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是父亲孙执中
（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
员） 诞辰一百周年，我们
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 1979 年前后父亲发
表在 《世界经济调研》 的
几篇文章，当我们看到父
亲的文章是直接呈报中央
政治局、国务院、人大常
委会、中央军委、中宣部
等国家机关的相关负责人
时，真的很震惊！

我们知道父亲为翻译日
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
骄傲，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
成果，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
荣誉。父亲的研究生侯珺然
教授写下这篇文章，从经济
学的角度阐述日本《国民收
入倍增计划》及系列研究文
章，回忆了父亲为我国制定
翻两番的宏观经济计划提供
了政策上的参考。

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
之灵。

孙华 孙青 孙园 孙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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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背后的故事
——纪念孙执中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侯珺然

本报讯 （记者 付裕） 由中国
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边疆考古论
坛日前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边疆考古及相关研究领域专家学者
线上线下“云”聚一堂，在两天会
期内进行46场学术报告，研讨典型
边疆考古遗址最新发掘研究成果和
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
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表示，日新
月异的考古成果缤纷不断、异彩纷
呈，显示出边疆考古在中国考古乃至
世界考古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他希
望边疆考古人善用问题导向，不忘学
科建设，在边疆考古的实践中积累、
总结、升华学科应用、方法与理论，
夯实边疆考古学越来越具有光明前景
的根基。同时，也希望未来的边疆考
古与内地考古更多交流、更多互动，
共同促进、繁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一同迈入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
代”。此外，由于中国边疆考古论坛

越来越成规模，影响也越来越大，有
鉴于此，希望能够将研究和发现予以
系统记录，建议出版 《中国边疆考古

论坛文集》。
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

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坚表

示，2021 年是中国考古学经历百年
辉煌的庆典之年，100 年来，中国边
疆地区的考古学同样成果斐然。他认
为，不仅要充分认识边疆考古的特殊
性和重要性，继续推动边疆考古研
究，同时，考古学者需要拓展国际视
野，树立国际眼光，立足边疆地区的
区位优势，深入推动丝绸之路研究，
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此外，要加快
推进边疆地区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发
表，推出综合性、高水平的研究成
果；整合全国各地以边疆考古为主的
研究力量，推动边疆考古工作不断发
展和进步；同时，要充分发挥考古学
研究透物见人的优势，为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
考古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
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在此次第三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会
议当中，与会学者分别就2021年武威
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收获、金上京皇
城东门址考古发掘、东团山遗址考古发
掘收获、盖州市青石岭山城2021年考
古发掘、丝绸之路青海道考古发现与研
究、喀什汗诺依遗址考古的初步认识、
渤海贞孝公主墓研究、松嫩平原地区
10-14世纪大型城址的分期及相关历
史地理问题研究等相关边疆考古学问题
展开研究和讨论。

第三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聚焦最新发掘研究成果

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海宇攸同
—— 广 州 秦 汉 考 古 成 果 展 ” 中 ，
1983年出土于象岗南越王墓、收藏
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蕃禺”铜
鼎，颇为引人关注。

此鼎通高 21cm，腹径 21.5cm。
形态作盖器相合，圆底扁圆球形，盖
上有钮。三足为较直的矮蹄足。设两
长方形立耳。器素面无纹，器盖上刻

铭文“蕃禺，少内”4字；腹部外壁刻
铭文“蕃禺，少内，容二斗二升”9
字，合计共有铭文13字。

“蕃”与“番”互通，秦军统一岭南
后，设立了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以番
禺为南海郡治，也就是现在的广州，这
是广州建城的开始。

“少内”是秦代时设置的官职名，
主要负责掌管财货，汉代沿用。

“蕃禺”铜鼎

教学育人与科研咨政

孙执中先生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两
件事：教学育人与科研咨政。他 85
岁时仍著书立说，尤其是对日本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的翻译与研
究，对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我
国从 1981 年到 2000 年全国工农业
年总产值翻两番 （十三大用国民生
产总值取代工农业总产值），提供了
有价值的参考。

1956 年，日本完成了战后经济
恢复，同时也陷入了低工资、低产
业构成和高外贸依存度的发展困
境，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速度放
缓、内需不足、收入差距悬殊、地
区间及企业间发展不平衡，社会矛
盾也非常突出。为摆脱困境，池田
勇人内阁制定并实施了 《国民收入
倍增计划》（1961-1970 年度），这
是日本影响最大的综合性长期经济
计划，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
高国民生活水准和实现充分就业。
为此，必须极大限度地谋求经济的
稳定增长。从实施效果看，“倍增计
划”成就卓著。即：经过十年努
力，超额完成了各项经济指标，实
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统一，
使日本成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前
列。如国民经济年增长率，原计划
指标为7.2%，实际是10.9%，工矿业
年增长率原计划指标为10.5%，实际
是13.8%。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
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上世纪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

