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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后，要把自己
装备起来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观察国际局势和根据国

家安全需要作出发展尖端事业的。早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德国、美国、英国和苏联

等世界强国相继展开了核武器及导弹研制。战

后美苏两国竞相研发导弹核武器，引发了现代

战争的革命性变革。掌握原子弹和导弹技术并

装备军队，成为世界大国争相发展的目标。

作为人民解放军三军统帅的毛泽东，对此

认识最为清晰深刻。早在 1951 年 5 月抗美援

朝战争正在进行之时，毛泽东就派总参谋长徐

向前去苏联洽谈购买武器装备，搞技术项目，

以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1955 年国庆大典，毛

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感慨万千地说 ：“这一事

实证明，中国人民已完成组织起来的任务，今

后的任务是如何把自己装备起来。”陈毅认为，

“此一概括甚为正确，工业农业的发展，社会

主义工业化，即解决装备之唯一途径。”新中

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军事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

的关注，正是为了装备中国人民，保卫中国人

民。从组织起来进而到装备起来，这既是形势

所迫，也是自身的发展需要。

党和国家领导人把目光投向了正在迅猛发

展中的尖端武器。据时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雷

英夫回忆 ：“1952 年在编写我国第一部军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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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五年军事计划纲要》时，军委和

总参曾考虑过我国研究试制原子导

弹、核潜艇等尖端武器技术问题。毛

主席、周总理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政治

战略问题，一个国家没有原子导弹等

尖端武器技术，人家就瞧不起。为此，

军委、总参在讨论军事计划时，都赞

成要搞原子导弹（当时叫火箭）等

尖端武器技术，但如何搞法，何时上

马，则须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

决定。”为此，周恩来曾专门写信给

竺可桢，介绍他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去

征求竺的意见。竺可桢谈了研究试制

尖端武器必须具备的条件。雷英夫来

访一事，在竺可桢日记中有所反映。

看来，新中国的导弹事业，也应

该从 1952 年讲起。1952 年 8 月 17

日～9月2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

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将第一个“一五”

计划《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

务》及《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

要》送交苏方讨论。9 月 16 日，周

恩来偕粟裕、刘亚楼、邱创成、王诤

等同布尔加宁进行军事会谈，研究解

决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一些

具体问题，涉及到发展尖端武器的设

想。讨论中提到中国要发展原子弹、

导弹问题，苏联没有同意。

在自己条件尚不具备、苏联人又

“没有同意”“不帮助”的情况下，新

中国发展尖端武器的最初的酝酿，便

悄无声息地停顿下来。几年后的1957

年 7月26日，在中国已经起动了原子

弹和导弹研制之际，彭德怀在军委会

议上说：“我们自己的火箭研究停了四

年，吃了亏，第二个五年计划再不能

放松研究了。”彭德怀的一番议论，是

目前我们在有关领导人的文献中所看

到的研制导弹动议的最早记录，也从

一个侧面印证了雷英夫的回忆。

彭德怀所谓“火箭研究停了四

年”，概指从 1952 年最初酝酿到 1956

年期间，有心起动，但条件尚不具

备，所以停了下来。这四年期间，当

是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在导弹武器研

发上取得长足进展，我周边形势更加

严峻之时。研制导弹武器的呐喊从未

停息，它代表的是一个大党，一个国

家和军队中枢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历

史性选择。

二、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
过这个问题

1955 年 1 月 15 日， 毛 泽 东 主

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

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

策。党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的决策

后，对发展导弹武器的探索也进入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1955 年 10 月，我

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安全回

国，成为高层作出发展导弹事业决策

的加速剂，中国的导弹事业呼之欲

出。

1955 年 11 月，钱学森赴东北参

观学习。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哈

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大将

会见钱学森时问 ：“中国能不能发展

导弹？”钱学森干脆地回答说 ：“为

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

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

矮一截？”陈赓说 ：“好，我就等你

这句话。”几乎与此同时，哈尔滨军

事工程学院的任新民教授等也在 12

月向中央军委提出发展导弹的建议。

1955 年 12 月 26 日，彭德怀在医

院接见了钱学森，同他讨论了发展导

弹问题，并且指示总参谋部负责装备

工作的万毅进一步与钱学森进行研

究。12 月 30 日，万毅向彭德怀、黄

克诚报告说：“12 月 27 日，我同钱学

森商谈过一次，据他说，以彭副主席

同他谈时所提打300至 500公里的要

求，在两年内可以由研究试制到工业

生产，但这解决了 20% 的问题；最重

要的飞行自动控制器的 80% 问题，如

无国外资料，自己从头开始，可能需

10 年，也许短些。钱学森还谈了国

内技术人才、机构设置和投资问题。

建议军委予以讨论，下决心开始这一

兵器的研究工作。”这是我军高级领

导人和战略科学家之间，就发展导弹

武器进行的一次成功互动，也是首次

较为深入的交流。钱学森的意见，为

以后的导弹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周恩来接见钱学森。

领袖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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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1 月 12 日，彭德怀同陈

