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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及其影响
谢 伟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对垒的国际环境、中国经济基础相当薄弱的现实困境、苏联社会

主义建设成就的榜样作用等多重因素，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使

新中国迅速走出了屡受战争破坏的阴霾，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而且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及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这种工业化道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轻工业发展滞后、农业投入

不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环境污染严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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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之所以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

业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道路，是因为复杂的国际环

境、薄弱的经济基础、苏联的榜样作用等诸多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学

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道路研究方面虽然取

得了不少成果，但主要侧重于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

以及中 共 中 央 领 导 人 对 工 业 化 道 路 的 探 索 等 方

面。①本文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苏联工业化道

路的主要缘由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试图从正反

两个方面就这种工业化道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

产生的影响进行归纳分析，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苏联

工业化道路的主要缘由

新中国成立初期，之所以选择苏联模式而不是

英美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美苏两大阵营对垒的国际环境
早在 1948 年 12 月 30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决

定:“如果中国地区直接或者间接地被共产党控制，

美国经济合作署立即停止向中国运送援助物资。”②

1950 年 2 月 20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题

为《经济防卫政策》的 NSC104 号文件，宣布对中国

实行全面禁运。文件规定: 禁止美国船只和飞机前

往中国的任何港口或机场; 拒绝为任何从事对华贸

易的外国船只和飞机添加燃料、食品和淡水; 禁止进

口任何中国生产的产品，严格检查美国向香港和澳

门等地区出口的物资，以防止这些物资转口到中国

大陆; 等等。③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于 1951 年操纵

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的禁运法案，正式对中国实

行封锁和禁运。1952 年又在由西方 14 国组成的巴

黎统筹委会员内设立中国委员会，将钢铁、工业母

机、化学药品、运输器材等 400 多种物资列入对中国

的禁运名单。美国的封锁和禁运阻断了中国同西方

交往的通道，使中国很难获得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技
术、设备、原材料和市场。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0 年

至 1953 年，由于美国实行封锁和禁运，给新中国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多达 5691 万美元。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逐步形成了以美苏两

个超级大国为首的冷战对峙局面。毛泽东认为，当

时中国“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

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

收稿日期: 2014－11－04
作者简介: 谢伟，男，哈尔滨学院思政部讲师，法学博士( 哈尔滨 150086)。

031



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⑤。为

此，1949 年 6 月 26 日至 8 月 14 日，以刘少奇为首的

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专门就中共建立

全国政权后准备实行的内外政策，征求斯大林和苏

共中央的意见，并求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在双方

会谈中，斯大林承诺将对新中国提供包括贷款和派

遣专家在内的全面帮助。中苏结盟后，美国放弃了

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并设法将中国与苏联分开的想

法，转而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使中国在国际上

受到空前孤立。“而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

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

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⑥为

了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苏联虽然愿意将工业化建

设的经验传授给中国，但“苏联的援助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

阵营一边”⑦。因此，中国工业化只能跟随苏联援助

的步伐，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
2．中国工业基础差、技术落后、受战争破坏严重
工业起点低，生产能力不足。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新式工业的生产总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十分

之一左右，其中重工业尤为孱弱，钢铁、煤、电三个工

业部门的生产总值约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五分之一左

右。钢铁工业缺少轧钢设备，机器工业生产能力不

足，电力、石油、酸碱、肥料等工业的生产能力还非常

有限，棉纺织业等轻工业在全国工业中所占比重较

大且经营比较分散，棉花、羊毛、木浆、橡胶、赤磷、氯
酸钾等原材料都需要进口。⑧

长时间战争的巨大破坏导致工业产值低下。
1949 年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与历史最高年

产量 相 比 均 有 不 同 程 度 下 降。如 生 铁 下 降 了

10．9%，钢锭下降了 15．8%，钢材下降了 17．8%，煤下

降了 44．5%，电力下降了 72．3%，水泥下降了30．9%，

纯碱下降了 62．9%，棉纱下降了 72．4%，棉布下降了

72．6%，纸张下降了 77．6%，食糖下降了39．6%。⑨

工业配套不合理，生产技术落后。中国工业生

产由于战乱和全国的割据状态很难形成合理的工业

体系。如钢铁工业的矿砂、生铁、炼钢、轧钢之间一

直未能实现生产的有效衔接。在工业生产中，能生

产机器设备的工业企业不足三分之一，机器制造业

长期萎靡不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 “现在我

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

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

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⑩由此

可见，长期滞后的重工业已经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

济快速发展的瓶颈。
3．苏联式工业化道路的榜样作用
苏联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相对适合当时中国的国

情。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主要是以轻工业为

先导，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进入重工业化阶

段，大概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工业化。
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与欧美国家的工业化模式不

同的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特征，工业化时间

比较短。从 1928 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1940 年，苏联仅用了 12 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国家