初的中国，百废待兴，正在编制长期发
展计划，亟须学习外国经验，而国内之
前没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计划方面
的完整翻译资料。1979年春天，他在
日本研究所资料室看到了《国民收入倍
增计划》的日文原版书，敏锐地意识到
该计划对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巨大参
考价值，因为日本不仅与我们同为亚洲
国家，而且起点也较低。战后日本的经

济奇迹为中国展现了一幅美好前景。但
并不是大家都有共识。

据郭士信教授 （1966 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日语专业，1990年代曾任河北
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回忆，当时她对
翻译这本书心里有些忐忑：这样的书有
谁会看呢？孙执中先生却很坚定：只要
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我们就一定要做
而且要做好。他认为“倍增计划”具有
可操作性，其性质、目标以及政府的作
用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如“倍增计
划”中政府的作用，是为了创造能充分
发挥民间企业活力的条件，具体作用
有：充实社会资本；用教育训练等措施
提高人的能力，振兴科学技术；充实社
会保障与提高社会福利；引导民间产
业。即政府不直接插手到民间企业内
部，而是提供企业得以顺利展开活动的
环境[参见 （日） 经济企划厅编《国民
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 年度），
孙执中、郭士信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24、25页]。

孙执中先生和郭士信教授用几个月
的时间完成了此书的翻译，后由资料室
的王艳平老师负责打字，王老师回忆
说，当时为了加快速度，孙先生坐在她
旁边，念一句，她打一句，有错及时纠
正，连校对也一并完成；最后在清苑县
装订成册，封面是黑底金字，一本杂志
模样的硬壳书。

这本油印小册子，当即受到时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洪同志的重视，

力主将“倍增计划”译文呈送中央书记
处。据孙执中先生的手稿记述：“马洪
同志向党中央推荐了此项成果，及时为
国家制定20年翻两番的长远规划提供
了参考资料”。孙执中先生在《日本经
济研究工作的回顾——结合中国实际研
究日本经济》中描述，“当时马洪同志
极关心这项工作的进程，看到译书后，
即嘱我们速呈送中央书记处和小平同
志 ”（ 《日 本 问 题 研 究 2001 年 1
期》）。1979年秋天，郭士信老师将9
份油印本（书记处要7本）送到北京有
关部门转交中央书记处。

同时，孙执中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的
胡企林副总编联系出版事宜，1980年3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第1次印刷
了5400本。胡企林先生也是西南联大
毕业，他亲力亲为，对译文进行了仔细
的修改和润色，为 《国民收入倍增计
划》的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汪道
涵同志看到此书，极为重视，1982年
11 月在上海市印刷四厂增印 1.7 万
册，供上海市有关部门干部学习和参
考。孙执中先生曾多次自豪地和我们后
来的学生畅谈此事，可惜当时我们没有
追问细节。

深入的研究

翻译日本的 《国民收入倍增计
划》 之后，孙执中先生又以一种近乎
疯狂的热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979 年 11
月 22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世界经济研究报告》上发表了《日本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日本经济发展
的几个问题》。1980 年 1 月 28 日在
《世界经济调研》 发表 《日本<国民收
入倍增计划>的编制方法和可供借鉴的
主要经验》。1980 年 2 月 28 日在 《世
界经济调研》 发表 《战后日本高速发
展时期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1983
年 2 月 1 日在 《世界经济调研》 发表
《从日本“倍增”计划实现的条件看
我国经济翻两番的途径》，还有几篇
文章发表在《世界经济》《日本问题研
究》等杂志。

这些研究的内容涉及日本国民收
入倍增计划的实施背景、性质和作
用、重点解决的课题、实现条件、值
得借鉴的主要经验等，他剖析了“倍
增计划”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私人企业的“诱导”性质，指出日本
政府利用投资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
政策等手段，通过普及教育以提高劳
动者素质，通过增加政府开支以扩大
公共事业投资和提高社会福利等政策
措施，到1970年超额完成了“倍增计
划”。上述措施也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
发展的成功经验。

此外，孙执中先生还论证了我国
20世纪末经济翻两番政策的可能性及
其途径，重点分析了翻两番的资金条
件、能源、技术和教育问题，具有很强
的可操作性，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
定提供了参考。

孙执中先生是一个有信念的人，数
十年如一日，坚守“总是要为国家做些
事情”的信念，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
不断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六十余
载教书育人鞠躬尽瘁，赤子情怀学术报
国硕果丰硕。

（本文作者系河北大学教授）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邮票上的中共一大
孙冰

纪88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纪念邮票 （1961年发行）

2001-11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纪念邮票“邓恩铭”“何叔衡”“王烬
美”，J123《董必武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后转移至嘉兴南湖的红船上继续召开。中
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有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
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
烬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和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
周佛海。

1961年，中国邮政发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纪念邮票，票面为中共
一大会址。 （作者单位为中国集邮有限公司）

1983 年出土于象岗南越王墓，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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