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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                  

■ 迟爱萍

[ 摘 要 ]20 世纪 70 年代，在毛泽东支持下，由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启动了新中国首次大规模

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工作。这次引进是 1954 年苏联 156 项工程技术设备引进之后，新中国的

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在“二次引进”的决策与启动中，周恩来不仅指导最初 4 套化纤和 2 套

化肥设备约合 4 亿美元引进方案的顺利落实，而且以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推动 26 个大型项目约合 43 亿美

元的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即“四三方案”的形成。在“二次引进”的实施中，周恩来加强了国务院业务组

的领导力量，对“二次引进”涉及到的外汇支付方式的探索给予有力支持和思想启发，指导开拓了外贸工

作新局面。“二次引进”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周恩来在指导“二次引进”

工作中表现出的丰富深邃的思想智慧、沉稳周全的工作作风、勇毅前行的历史主动性、踔厉奋发的精神状态，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 关键词 ] 周恩来；新中国第二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四三方案”；国务院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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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至 1975 年，在毛泽东支持下，由周

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抓住国际国内有利时

机，启动了新中国首次大规模从西方国家引进

成套技术设备的工作。这次引进是 1954 年苏联

156 项工程技术设备引进之后，新中国第二次大

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以下简称“二次引进”），

最终形成了 26 个项目约含 43 亿美元的引进方

案，即“四三方案”。“二次引进”对我国此

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学术界对“二次引进”的历史背景、基本情况

等问题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但对周恩来在“二

次引进”决策与实施中发挥的作用研究不足。

特别是周恩来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表

现出的思想智慧和精神风范，值得进一步关注。

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梳理和研究。

一、周恩来在“二次引进”决策与启

动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二次引进”是在毛泽东支持下，由周恩

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与国家计委共同商定，经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重大决策。

20 世 纪 60 年 代 末 至 70 年 代 初， 国 际 局

势发生深刻变化。毛泽东以战略全局的眼光密

切 注 视 着 国 际 形 势 的 变 化。1968 年 4 月， 美

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

激 起 美 国 历 史 上 前 所 未 有 的 席 卷 100 余 城 市

的抗暴斗争。毛泽东指出：这场斗争“是美帝

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

出表现”。“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

代”。［1］1969 年 2 月，毛泽东向陈毅、徐向前、

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提出，要认真研究国际

问题。

周恩来也注意到了国际局势的变化。他认

为，“现在的世界是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

改组的时期”［2］。西方世界在发生严重政治危

机的同时，亦酝酿着深刻的经济危机。1968 年

6 月 25 日，周恩来在外事活动中说：“美国为

了寻找经济上的出路，搞了一个泛美国家经济

一元化，目的是为了更加加强一揽子的经济，

以服从美国经济和向外投资的需要。”“新殖

［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77、578 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97 年版，第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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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比老殖民主义的控制更严”。［1］在洞察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前提下，周恩来冷静

思谋着国内发展战略。他指示，“国内现最重

要的是抓战备、抓生产，把革命和战备结合起来。

要把煤、电、冶金、运输、石油、化工搞上去”。

“现在工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按人口比例计算，

比日本、西德等西方国家还差得远。我们要赶

上去，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时间。

我们要有雄心壮志，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

平，但要实事求是。不这样认识，就会自满、骄傲、

不实际。”“在经济工作方面，要以国内市场

为主，也要注意出口；要以内贸为主，但也不

是不要外贸；要自力更生，也要争取外援、外汇；

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2］

1971 年，国际国内发生了一些对中国发展

有着积极作用的重大事件。中美关系解冻并持

续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空前提高，西方国

家纷纷主动与中国改善关系。九一三事件后，

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积

极领导开展对林彪极左思潮的批判，落实党的

各项政策，使国内工作在 1972 年明显出现转机。

1972 年 1 月 16 日，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

登奎、华国锋报送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

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报告中说，鉴于我国棉

花播种面积扩大有限，这几年棉花产量不足，

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出口援外的需

要，除了继续抓好棉花生产外，根据国外经验，

必须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把化纤、化肥工业搞

上去。为此，国家计委经与有关部门商量，拟

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 4 套，化肥设备 2 套，

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 4 亿美元，争

取五六年内全部建成投产。投产后，一年可生

产化纤 24 万吨（相当于 500 万担棉花，耐用方

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化肥 400 万吨。李先念、

华国锋、余秋里研究报告后拟同意。他们认为：

国家计委“拟引进的这些技术设备，都是以天

然气、油田气和石油为原料的，原料比较有保障。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241 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340、397-

