的第三次经济危机爆发

● 发展过程

● 传导机制

● 主要影响

● 毛泽东时代国家利用农村土地产权残缺而得以强势介入促成的农村“集体经济”，不
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的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未必能够维护农民利益，但却客观上在国家工业化原始
累时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以按人口数量有限分配且不可能产生“激励”机制的“大锅饭”分
方式为主要特点、带有小农村社制传统、以“内部化”特性来化解外部风险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农民
会主义”，接受并容纳了20年内三次总计约4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国的三农在这种重
发作的社会运动中，至少3次默默无闻地承载了集中于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造
的巨大代价。

●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任者无论谁遭到城市经济危机，都不能再像他那样三次向农村
去成千上万的城市失业群体，此后的城市经济危机一般都在城里“硬着陆”。

● 应对措施及效果

● 政府不得不再次以晚年毛泽东的威望动员数百万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
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

6. 

3.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1. 

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2. 

危机五：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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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
”

4. 

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4. 

1997和2008年中国2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及影响
1. 

现象归纳：60年4次引进外资各伴生2次危机
2. 

危机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3. 

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2008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
4. 

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2. 

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的简报和会议记录选辑
1. 

一个趋势，两种保守，三大战略——2011年春季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战
闭门会议综述

2. 

中国构筑战略回旋空间要靠两条腿“走出去”——2010年秋季宏观形势闭门研
会辑要

3. 

灰色经济、压力维稳与政治体制改革——2010年11月4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4. 

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2010年3月1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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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研究框架：

● 起始时间

● 产生原因

● 发展过程

● 传导机制

● 主要影响

● 应对措施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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