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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本課程計劃將中國經濟分為兩個部分說明，第一部分討論由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

國建國，至 1978 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前為止。在此段期間中國

基本上是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體系，我們將在此分析中國的黨國政治經濟體系，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決策與中國國務院在經濟發展上的角色，中央計劃指令經濟

之運行原理，中國計劃經濟的特色與農業集體化之過程。第二部分則由改革、開放

的 1978 年開始討論，以中國經濟發展而言，1978 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最大的

轉捩點，也是分水嶺，在此之後，中國開始步入改革、開放的道路，其改革包括

了農村體制改革、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第一部分 1978年以前，計劃經濟下的中國大陸經濟

一、中國經濟課程介紹：中國經濟課程概論

1. 過渡時期的經濟任務：

(1) 提高農業生產力。

(2) 在不影響農民生產誘因的情況下，抽取農業剩餘。

(3) 建立能夠靈活變動的經濟體系，使資源使用效率達到極大。

2. 中國解決上述三大任務的方法：

(1) 從土地改革到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的誕生。

(2) 從統購、統銷、控制工資總額到國營企業利潤上繳。

(3) 以計畫經濟取代市場經濟。

3. 計畫經濟產生之背景

馬克斯的資本論、列寧革命、戰時經濟體制、優先發展重工業策略違反了中國的

比較利益，所導致的以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

4. 研究中國經濟的幾種角度

(1) 歷史的角度～不同時期，中國經濟運作機制的特色。

(2) 政治體制的角度～黨國體制（Party state）之特色，及其在經濟發展的作用。

(3) 經濟運行的角度～利用線型圖（Linear graph）來探討計劃經濟之運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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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域的角度～地域在中央與地方關係所起的作用。

二、  1978      年以前中國大陸農業制度的變化  

1. 中國傳統農村的租佃制度

2. 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與農業集體化之根源

3. 中國大陸農業集體化之制度分析

三、中國抽取農業剩餘的獨特模式

1. 不公平的交易條件（Terms of Trade）剝削農民～低價統購農產品。

2. 向城市居民低價統銷農產品，保障基本生活。

3. 壓低工資水準，剝削工人。

4. 國營企業累積超額利潤。

5. 利潤上繳，成為國家主要財政來源。

6. 實證分析之結果。

7. 中國經濟發展之特點。

四、資源分派與經濟效率

1. 資本主義之資源分派理論

2. 資本主義制度下私有制與經濟效率

五、從政治結構探索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基礎～黨國體制。

1. 中國共產黨在經濟發展扮演的角色～統一社會情緒、製造革命道德，以取代物

質誘因。

2. 中國共產黨之組織、決策規律。

3. 中國國務院在經濟發展上扮演之角色：

(a) 經濟計劃之擬訂：國家計委及經委之角色。

(b) 資源的分派：各部、委取代了資本主義中之市場。

(c) 企業之管理：全民所有制下，代表人民管理全國之全民所有制企業。

(d) 政府職能：外交、司法、軍事、教育、公共建設…等。

4. 黨國體制下之經濟發展與資本主義之比較。

六、中國的中央計劃指令經濟之運行原理

1. 經濟計劃的編製單位：國家計委負責五年計劃之編制；國家經委負責一年期經

濟計劃之編制。

2. 真實物質平衡表（ＲＭＢ）與貨幣平衡表（ＭＢ）。

(a) 真實物質平衡表與貨幣平衡表的關係。

(b) 真實物質平衡表的編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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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貨幣平衡表的編製方法。

七、中國的中央計劃指令經濟之運行原理

1. 計劃經濟指標之產生及其意義。

2. 央計劃指令經濟對服務業之處理。

3. 中央計劃指令經濟與市場經濟統計指標之比較。

4. 利用線型圖（Liner graph）分析中央計劃指令經濟之運行原理。

八、中國經濟計劃的簡化與分割

1. 計劃經濟運行之三個重要假設。

(a) 資訊充分且免費。

(b) 計委具有完全之資料搜尋與計算能力。

(c) 計委對計劃期間之各種突發狀況具有完全之預測能力。

2. 經濟計劃的簡化與分割。

(a) 資訊不完整，以及預測與計算能力之限制，導致計劃之分割與簡化。

(b) 區域（塊塊）與部門（條條）計劃的形成。

九、各時期中國的經濟計劃及其特色

1. 從市場機能角度，看中國經濟計劃與國務院科層組織的關係。

2. 中國國民經濟計劃體制的形成過程。

3. 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形成。

十、中國的產權關係

1. 使用線型圖（Linear graph）及平衡表（Balanced Table）的概念來分析產權關係。

(a) 產權與使用權之分離：形成社會儲蓄者與經營者的專業分工。

(b) 產權的分割：使產權具體化、票證化而得以買賣，形成對經營者的監督。

2. 不同社會制度下之產權關係

(a) 原始資本主義社會：產權與使用權不分離，只有產權之分割。

(b) 中央計劃指令經濟：產權與使用權分離，但產權不分割。

(c)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產權與使用權分離，且產權分割。

3. 社會信用結構（ＮＡＳ）

十一、中國的投資計劃

1. 資本主義投資計劃之形成

(a) 有經驗的企業家準備投資計劃。

(b) 金融市場對全社會投資計劃做理性之篩選。

(c) 股票市場做事後之監督。

2. 中國的投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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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條條，塊塊負責人準備投資計劃。

(c) 國家計委做事前之篩選。

(d) 國家經委做事後之監督。

第二部分 1978年以後，改革與開放

十二、中國經濟改革架構－農村經濟改革

1. 農村改革之措施

(a) 生產方式的改革：小農生產制度的恢復，各種生產責任制之實施。

(b) 農產品市場的恢復。

(c) 農村剩餘勞動力之出現及勞動市場的恢復。

2. 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之影響。

十三、中國經濟改革架構─城市市場機能的恢復與其他方面的改革

1. 城市經濟改革措施

(a) 市場機能的恢復。

(b) 所有制的改革。

(c) 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

(d) 法制化的建立。

2. 城市經濟改革衍生之結果

(a) 服務業之發展。

(b) 信用結構的恢復。

(c) 會計制度的改革。

3. 經濟改革與民主化之關係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