398 页。　

据了解，国外在技术上也比较新，引进后，可

以加速我国化纤、化肥工业的发展”。1 月 23

日，三人联名将国家计委报告及他们的研究意

见报送周恩来。［3］2 月 5 日，周恩来批示同意，

并转呈毛泽东批示。次日毛泽东圈阅。当时毛

泽东在重病中，自当年 1 月末至 2 月下旬，多

次与周恩来单独谈话，一件件关系党和国家命

运的大事，更多地落到周恩来的肩上。

国家计委的上述报告事实上是由毛泽东、

周恩来促成的。1971 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在长

沙视察时，给身边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

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一位工作人员回

来后高兴地说，她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

“的确良”裤子。对于购买“的确良”制品如

此困难的状况，毛泽东很惊讶。九一三事件后，

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起此事，问：为什么不能多

生产一点？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

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买？周恩来说：

当然可以。事后，周恩来找了李先念、余秋里，

让他们研究办这个事。1972 年 1 月初，在国务

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的顾秀莲找到轻工业部计

划组副组长兼轻工业部成套设备引进办公室副

主任陈锦华，告诉他，中央决定引进化纤和化

肥的成套技术设备，要他代起草一个报告。轻

工业部部长钱之光知道此事后，认为这个决定

非常重要，立即组织研究。在报告起草前，李

先念和华国锋专门组织了讨论，陈锦华在讨论

基础上代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

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4］“二次引进”由此

拉开帷幕。这是根据国际国内情况，由上至下

酝酿启动的重大事项。

在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过程中，

周恩来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一是提出成套

技术设备引进的工作方针。周恩来在毛泽东圈

阅国家计委报告后指示，引进技术，只能“‘一学、

二用、三改、四创’，即在消化、吸收后，再创新、

［3］参见《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 3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158-159 页。　

［4］参见陈锦华 :《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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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1］。随后，轻工业部、燃化部组成考察组，

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选择引进对象，又下

大力气在国内选择厂址。二是为商务洽谈选择

主帅。对外引进，与外商谈判是一个关键环节。

周恩来未雨绸缪，紧急把熟悉对外经济工作、

正在干校劳动的柴树藩调回北京。1972 年 5 月，

在考察组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案

的请示报告呈送李先念时，李先念即派柴树藩

去主持外商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第一

批进口化纤设备的方案顺利确定。三是审时度

势拍板决策，推动引进工作的开展。当时有一

套从法国引进的化纤项目，谈判过程中因价格

分歧，合同迟迟未签。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

和周恩来谈起此事。蓬皮杜说，这个项目的签订，

会在世界引起轰动，希望中国在价格上让步。

周恩来从大局和长远考虑同意，中法终于签下

了这个合同。此合同在国际上的确反响很大，

不少西方国家看准机会，纷纷要和中国做生意。

四是加强思想指导。周恩来指出：我们经济落后，

底子一穷二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实验

上可以在几年内迎头赶上，但成批生产还不行，

这跟整个工业水平、技术水平有关。我们整个

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还不行。”因此，“要学

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切不懂的项目都要学会，

要下些本钱，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接过来，赶上

去，超过去”。“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有批判地

学，做到洋为中用。”学就要学世界最先进的

技术。［2］

鉴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严重，企

业倒闭，设备更新，客观上为我国大规模成套

技术设备引进提供了契机，国家计委继 1972 年

初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报送首份技术

设备引进报告后，是年夏秋又接连报送几份。

8 月 6 日，国家计委报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

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轧钢

能力不足和钢材品种不配套，已成为制约国民

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不仅影响“四五”计划，

还将影响“五五”计划，应该尽早设法解决。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511 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518、558-

559、515、557 页。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首先是进一步挖掘现在

轧机的生产潜力，力争在国内多生产一些轧机。

另外，在可能条件下需争取从国外进口少量关

键品种轧机，特别是购买现成的旧轧机。这样

做不仅可以大大节省外汇，还可以争取时间，

很快拿到手发挥作用。如果旧的买不成，经过

谈判压价后，新轧机的价格合适，也可以考虑

买新的。［3］8 月 11 日，李先念批示：为赶速度，

拟同意进口。后报送周恩来。周恩来批示：“拟

照办”。后报送毛泽东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在全部传阅同意后，8 月 21 日，周恩来再次批示：