工业化。新中国成立之初，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

民迫切希望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在这

样一个工业十分落后的国家，选择欧美模式的工业

化道路，需要花费的时间显然过于漫长，况且在被封

锁禁运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并不具备走欧美式工业

化道路的外部条件。
苏联工业化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有

益的参照。苏联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

间就使其工业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基本实

现了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由理

想变成现实，并且经受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

考验。1950 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参观了许多工

厂和农场，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更

加坚定了中国走苏联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决

心。他认为: “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

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瑏瑡

“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

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瑏瑢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苏联的成

功经验对正在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

来说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朝鲜战场上中美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巨大差距，

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

要性和迫切性。1952 年 12 月，中共中央提出: “工

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

须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瑏瑣在实施第一

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引进了一整套苏联工业生产

方面的管理制度，其中的工业发展蓝图、计划指标的

设定、计划贯彻执行程序和工厂管理体制等，都是按

照斯大林模式的样板制定的。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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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苏联工业化道路

的积极影响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

化道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综

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举全国

之力进行重点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 3 年时

间里，“重工业一直是工业投资的重点。特别是后

两年，重工业投资占到了 70%以上，轻工业投资在

20%以上”瑏瑥。而投资建设的重点区域是东北地区。
1950 年，仅国家在东北的投资就占全国投资总额的

51．66%。其中，用于东北工业的投资占国家在东北

投资总额的 64．7%，用于重工业的投资又占东北工

业投资总额的 57．9%。瑏瑦东北地区生产的主要工业

品产量在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钢 52． 9%、生铁 34． 9%、钢材 55． 3%、铜 33． 7%、铝

93．8%、发电量 38．7%、原煤 25．4%、水泥 33．9%、冶

金设备 22．9%、矿山设备 40．7%、发电设备60．6%、金
属切削机床 23．2%、载重汽车 87．0%、机车 47．4%、
货车 51．6%、动力机械 25．0%。瑏瑧“一五”期间，国家

重点投资建设项目达到 1 万多个，其中限额以上就

有 921 个，到 1957 年年底，全部建成投产的就有 428
个，部分建成投产的达 109 个。瑏瑨正是这些工业项目

撑起了中国工业的基本框架，许多以前比较薄弱或

者还是空白的工业部门，如汽车、飞机、矿山机械设

备、精密仪器、重型机械等都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

破，虽然在某些方面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

较大差距，但毕竟为新中国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2．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前，重工业相当落后，其产值在工

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严重偏低。机械工业不仅数量

小而且技术含量低，基本上是一些机械修配工业企

业。如 1936 年，机械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8．8%。其中，机械制造工业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2．2%。瑏瑩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工业结构畸形发展的

局面，国家将冶金和机械工业作为重工业建设的重

点。“一五”期间，仅开工建设的机械工业大中型项

目就有 111 个，同期建成投产的有 53 个。到 1957
年年底，中国有了生产载重汽车、高炉、平炉、焦炉设

备、汽轮发电设备、拖拉机、精密仪表、石油机械和电

讯设备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制造工业体系，机械设备

的自给能力从新中国成立前的 20%左右提高到了

60%以上。瑐瑠到 1959 年，中国已经能冶炼 500 多个

钢种，轧制 6000 多种不同规格的钢材，不但能生产

重轨，而且能生产满足修建长江大桥所需要的钢梁

和万吨巨轮所需要的钢板。瑐瑡苏联援助的 156 个工

业项目大部分竣工投产后，中国基本建立了门类比

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已经能够独立生产机械、钢铁、
化工等技术复杂的重工业产品和设备，基本改变了

重工业产品及设备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初步实现

了工业生产的独立自主。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已经

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这无疑与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

业化道路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
3．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事业的物质基础
重工业不仅对国民经济具有引导作用，而且还

增加了国家的物质积累。苏联援建的 156 个工业项

目几乎都是重工业项目，这些工业企业为其他新建

企业提供了设备、资金和人才，加速了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速度。以鞍钢为例，到 1959 年，鞍钢仅支援全

国的钢材就有 1200 万吨; 先后抽调 2．1 万多名干

部、技术人员和 6 万多名技术工人，为全国 27 个省、
市和自治区的 300 多个单位培养了 7 万多名干部、
技术工人和实习生。瑐瑢沈阳市国有机械工业企业在

1958 年为钢铁、电力和交通行业生产的产品有高

炉、炼钢炉、轧钢机、发电设备、汽车、机车等 20 多

种。其中，拥有中小型高炉设备 400 多套，炼钢设备

80 多套，轧钢设备 15 套。瑐瑣经过国家大力扶持和重

点建设，重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持续

攀升。如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从

1957 年到 1959 年这三年分别达到 66．1%、72．7%、
70．8%。瑐瑤到 1959 年，东北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值相较

1949 年均获得较大幅度增长。其中，电力工业部门

增长 11．2 倍，燃料工业部门增长 11．8 倍，钢铁工业

部门增长 54．1 倍，有色金属工业部门增长 47．8 倍，

机械制造工业部门增长 48．6 倍，化学工业部门增长

91．1 倍。瑐瑥

4．初步实现了生产管理的现代化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

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

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瑐瑦苏联专家不仅帮助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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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成套的条例规章制度，而且亲自教工作人员