赓接见苏联总顾问彼得鲁瑟夫斯基，

在谈论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情况

后说 ：“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意加快

我军现代化建设，现在我国工业发展

速度也加快了，我们打算研制火箭武

器，不知道苏联能不能向我们提供这

方面的图纸、资料。”这应该是有明

确记载的向苏联顾问透露中方研制

尖端武器的设想。

根据彭德怀的批示，总参谋部装

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在和钱学森详细

分析我国研制导弹武器的有利条件

与需要解决的问题后，以总参的名义

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研究与制造

火箭武器的报告》。1956 年 1 月 20

日，彭德怀主持第 57 次军委会议，讨

论了这个报告。

1956 年 2 月 16 日，周恩来会见

了钱学森，讨论了发展导弹相关问

题，并委托钱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

空工业意见书》。22 日，周恩来收到

17 日钱学森提交的《意见书》，阅后

即送毛泽东审阅。钱学森在《意见

书》中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

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实施步

骤。钱学森的《意见书》成为我国进

行导弹研究的重要步骤之一。

1956 年 3 月 6 日，彭德怀在军

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

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

专题讲了“必须积极着手研究中国尚

不能生产的新式武器（如核武器、导

弹和其他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

题”。这个报告，被称为“最早落实

到文字上的关于在中国研制导弹和

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3 月 15 日，毛

泽东听取了彭德怀汇报军委扩大会

议的情况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提出

会上关于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

的报告应当报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在 1957 年 11 月出访苏

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

议上，谈到中国人努力“要把中国变

成一个真正的大国”时说 ：“现在还

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

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

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

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

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

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

三、把工业底子打好，把导
弹搞起来

经过近四年的酝酿和筹备，1956

年春，中国导弹事业进入正式决策关

键时刻。

规划主要任务。1956 年 4 月 12

日，聂荣臻审改《关于 12 年内我国

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报告，

当日，中央军委办公厅以《关于 12

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

目的初步意见》为文件标题印发征求

意见。《意见》中涉及航空工业、电子

科学、热核子应用、海军装备等各个

方面的发展蓝图。这个《意见》，在

我军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中，首次将导

弹武器作为重要项目突出出来，表明

此时高层不仅有了发展决心，而且有

了较为具体的详细规划。

组建领导机构。1956 年 3 月 14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

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

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随后，聂

荣臻向周恩来并中央军委、中共中央

写报告，建议新成立的航委负责导弹

研究机构的组建，组织导弹研究与试

制工作，通盘协调导弹与航空工业的

研制、生产的方针、方向等问题。

4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讨论并批准周恩来提出的主抓原

子能建设和主管导弹事业的两个委

员会领导成员名单。导弹研究领导机

构的建立，为导弹事业奠定了组织基

础。

作出正式决策。1956年5月2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二

次讲《论十大关系》，特别强调了发展

尖端武器问题。毛泽东说 ：“国防不

可不有。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

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

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

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

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

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

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

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泽

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基本思想，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出访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期间，与苏共领导人会谈。

领袖风采



《
党
史
博
采
》│

2021

第12
期

◆18◆

是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听取中央三十

多个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经过中

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和统一认识后，由

毛泽东集中概括形成的”。看来，发

展导弹事业的决策，确实是“经过中

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和统一认识”的基

础作出的。

明确战略地位。1956 年 4 月 17

日下午，聂荣臻主持召开航空工业委

员会首次会议，研究了航委的方针、

任务及工作程序等问题。5 月 10 日，

正式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建立

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

告，标志着中央高层对导弹武器的认

识又进了一步，包括对国外发展动

态，相关技术进展，我国国防需求等

都有清醒认识。

正 式 宣 布 决 定。1956 年 5 月

26 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

议，讨论通过了聂荣臻提交的《建立

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报

告。《周恩来年谱》对这一次活动的

定位是：“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

国导弹武器的决定”。

批准发展方针。1956 年 10 月 8

日，国防部五院召开成立大会，会上

提出了五院的建院方针，“自力更生

为主、力争外援，尽可能利用资本主

义国家的科研成果。” 10 月 15 日，聂

荣臻向周恩来并彭德怀写报告，建议

批准“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

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

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

针”。 17 日，毛泽东阅周恩来转来

的报告后批：“照办。”至此，中国导

弹事业正式拉开大幕，中央批准的五

院建院方针，也成为中国导弹事业的

发展方针。

明确中心工作。1957 年研究制

订的《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10 年

（1958—1967）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军队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应以研究