“先念同志即办。”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

准从联邦德国、日本引进一米七轧钢机，建在

武汉钢铁公司。［4］10 月 28 日，国家计委报送《关

于为 30 万吨乙烯配套加工进口所需成套装置的

报告》，11 月 7 日又报送了《关于进口成套化

工设备的请示报告》。这时，煤炭、石油、化

工、机械、军工、水利、电力、交通、林业等

其他工业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亦相继提出从

国外引进技术设备的项目，引进范围不断扩大。

这些报告使周恩来感到，各部分别提出引进技

术设备项目很零碎，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

情应该做大。他以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指示

国务院业务组及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

“要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5］。

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就增加设备

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问题，同有关部门进行

了研究，于 1973 年 1 月 2 日向李先念、纪登奎、

华国锋报送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

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

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

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

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我们研究，拟在

今后三五年内，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

设备，争取在‘五五’计划期间充分发挥作用。

［3］ 参见《关于“四三方案”的一组文献》，《中共党

史研究资料》2004 年第 2 期。

［4］ 参见《李先念年谱》第 5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8-209 页。　

［5］  陈锦华 :《国事忆述》，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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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引进新技术，支援农业，加强基础工

业和轻工业，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初

步提出进口 43 亿美元的方案。”［1］由于引进

计划总额为 43 亿美元，该引进方案又称“四三

方案”。其中包括：13 套大化肥生产线、4 套

大化纤生产线、3 套石油化工设备、1 个烷基苯

工厂、43 套综合采煤机组、3 个大电站设备、

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

工业汽轮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等。后又

追加 8.8 亿美元，共计 51.8 亿美元。1 月 4 日，

李先念将国家计委的请示报告报送周恩来、纪

登奎，并在批语中谈了两点意见：第一，“关

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问题，计委

负责同志（我有时也参加一下）已开过多次会。

现将计委报告送上，请原则批示”。第二，“这

个报告虽经多次研究，但在执行中间一定变动

很多，要根据主席思想和中央精神，随着国际

情况的变化作适当处理。同时，我们还缺少经验，

要边做边学”。“必须兢兢业业，多听取群众意见，

决不能疏忽大意。”［2］国务院业务组对国家计

委的这份请示报告，十分慎重，直到 3 月 22 日

才以国务院名义正式批复国家计委，原则同意

此方案。“二次引进”从最初 4 套化纤和 2 套

化肥设备约合 4 亿美元的方案，到最终确定为

26 个大型项目约合 43 亿美元的“四三方案”的

出台，前后经历了 1 年左右的时间。

二、周恩来为“二次引进”的顺利实

施进行有力组织和战略指导

1972 年 5 月 18 日，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

但他始终坚持工作。“二次引进”涉及的工作

千头万绪，周恩来不可能所有工作都具体指挥

实施。但周恩来所采取的重大组织措施和战略

指导，对“二次引进”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国务院业务组的领导力量

“二次引进”规模大，外汇筹集任务艰巨，

交易按照国际市场惯例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公司

［1］  《关于“四三方案”的一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

2004 年第 2 期。　

［2］《李先念年谱》第 5 卷，第 248 页。　

之间进行，我们缺少甚至可以说没有经验；同

时具体方案的实施，要结合“四五”后三年和

“五五”期间的规划，进行综合平衡的研究，

合理有效地实施，领导组织任务十分艰巨。国

家计委在向国务院报送 43 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

机方案时，即提出三项组织措施：一是拟由国

家计委、国家建委、军委工办、冶金、燃化、

一机、外贸等部门，共同组成一个“进口设备

领导小组”，并设立必要的办事机构。二是建

议“燃化、冶金、轻工、水电、交通、一机等

部要指定一位主要负责同志专管这项工作，并

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组织成套设备进口和国内

配套建设工作的安排”。三是凡有进口项目的

有关省、市，要抽调一批得力领导干部、技术

人员和熟练工人，组织专门班子，像第一个五

年计划期间抓“156”项进口项目那样，扎扎实

实地把建设任务抓紧抓好，尽早投产见效。［3］

周恩来深谋远虑，在“二次引进”起步时，

已从更高的组织层次作出了加强国务院业务组

领导力量的一系列安排。1972 年 4 月 24 日，

原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结束

在江西的“蹲点”，由南昌回到北京。7 月，陈

云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周恩来委托陈云研究和

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和政

策。这是党中央根据当时“二次引进”工作的

迫切需要，作出的重要人事安排。在 156 项工

程成套设备引进中，陈云及李富春是周恩来主

要协助者，特别是陈云拥有丰富的财经工作领

导经验，去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对外

经济工作方面的重大方针和政策，当时在党内，

可以说是最为合适的人选。这项安排确定是在

1972 年 7 月，但陈云投入国务院业务组工作，

则是在 1973 年 3 月国务院原则同意“四三方案”

