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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扩大了红军近万人，筹措了抗日经

费，在晋西广大农村建立了革命政权，

使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深

入人心。1月底，他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

会议并作了报告，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

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2月5日

毛泽东住在清涧县袁家沟，这里东距黄

河20华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河流交

错。1936年初，陕北普降瑞雪，足有2尺多

厚。2月6日，再次飘洒了一场大雪，皑皑

白雪把袁家沟装扮的分外妖娆，毛泽东

心情非常愉快，2月7日深夜，即兴写下了

诗词一首——《沁园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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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沁园春·雪》者有之，曲解、丑诋

者也有之，革命文人、进步文人与反动文

人之间围绕着《沁园春·雪》在报纸上展

开了一场文枪笔战，形成了一场风波。国

民党反动势力非常恼火，可又无可奈何。

这首诗词公布于众，扩大了毛泽东及共产

党的影响力，使广大民众认识到毛泽东

是一个即有武功又能文治的人才，使得

社会知名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表示支持和理解。民族复兴有望，人心

所向，众望所归。人们从《沁园春·雪》

中看到的“北国风光”，不仅是陕北的雪

景，更是陕北延安的人才汇集，未来中

国新希望之所在，也只有这样的“风流人

物”，才能成为未来中国的脊梁。

《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长征到

达延安后，党中央在陕北召开了瓦窑堡会

议，会议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

化，讨论并决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

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

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能力。”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克服了“左”

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统一

了全党思想。为了更好地巩固苏区根据

地，“猛烈扩大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

战的力量”，毛泽东等组织了“东征部队”

开通抗日前进道路。这次历时70多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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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与“一五”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

内局势均很严峻。国际上，是尖锐对立的

冷战局面。美国对华采取极端敌视的政

策；在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

围，政治上颠覆。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

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边抗美援朝，

边恢复经济。1952年间，周恩来便着手主

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第一

个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

分，主要是对全国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

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

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实

践证明“一五”计划的实施对百废待兴的

中国工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以

后中国“二五”计划、“三五”计划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自领任务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作出了“三年时间准备，十年计划

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责成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

委）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经周恩来

提议，会议决定由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

交部部长周恩来、陈云（副总理兼中财

委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中财委副

主任）、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宋劭文

（中财委秘书长兼计划局局长）共6人

组成领导小组，领导编制发展国民经济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与编制领导小组加紧研究制订

“一五”计划方案。到1952年6月，中财委汇

总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

标，勾画出了中国有史以来开展有计划的

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幅宏伟建设蓝图

草案——《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

案）》。

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长期计划的编制工

作是不可能的，只能一面进行建设，一面编

制，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重要

特点。周恩来深深感到时间已十分紧迫，他

需要集中力量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研

究五年建设的任务，以便向中央提出全盘

性的建议，并准备同苏联会谈。争取苏联

对我国建设的援助，是中央的一个重要战

略决策。　

为了保证这次访苏的圆满成功，从

1952年3月起，周恩来便着手进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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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的签字仪式在莫斯科克里
姆林宫举行。图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文文本

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主要是寻求苏

联政府的经济援助。希望苏联政府协助解

决地质勘探、工业设计、工矿装备、器材定

货、技术援助(包括专家、留学生、实习生、

蓝图等)，并争取中国五年计划装备订货中

的货款差额由苏联政府贷款。斯大林对

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来访高度重视。

在一个月时间内，先后2次同周恩来率领的

中国代表团会谈。周恩来全面介绍了中国

国内情况，着重介绍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

划设想，主要内容是：（一）中国的经济状

况；（二）五年建设的方针；（三）五年建设

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

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斯大林

对周恩来的全面介绍给予了积极的反应，

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订计

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

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

国帮助建设。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中

国政府代表团同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

扬等组成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进行了广泛深

入的商谈。9月15日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

9月22日，在签定一系列文件后，周恩来、

陈云等离开莫斯科回国。李富春代理代表

团团长职务，仍留在莫斯科继续与苏方逐

项具体磋商。

回国后，周恩来继续关注和直接过问

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进程，及时审阅

请示电报，及时给予明确指示和答复。

1953年年初，在斯大林去世前不久，

周恩来又秘密前往莫斯科。他衔毛泽东之

命会见斯大林，并再次要求苏联为中国工

业化提供广泛援助。苏方在叶卡德琳娜宫

为周恩来举办了一个小型午宴，苏方约有

12人参加。这时斯大林的气色已很不好。午

宴上，斯大林强调，苏联人民在任何时候

都不会在中苏关系的发展上袖手旁观。会

见中，周恩来回顾了刚刚签署的《中苏友

好同盟互助条约》，强调这个条约显示了

历史所证明的苏中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

致。他还谈到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粉碎日

本关东军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谈

到关键处，周恩来再次通报了中国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制订情况，指出该计划的核心