制造中程导弹和防空导弹及其裂变

和聚变物质装料为中心，同时，根据

中国的地理条件，开展陆、海、空军

常规武器和战斗保障器材的科学研

究工作，改进军队现有的武器装备，

加强防护救治能力。

争得苏联支持。1957 年 9 月，毛

泽东批准聂荣臻率领以中国政府工

业代表团的名义到苏联进行谈判，经

过 35 天的努力，于 10 月 15 日签订

了中苏两国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

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

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

新技术协定》）。毛泽东亲自听取代表

团副团长宋任穷在谈判期间回国的

汇报，批准了这个援助协定。

启动导弹潜艇。1958 年 6 月 27

日，聂荣臻向彭德怀、周恩来并毛泽

东、中共中央递交报告说 ：“我国的

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

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

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在国防利用方

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

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

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

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

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周恩

来、邓小平、毛泽东、林彪、彭德怀

等先后作出指示、圈阅，中国研制导

弹核潜艇的报告，获得批准。

四、搞一点洲际导弹，我看
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8 年 5 月 27 日～ 7 月 22 日，

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及

其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四次谈到尖端

武器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尖端武器的

“十年功夫”畅想，也可以看作是预

期目标。

第一次是 6 月 21 日在全体会议

上的讲话。毛泽东指出 ：“现在又要

打原子战争，洲际导弹，我就不懂

了。”“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

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

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

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什么洲

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的。”这是毛泽东在我国经济技术还

不发达的 1958 年就提出用“十年功

夫”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尖端武器的预

期目标。

第二次是 6 月 23 日在各小组长

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我军的发展要

经过三个阶段，在讲了第一阶段是小

米加步枪，现在进入步枪加飞机大炮

阶段后，毛泽东说 ：“几年后还有新

发展，就是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军

事科学也是这佯，否定小米加步枪没

有道理。将来有了特种武器，也还应

有小米加步枪。”这是在谈要处理好

特种武器与常规武器的关系。强调的

是常规武器不可少，但老人家期望的

分明是“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的未

来发展前景。

第三次是 6 月 29 日在会议小组

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指出：我

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敌人使用

了核武器后，我们必须有“还手”之

力，还要把它打垮。这恐怕没有尖端

武器是做不到的吧。

第四次是 7 月 12 日在讨论军委

扩大会议问题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年谱》只记载了开会这件事，其他未

记。《彭德怀年谱》留下了珍贵记录：

7 月 13 日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

会议，黄克诚传达了 7 月 12 日毛泽

东的指示，其中有“积极防御战略

方针不变，把敌人打败之后打出去 ；

全军员额不再减少，要搞原子弹、海

军陆战队、空降兵”等相关内容。看

来，这次会议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

一个逻辑延续，毛泽东的讲话，显然

与前几次讲话精神一脉相承。

明确我们的对策。1959 年 12 月

4 日，在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对策问

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敌

领袖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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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

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

社会主义”的对策，毛泽东提出：“我

们怎么办？”他说 ：“周总理讲了三

条 ：一、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 ；二、

突破国防尖端；三、党的团结。这三

条提得很对，再加一条：四、建立技

术队伍。”我们注意到，“突破国防尖

端”成为对付帝国主义包围的重要举

措。

确立国防工业方针。1960 年 1

月 22 日 ~2 月 27 日，中央军委扩大

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传达了毛泽东

对大的战争、原子战争的两种可能分

析：一种是打不起来，一种是打得起

来。目前这两种可能主要的是打不起

来。然而，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

威胁就依然存在。根据毛泽东这一思

想，会议提出了“树立准备打全民战

争和现代战争（在原子导弹等大规模

杀伤武器条件下的战争）的思想”。

会议通过的《1960 年国防建设工作

纲要》，关于武器装备的发展，确立

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方针。

确定十年卫星上天目标。1960年

4 月 13 日，毛泽东召开会议提出 ：

“十年搞一亿吨钢，卫星上天。”毛泽

东为什么那么看重卫星上天？因为

发射卫星上天，需要运载火箭，而运

载火箭的基础便是导弹技术，发射卫

星的能力也意味着具有了原子弹的

远程投送能力。所以，卫星上天，即

意味着中国的导弹技术的飞跃。

五、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
工作，仍应抓紧进行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苏关

