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社会科学 2017 /1

“毛泽东与社会主义建设”专题( 共三篇)

编者按: 习近平曾多次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

累了条件。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国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使中国成为

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并为改革开放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

件”，为中华民族走上繁荣富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本期选取的三篇文章

分别对毛泽东的国防尖端科技决策、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重要思想理论建

树、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宣传指导等方面进行了回顾与研究，以进一步加深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理解。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国防尖端科技

□ 李正华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在艰难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毛泽东和党中央高瞻远瞩，果断作出发展尖

端国防科技、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将发展尖端科技与国防建设相结合，坚持自力

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指导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培养聚集科技人才，推动了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

发展，为保证国家安全、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的国防尖端科技决策对我们

今天的国防建设工作仍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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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李正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9。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 年 10 月 27 日，导弹核试验成功。1970 年 4 月

24 日，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两弹一星”的成功研

制，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作出发展尖端科技决策取得的重要成果，是科学家

们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毛泽东指导制定科技发展

规划，注重培养科技人才，将发展尖端科技与国防

建设相结合，将“争取外援为辅”与“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为主”的科研方式相结合，推动了我国国防

尖端科技的发展。

一、打破常规，超前谋划核武器的

研发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深刻吸取中国近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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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从维护国家安全、提升中国

国际地位的战略目标出发，高度重视发展以核技术

为重点的 尖端科技，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打破常

规，超前谋划核武器的研发。
“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
毛泽东关于原子弹等核武器曾作过多次论述:

1946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

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

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

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

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

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

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

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

1955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在接受芬兰首任驻

中国大使递交国书时说:“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

中国 人 民”，“美 国 那 点 原 子 弹，消 灭 不 了 中 国

人”。［2］

1955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

议上指出:“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

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

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3］

1965 年 1 月 9 日，此时，我国原子弹已试爆成

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主席还是认

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毛泽东幽默地回答说:“我

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

要被 消 灭 的，那 时 就 变 成 纸 老 虎 了，它 没 有 了

嘛!”［4］

毛泽东在这些论述中阐明的中心意思是:第

一，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

器。强调人民的支持和人心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决

定性作用。第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即使掌

握了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也并不可怕，因此不要被

纸老虎所吓倒。第三，肯定原子弹、氢弹等是大规

模屠杀的武器，但也会有降它的东西。第四，对拥

有自己的原子弹甚至能“降”住原子弹的尖端武器，

充满坚定信心。第五，有“核”是为了无“核”。
毛泽东把原子弹比作“纸老虎”，充分反映出毛

泽东对帝国主义核武器威胁在战略上的藐视和对

依靠人民取得胜利的自信，显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

思想光辉。
原子弹“我们也可以搞一点”。
事实上，为了国家安全，打破美国的核讹诈，毛

泽东一直重视发展以原子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

技，积极酝酿中国核武器的研制。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着手谋划核武器的

研发。
早在 1950 年第一次访问前苏联时，毛泽东就

开始酝酿研制原子弹。毛泽东在莫斯科观看了前

苏联于 1949 年 8 月 29 日成功爆炸原子弹的纪录

片后，感慨地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 看来原

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

也可以搞一点嘛。”［5］
朝鲜战争中敌我武器装备悬

殊的严酷事实，更加增强了毛泽东“可以搞一点”原

子弹的决心，促使他考虑加快发展原子能和核武器

技术。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毛泽东坚信，帝国主

义有一条对我们的估计是失算的，就是中国现在的

潜在力量将来发挥出来是惊人的
［6］。

195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

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
他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 我的意见是中国也

要搞。此后，中国研制核武器提上议事日程。
1955 年 1 月，他听取李四光、钱三强等的汇报

时指出，原子能事业到了该抓的时候，“认真抓一

下，一定可以搞起来”［7］。随后，他在《论十大关

系》中说:“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

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

能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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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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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毛泽东又接受钱学森提出的发展航空

及火箭技术的建议，1958 年 5 月 17 日，他在八大二

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958 年 6
月 21 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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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

是完全可能的。”［9］

在国家经济水平低下、科技极端落后的情况

下，毛泽东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被威胁屈服，高瞻

远瞩地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彻底改变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才能避免挨

打。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

针。维护国家安全，加强国防力量，提升中国的国

际地位，是毛泽东决策部署研制“两弹一星”尖端科

技的根本目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即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的武力威胁。仅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就先后遭

