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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他认为战争的胜

利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

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现状和严峻的内外形势，

毛泽东更加重视经济发展，他不懈地思考和实

践，带领党和人民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做了开创

性的探索。回顾和研究毛泽东探索新中国经济发

展道路的历史，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

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初期的探索历程

旧中国的经济本来就极其落后，连年的战争

更是雪上加霜。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新

中国建立时，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远远不及战前。

1949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只占工

农业总产值的17%，比之历史最高水平减少了一

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产值减少

30%。据联合国统计数字，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

收入仅为27美元，当时整个亚洲的人均国民收入

为44美元，中国尚不及其2/3。毛泽东带领党和人

民对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初期探索正是在这

样的情况下起步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经济，

经济发展问题也就相应地被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

程上来。过渡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有两

个：一是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二

是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

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国民经济恢复

任务的提前完成，毛泽东在反复思考和实践的基

础上，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6月15日召开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

整的表述。12月，毛泽东在中宣部起草的关于总路

线的宣传提纲上，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

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

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

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

举，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二者相互

适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

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总

路线的指引下，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

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

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建立起社

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

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3－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

后的面貌，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

前，可以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这10年中

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实践，主导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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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确的，取得成绩和经验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

面，尽管在具体方针上有失误，遭受过挫折。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

建立起来，如何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成

为当时经济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1956年4月的《论

十大关系》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建国以来的经济发

展问题的一次全面、深刻的思考。其中他总结了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

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1956

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

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我们党以建设和

发展为主题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

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

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实质，

也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先

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要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因此，八大提出党和全国人民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

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

文化需要。同时还提出了发展的总目标和具体的

策略，即发展就是为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在具体

发展策略上，要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

设方针，在综合平衡中前进。这已经在理论上探讨

了中国经济为什么要发展、如何发展以及向着什么

方向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1957年，由于正确

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所以是建国以来经济建

设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初期探索的主要特征

及表现

研读毛泽东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著述，并

同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不难发现他在探索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

中，形成了以“快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

思想。中国经济为什么要发展、如何快发展以及

向着什么方向发展，是他建国以后始终在思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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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和现实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他认为，自周朝至

晚清，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3000多年，地主阶

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已经使得农民陷入

了极端的贫穷和苦难。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

殖民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

三重压迫和剥削，致使中国人民日益贫困，中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日益衰败。“中国人民

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建国

以后，毛泽东希望通过彻底的经济变革，解放被

严重束缚了的生产力，以较快的速度使中国走上

繁荣富强的道路，让中国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日

子。毛泽东“快发展”的经济发展思想，具体有三

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快发展”首先就

是要强调发展生产力。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

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

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

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

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

是解放生产力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

坚持强调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认为无

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只有通过“社会生产力

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才能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新

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才算充分巩固。在生产资料私

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将要完成时，他曾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

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

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

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

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主义

条件。”

二是强调群众观点。毛泽东历来深信人民

群众的伟大力量，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

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

方面，他认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

靠的是人民群众，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

以主人翁的姿态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来，可以说，新中国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离不

开人民群众的贡献。正像毛泽东所说，社会的财

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

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路线，任何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另

一方面，他认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和归

宿，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

活水平。毛泽东强调对个人利益要予以重视，当

时提出的“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的经济

思想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

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三是强调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毛泽东也

强调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一方面要

正确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同时实现比例、速

度和效益的统一，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另一

方面要适当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调动中央和

地方两个积极性。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也是毛

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来的，并系统地进行了论述。

他多次强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

题；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天下大乱；搞社会主义

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

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方针和工业化道路

建国后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应归因于这一时期毛泽东经济发展思想指导

下确立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方针和工业化道路。

一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

事业服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一开头就

明确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围绕

这一方针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

大问题，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要统

筹沿海和内地工业协调发展，要处理好中央和地

方的关系等等。在全文的最后，他说：“我们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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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

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今天，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仍然是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战略指针。只有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把最大多数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为

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中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毛泽东强调，我们要鼓点

劲，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战争中那

种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扬起来。要反对迷信

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自己

的发展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要把中

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放在中国自己的力量基础上，

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要以

争取外援为辅，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只是不能

依赖外援。毛泽东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

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要批判

地学，还要大胆吸收和利用外国资金，但争取外援

不能放弃原则、损害主权。

三是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工

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最初表述形式，

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的伟

大理想。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

“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

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

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以后，毛泽东立即把实现

工业化作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

会过渡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并

积极探索力图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

路。农轻重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核心

问题。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

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

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

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可以把

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的基本思想概括

为“坚持一个中心，处理好两个关系”，即以重工

业为中心，处理好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处

理好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

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向生产资料生

产倾斜的同时，充分注意消费资料的生产；在发展

工业的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在重视资金积累

的同时，充分注意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这一时期， 我

国以工业为主导，把重工业作为建设重点，优先发

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尤

其重视农业的基础作用，适当调整了重工业和农

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

的工业化道路。

虽然建国后有较长一段时间，我们在社会经

济发展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失误，但是

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探索中国

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

济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

展完善的。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没有

前一时期的探索、积累和成就，就没有改革开放后

的大发展。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是我

们党一贯追求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被实践证明

是正确方面的经验，还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方面的

教训，都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作者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建国以后，毛泽东即把实现工业化作为中国从新

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以及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并积极探索力图走出一条适合

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