系的演变，1959 年 6 月始，中国尖端

事业的发展屡屡受到来自政治方面

的干扰，中苏关系完全破裂之后，国

防新技术协定难以顺利进行。但是，

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尖端

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功。

这期间的接连而来的两件事，

对中国尖端事业几乎造成灾难性打

击。第一件事是中断核武器援助。

1959 年 6 月 20 日苏共中央以苏联、

美国、英国正在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

的谈判为由，拒绝按协议规定时间向

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1959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决

定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

8 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第二件事是苏联召回全部在华

专家。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

照会中方，决定于 7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召回在华工作全部苏联专家。8

月 14 日，贺龙向中共中央、毛泽东

写了《关于在当前形势下国防工业建

设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批准

了这个报告，指出 ：“在国防尖端工

业方面和一切建设方面，都必须贯彻

执行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方针。”航

天人经过发奋努力，于 1960 年 9 月

10 日，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苏制 P-2

地对地导弹。11 月 5 日，又用国产

燃料成功发射第一枚国产地对地导

弹东风一号。从此，中国有自己的导

弹了！

在 1961 年到 1962 年期间，面对

来自苏联的压力、国内经济建设的调

整和严重自然灾害三大挑战，一时争

论四起，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

的国防尖端项目是“下马”还是“上

马”的问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面

对各种质疑，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

发展我国的尖端和导弹事业作出指

示。

聂荣臻梦寐以求。1961 年 7 月

12 日上午，聂荣臻在听取国防部五

院工作汇报时坦言：一定要突破导弹

技术。“我做梦都在想这个问题”。

1961 年 8 月 20 日，聂荣臻给毛泽

东报告指出 ：“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在

1958 年前还是空白，几年来，发展速

度是相当快的。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

试验已具有一定规模，集中和培养了

相当数量的技术干部，并已摸到若干

重大技术问题的关键，有些问题已进

入攻坚阶段；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

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是有条件的，

有信心的。”因此，“虽然遇到国民经

济暂时困难，这个方针和决心也不应

改变。” 

周恩来反复强调。1961 年 4 月 3

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

务的报告》时，再一次（下转 25 页）

◆聂荣臻在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基建工程峻工庆祝大会上讲话。

领袖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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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9 页）要求突破尖端技术。周

恩来在听取国防工业委员会北戴河

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 ：“尖端要有，

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

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帝国主

义就会使用。”在周恩来、聂荣臻等

同志的努力下，中央军委于 1961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第 31 次常委会议，决

定 ：“国防工业方面，科学研究着重

搞尖端，生产主要搞常规，基本建设

主要搞配套。尖端要搞，不能放松，

这不仅是个军事问题，而且是个政治

问题。”自此，两弹“下马上马”之

争基本平息，两弹攻关的任务得以坚

持下来了。

毛泽东一锤定音。1962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杨成武、许世

友汇报台湾蒋介石军队最近可能在

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和我们在军

事方面的各种准备工作情况，以及 6

月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年谱》记载这次毛泽东的指

示说 ：“关于军工生产，赞成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

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

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

松或下马。”最高领导人的果断拍板，

保证了中国尖端事业在国际国内重

重考验面前继续前进。

中国人民排除各种干扰，心无旁

骛，中国的导弹事业一路高歌，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继 1960 年 11 月

5 日成功发射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导弹

东风一号后，1964 年 6 月 29 日中国

人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首次发

射成功，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 年 10 月

27 日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全射

程试验成功，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

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

空。中国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

了国防尖端！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

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反映出中

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中国领导人的

坚强决心，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精

神。中国导弹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在

人民共和国创业征程中，留下了一笔

最为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

国共产党发展导弹事业的英明决策，

在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上，是值得

大书特书的灿烂篇章。■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中

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

京举行。在大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

委员。9 月 28 日，朱德在八届一中全

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8 日，第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举行。4 月 27 日，朱德在大会

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64 年 12 月 21 日至 1965 年 1

月 4 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1 月 3 日，朱

德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国

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举行。在大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委

员。4 月 28 日，朱德在九届一中全

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 月，

在“加强战备”的背景下，朱德被疏

散到广东从化。1970 年 7 月，从广

东回到北京。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中

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

京举行。在大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

委员。8 月 30 日，朱德在十届一中全

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

政治局常委。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第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举行。在大会上，朱德当选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76 年 7 月 6 日，朱德元帅在北

京病逝，享年九十岁。■

◆1959年4月，朱德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这是朱德、周恩来等在投票。

纪念朱德诞辰 135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