受 4 次核打击威胁:第一次是朝鲜战争期间，第二

次是越南战争第一阶段期间，第三次是台湾海峡危

机期间，第四次是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这些威

胁，不但没有吓倒毛泽东，反而激起毛泽东克服万

难，尽快研制自己的核武器的决心。
毛泽东以敏锐的战略防御思维判断，中国要随

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掌握原子弹这样的

尖端武器才能维护国家安全。他指出，我们不先进

攻别人，但如果别人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就要

防御、反击。1950 年 9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分析朝鲜战局时明确提

出:“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

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

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

决定。”［10］

要消除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侵略，保卫祖国，维

护国家的安全，必须制造原子弹。1960 年 5 月 30
日，毛泽东会见拉丁美洲和非洲 14 个国家及地区

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时说:“美国有钱，有枪炮，有

原子弹。它说我们穷，没有钱，枪炮也少，也没有原

子弹，所以欺负我们。”［11］

1963 年 9 月，毛泽东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

(初稿)》时再次强调，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

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

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

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12］。我们要在今后几十年内，

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

义国家的状态，才能避免挨打。
1964 年 12 月，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

稿时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

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

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 国 建 设 成 为 一 个 社 会 主 义 的 现 代 化 的 强

国
［13］。

毛泽东意识到，没有尖端科技，在国际上不仅

会受威胁，被动挨打，而且没有发言权。1960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说:“国内工作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

我们要埋头苦干，把国内工作搞好。”［14］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保障了中国的安全，极

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使中国成为维护世

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在国际上挺直了腰杆，打开了

“说话算数”的局面。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曾说

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

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

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

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

志。”［15］1999 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我

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后，江泽民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及毛泽

东发展核武器的历史也认为:“如果没有当年毛主

席、周总理领导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搞出的原

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我们不会有今天这样安全

的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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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拼实力的。”［16］

二、统筹规划，突出重点; 自力更

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在国家经济、科技水平落后的情况下，要发展

尖端科技，研制“两弹一星”，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

点，必须在注重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的同

时，提高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科技的能力和

水平。这是毛泽东发展尖端科技战略战术思想的

重要内容之一。
核武器和尖端科技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依托。
发展尖端武器，是国防现化代的需要，必须要

有科技工业作为基础和支撑。随着世界科技的发

展，尖端科技成为影响国防战斗力的极为重要的因

素。毛泽东极为重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现代

化，从全局谋划尖端科技的发展和国防的现代化，

把依靠科技进步作为富国强兵之道，将国防现代化

与发展尖端科技相结合，适时作出常规武器与尖端

武器并举、重点发展尖端武器的战略决策。
1950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和

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

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 济 力 量，这 是 两 件 大

事。”［17］
国防军的强大，国防的现代化，必须以尖端

科技和核武器为依托。1954 年 10 月 18 日，毛泽东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军队距现

代化还相差很远，“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

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

点都不懂”［18］。毛泽东指出，国家落后，帝国主义

就会说“你有几颗原子弹”? 就会欺负我们。1955
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我们进入

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

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

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

历史的新时期。”［19］

毛泽东在 1959 年关于读前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建设原来要求是工

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

上国防现代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设想。他还

指出，在经济实力落后的状况下，要实现国防现代

化，要造出原子弹，“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

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

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

步”［20］。这实际上明确了以经济发展推动国防科

技事业发展，并以核武器等尖端科技为重点的方

针。这一部署，成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

重要指针。
“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
毛泽东多次指示，中国应该学习苏联所有的长

处，“一 切 我 们 用 得 着 的，统 统 应 该 虚 心 地 学

习”［21］，既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又要学习

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他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

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

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22］

1955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扩大

会议，决定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发展原子能科学研

究和工业建设。1957 年 10 月 15 日，中苏两国签订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

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前苏联向

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

帮中国建成了铀矿、核燃料棒工厂以及卫星研制基

地、核实验场等
［23］。在前苏联的援助下，中国于

1958 年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学习前

苏联科学技术，争取前苏联的援助，为中国“两弹一

星”的研发奠定了重要基础。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

展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指出:

“国防 军 的 装 备，必 须 向 着 生 产 自 给 的 方 向 努

力。”［24］1958 年 6 月，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

点报告的批评中指出，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

为辅
［25］。1959 年 6 月，中苏两党出现意识形态的

分歧。随后，前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

型、技术资料及有关原料。前苏联停止援助，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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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中国停止研制原子弹的脚步。同年 7 月，中共