是工业化问题。周恩来表示，中国的工业

化必须有苏联方面的广泛援助才能实现。

接着，周恩来非常具体地谈出了中国方面

的要求。斯大林答应苏方将继续与李富春

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这些问题。同

时，斯大林表示，这对苏联的压力并不轻。

因为苏联目前也正面临着卫国战争之后大

规模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同年3月8日，斯大林病逝。周恩来率

党政代表团专程吊唁。利用工作间隙，听取

了李富春等同志关于中苏商谈“一五”计

划轮廓的情况汇报。同时，与苏联新领导

谈援建问题。后仍留下李富春继续谈判。

4月4日，米高扬向李富春通报了苏共中央，

苏国家经委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

4月8日，周恩来约见奉命回国汇报中苏会

谈最新进展情况的宋劭文，详细询问了苏

联政府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4月

3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李富春的

电文，就双方谈判进程及其结果的中方立

同年7月初，先后辞去多项兼职，并致

函毛泽东：“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

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它工作当

尽量推开。”又说：“对五年计划当着重

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

并准备交涉材料。”当天，毛泽东予以

批准。1952年8月11日，由周恩来主持制订

的《中国经济状况五年建设的任务（草

案）》终于完稿，该文件强调5年建设的

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

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

义前进。这一文件及时译成俄文，以便和

苏联进行谈判时，提交给苏方。同时，他

还亲自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主要情

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五

年计划初具眉目。那时在国家计委工作

的王光伟回忆道：“总理亲自指导编制计

划，审定计划。他工作非常细致，给我印

象最深的是，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要过

问，几乎第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

有些数字差错往往是总理纠正的。”正

是这段时期紧张的工作，损害了周恩来

的健康，他鼻血不止和心律不齐。

争取外援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

府代表团一行65人，于8月17日抵达莫斯

科，受到莫洛托夫等的热烈欢迎。美国

驻苏大使凯南立刻向其政府报告了此

事。周恩来此行的目的，除了就一些双

苏联援助中国经济的协定 “一五”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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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发给中央各部委党组和各省。市、自治

区党委讨论，并要求各省委应特别注意本

省的农业发展计划。1955年3月，中国共产

党全国代表会议专门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

个计划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颁布实施。会后，中

共中央又根据会议讨论中提的意见，并再

次征求苏联意见，对其作了适当修改，然后

于6月10日将其提交国务院。

1954年9月，编制小组向中共中央提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

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1954年11月，

周恩来和毛泽东、李富春等来到广州，审

核修改所提计划草案。1955年3月31日，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原则通过《第一个五年计

划草案（初稿）》。6月27日，周恩来在第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对将要

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定的《第一

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7月6日，

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

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

人民5年的努力奋斗，到1957年底终于超

额完成了计划指标，取得了令世界瞩目

的成就，为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国家工业

化奠定了初步的却是十分重要的物质基

础。周恩来作为“一五”计划的总设计

师，日夜操劳，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别

人难以替代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10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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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给予了明确指示。电文称：“请向米高扬

表示：(1)中共中央、中国政府与毛泽东完全

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

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八

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

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

的全面的长期援助。(2)授权李富春为全权

代表签订这些文件。”5月15日双方签署《关

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援助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等8个文

件。协定规定：1953～1959年苏联将援助

中国兴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

签约援助的50个，共计141个。斯大林逝世

后两个月，双方就签订了这个协议，这是

周恩来全力推动的结果。1954年再访莫斯

科同年156项全部立项。

自此，历时8个多月的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苏联援助新中国“一五”计划建设

的会谈，获得圆满成功。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这次会谈所获得的成

就，都充满了欣慰和喜悦之情。

编制计划

1953年6月28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对

《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提

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大到进入社会主

义新的历史时期后党的基本任务，小到

个别容易产生误解的词语，无不体现了

周总理富有远见的战略筹谋和细致入微

的工作作风。1954年4月，中央成立了编制五

年计划纲要的八人工作小组（陈云、高岗、

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

陈伯达），由陈云担任组长，在周恩来直接

领导下，开始编制详细具体的“一五”计

划草案。由于此时党已经明确提出了过渡

时期总路线；苏联援助我国的建设项目已

经确定，同时经过1953年的大规模经济建

设，发现了不少问题，积累了一些经验教

训，编制详细具体的“一五”计划草案的

条件基本成熟。在上述背景和原有计划草

案的基础上，陈云组织了各有关方面开展

了工作量很大的编制工作。同年6月30日，

陈云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

明》中，对编制“一五”计划时各项主要比

例关系和增长速度的安排，进行了透彻的

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8月份，在

陈云和李富春的主持下，8人小组审议国家

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

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接连

举行了17次会议，对草案逐章逐节地进行

了讨论和修改。9月份，8人小组将修改后的

“草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真审阅了

这个初稿，逐行逐句圈点，作了许多批注，

并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10月

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又在广州集中，

用一个月的时间共同审核该“草案”，并由

李富春等陪同以备咨询，留朱德、陈云、

邓小平在主持日常工作。11月份，由陈云

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11天的时

间，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

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

重点和地区布局，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和建议。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个计划

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
划的报告》提纲手稿

关于“一五”计划的国务院令 “一五”计划草案图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