填写表格、计算生产总值以及审定技术经济定额

等。瑐瑧经济核算制度的实行，不仅有助于资金的灵活

调剂，而且有助于确保生产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

还引进和翻译了苏联的国家标准和专业标准，参照

苏联产品设计图纸和制造工艺，实行标准化生产。
如沈阳风动工具厂在产品规格和要求、工艺过程、生
产组织和管理，甚至连工具的保管和设备的维护等

方面，都是按照苏联企业的最新标准来规定的。瑐瑨在

中共中央的大力倡导下，一些企业及时纠正了不重

视学习苏联经验，“以致影响产品质量，达不到苏式

化标准的现象”瑐瑩。有的地方甚至还将学习苏联工

业管理制度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学习苏联是中

国工业化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如果不好好学习，就有

在方向道路问题上犯错误的危险”瑑瑠。

三、选择苏联工业化道路对新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苏联工业化道路的选择虽然促进了中国重工业

的快速发展，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副作

用也相当明显，综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工业的畸形发展挤占了轻工业发展的空间
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将工业建设资金主要

投向了重工业部门。“一五”期间的重工业与轻工

业的投资比为 5．7: 1。瑑瑡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

比重不断上升，轻工业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不

断下降。据统计，从 1952 年到 1957 年，重工业投资

比重由 37．3%上升到 45%，而轻工业投资比重则由

62．7%下降到 55%。瑑瑢这种变化在东北地区尤为突

出。早在“一五”时期，东北的重工业投资在东北工

业总投资中的比重就不断攀升。到 1959 年，东北地

区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比重已由 1952 年

的 53．5%上升至 70．8%，瑑瑣由于长期实行高积累、低
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将积累的大量剩余资金

投入到重工业建设中，致使轻工业发展相对缓慢。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对重工业的过度投资必然挤

占对轻工业的投入，这就严重制约了以生产消费品

为主的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像东北这样的重工业基

地，在支援国家大量煤炭、钢铁和机器设备的同时，

每年还要从全国其他地区调运大量轻工业产品。轻

工业的落后以及消费品生产的不足使工人在提供给

国家大量工业机器设备的同时，其生活水平的提高

幅度却相当有限。
2．优先发展重工业迟滞了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夕，由于长期

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加上工农产品价格上的剪

刀差，使农业长期处于被剥夺状态，广大农民为国家

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年底，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多达

4881 亿元，而 1952 到 1978 年中国工业投资总额只

有 3679．6 亿元。瑑瑤同一时期，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户
籍制、公社组织体制等一系列措施，从农村汲取的资

源折合人民币多达 7000 亿元。瑑瑥总体而言，重工业

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比轻工业部门要少得多，优先

发展重工业自然不利于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
据统计分析，投资轻工业的每亿元资金能容纳劳动

力 1．6 万人，而投资重工业的每亿元资金只能容纳

劳动力 5000 人。瑑瑦与此同时，由于粮食增产赶不上

城市人口的增加，造成城市粮食供应紧张。从新中

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国家对农村迁往城市的人

口实行相当严格的户口限制政策，大量农业人口被

牢牢地固着在土地上。农村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

而从 1949 年的 4．8 亿增加到 1979 年的 7．9 亿，农业

劳动力从 1949 年的 1．65 亿增加到 1979 年的3．06
亿。瑑瑧按照国际惯例，工业化进入到一定阶段，农村

人口将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数量将相应减少。然

而，由于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不能像轻工业那样吸纳

足够的农业人口就业，导致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农

民生活长期无法得到改善。
3．一些资源消耗型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环境

污染严重
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使大量资源被迅速消

耗，而且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以东北为例，优

先发展重工业使东北的资源消耗加剧。1957 年，东

北生产原煤 4316 万吨。其中，抚顺、鸡西、阜新、鹤

岗等煤矿的年产量都在 590 万吨以上，本溪、辽源、
北票、通化、蛟河、双鸭山等煤矿的年产量也在 100
万吨以上。瑑瑨苏联先进技术的运用加快了煤炭、铁矿

石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到 20 世纪 90 年

代，东北地区大部分资源已经濒临枯竭，煤炭、水、有
色金属等资源储量都不同程度的处于萎缩状态。与

此同时，工业废弃物、废水、废气的排放不仅污染了

周边环境，而且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

害。仅本溪钢铁厂每年直接排入太子河的钢渣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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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万吨，粉煤灰 30 多万吨，河床被逐年抬高达 1
米以上，严重影响了该河道的泄洪能力; 大连每年填

入海里的固体废弃物达 150 万吨，海域被蚕蚀 250
万平方米，海滩浅水区被抬高达 1 米以上，给航运带

来不便。瑑瑩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苏联模

式的工业化道路所带来的后遗症之一。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选择的苏联模

式的工业化道路，虽然在短时期内对新中国国民经

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也给

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苏联模式的工

业化发展道路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其经验教训仍

然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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