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 8 年时间

搞出原子弹。”［26］ 1960 年 8 月，前苏联撤走了全部

在华技术专家，并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停止供应

原子能研究所需的设备和材料，极大地打击了刚刚

起步的中国核工业。然而，这反倒成为中国自主研

制“两弹一星”的历史性转折。毛泽东坚定地说:

“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

术，极好! 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27］
在坚

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在国

防尖端技术上开始了独立的长征。科学家们发扬

团结协作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水

平和创新能力，夜以继日地奋战，以最快的速度完

成了核武器的研制任务。正是由于坚持走自己的

路，自强不息，在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断绝援助

时，中国能够从容应对，迅速攻克难关，取得“两弹

一星”的巨大成就。
毛泽东发展尖端科技的战略思想，为中国国防

科技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核工业创建后，

不到 10 年时间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 2 年零 8 个月时间又试制成

功第一颗氢弹。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我国成功研

制中程及中远程运载火箭，1969 年又成功进行了地

下核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研制到发射仅

用了 5 年时间。“两弹一星”的超速研制成功，与毛

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的科技战略战术密切相关，也

凝聚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心血和智慧。

三、制定科技规划，培养科技人才

为了确保“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毛

泽东和中共中央将制定科技规划、培养科技人才置

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
一是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推动“两弹一星”的研

发。
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毛泽东发出“向科

学进军”、“向自然界开战”的号召，确定了“重点发

展，迎头赶上”的指导方针，适时地制定中长期科技

发展规划，其中包括核武器和卫星的研制计划。在

1956 年 1 月 25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要制定一个远大的科技发展规划，要在几十年内改

变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
在毛泽东的具体部署下，我国于 1956 年制定

了《1956 － 1967 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

要》，1963 年制定了《1963 － 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两弹一星”的研制是科技规划中的

重要内容。
1955 年，中共中央作出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

决定，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

员会，组建了导弹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1956 年

4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抽调干部和工人参

加原子能建设工作的通知》，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

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同年 12 月 20 日，

科学规划委员会呈报《1956 －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

远景规划纲要( 修正草案)》，将原子核物理、原子

核工程及同位素的应用，列为国家工业化、国防现

代化建设迫切需要的、关键性的问题之一。1958
年，国务院成立了以万毅为部长的国防部第五部，

负责领导特种部队的组建工作;成立了以聂荣臻为

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国防科

学技术研究工作。制定了发展火箭和卫星的计划。
8 月，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组织拟定人造卫星

发展规划，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

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

研究机构。这一系列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全面拉开

“两弹一星”研制工程的序幕。
二是抓紧培养科技人才，为“两弹一星”的研制

提供人才队伍保障。
科技人才是关系科技事业发展成败的决定性

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技人员不到 5 万

人，专业科研人员只有 650 多人，专门科研机构只

有 40 来个。为加快科技人才的培养，毛 泽 东 在

1953 年明确指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

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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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28］ 1956 年 1 月，毛

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搞技术革命，没有

科技人员不行”，“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

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

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29］ 1 月 25 日，毛泽东在

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和科技

文化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必须要有数量

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30］。9 月 10 日，毛泽

东在谈到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时指示，要

用三个五年计划，造就一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
［31］。

为培养科技人才，毛泽东、中共中央采取有力

措施，想方设法动员和争取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专

家回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积极争取留学生归

国。邓稼先、朱光亚等“两弹一星”功勋都是这一时

期归国参加祖国建设的。1956 年，中共中央要求

“在大约三年时间内把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可以回

国的留学生基本上争取回国，今年要求争取一千

人。争取这批留学生回国是一件重要而复杂的工

作，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这一

工作，大胆放手地开展这一工作。”［32］
钱学森、陈能

宽等人在此前后纷纷回国，为“两弹一星”贡献毕生

心血。
在我国科研设备和科研经费匮乏、科技整体水

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条

件下，科学家们克服重重困难，团结协作，无怨无悔

地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奉献一切，为“两弹一星”的成

功研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国防尖端科技取

得的成就，与毛泽东的谋划和指导密不可分。毛泽

东将发展尖端科技与国防建设相结合，坚持自力更

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指导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培

养聚集科技人才的战略决策，对今天的国防建设仍

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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