之后，这也恰恰反映了中央对陈云工作安排的

战略意图。

1973 年初起，周恩来病情恶化，需要全面

检查治疗。3 月 9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

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

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毛泽东批示“同意”。

［3］参见《关于“四三方案”的一组文献》，《中共党

史资料》200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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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周恩来和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开会。

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政治局

会议。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

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

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

加讨论。［1］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安排陈

云和邓小平先后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大大加强

了国务院业务组的领导力量，为在“文化大革命”

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推进国务院工作及保障“二

次引进”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第二，对“二次引进”中外汇支付方式的

探索给予有力支持和思想启发

“二次引进”所需资金浩大，以何种方式

进行外汇支付，是一个全新探索。陈云复出工

作后，便从国际金融和市场价格这两个工作难

点的调查研究入手，开始指导和推进对外经济

工作。1973 年 5 月 5 日，陈云向外贸部副部长

周化民等了解外贸计划和价格等问题，明确我

们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苏联、东欧国家占 75%，

对资本主义国家占 25% 的外贸格局，此时已发

生“倒了一个个儿”的变化，强调要注意研究

资本主义经济问题。［2］随后，外贸部在陈云指

导下，成立了价格小组，由外贸部召集，国务

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交流情况，统一认识，

提出方案。6 月 7 日，陈云又听取了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陈希愈、副行长乔培新及中国人民银行

国外业务管理局三处处长李裕民关于中国人民

银行的工作汇报，具体部署了国际金融及资本

主义经济危机方面的十个研究课题，进一步对

注意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提出要求、作出安排。

周恩来给予初起步的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

外贸及国际金融工作的探索以很大的思想启示

和 推 动。6 月 29 日， 周 恩 来 在 会 见 美 国 大 通

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时说：“我

很注意你来华的第二天同我们乔培新达成的谅

解，即中国银行可同大通银行直接办理互相汇

款和支付旅行支票的业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

［1］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583、

585 页。　

［2］ 参见《陈云文集》第 3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414 页。　

端。”“通过两国银行往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

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两国社会

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

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

了解对方。”［3］这些思想智慧对“二次引进”

外汇支付方式的探索是重要的启示。

此后，陈云在 7 月 27 日、28 日和 8 月 4 日

三次与外贸部负责人及该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

加强对国际金融、外贸工作的指导及对资本主

义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认识。国家计委也邀集外

贸、银行及轻工等部门的同志共同研究外贸与

国际金融问题，于 8 月 20 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

于银行利用国外存款承担一部分成套设备进口

外汇支付任务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研

究“大家认为银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

一部分成套设备进口的外汇支付任务，是有可

能的。当然主要的部分，还只能通过延期付款

办法”；并提出四点具体意见：其一，用延期

付款办法，价格比较贵。搞成套设备的外商，

一般对一种设备，都提出两种支付方式，两种

不同的价格。“如西德一米七轧机，按设备交

付进度付现汇，4 亿美元（已加了物价上涨因素）；

按延期付款办法，分 5 年付款，4 亿 4000 万美元，

即加价 10%。另外，还要求分年付百分之几的

利息。”其二，银行有力量承担一部分成套设

备进口的外汇支付任务。“随着我国国际威望

的日益提高，我国银行吸收的港澳存款和国外

存款，日益增多。当前美元到处泛滥成灾，西

欧各国和日本都急于为手中货币找出路”，不

少国家商业银行直接同中国人民银行洽谈存款

业务。只要需要，多吸收一些存款并无困难。“现

在外汇存款利息，一般是 10% 左右，虽然比成

套设备延期付款百分之六点几的利息要高一些，

但同延期付款加价再加息相比，还是合算的。”

其三，银行参与外汇支付的具体办法和好处。

通常情况下，银行参与外汇支付有两种付款办

法：一种是用我银行吸收的外汇存款，以现汇

直接支付给外商；另一种是由对方银行垫付现

汇给外商，我银行以分期付款方式，付给对方

［3］《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642、644、6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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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这实际是把商业欠款转为银行欠款，把

商业往来转为银行往来。这样做，有利于银行

和外贸拧在一起通力合作，通过银行更好地配

合对外贸易，把银行吸收的外汇资金，重点运

用在支持国家成套设备进口上；且比较机动灵

活，容易避免损失。国外一般进出口银行支持

本国进出口贸易的做法，同这种情况大体类似。

其四，银行要从开始就参加谈判。现在成套设

备进口，由外贸部和有关专业部门谈判成交。

为了适应新情况，建议银行共同参加谈判，以

便了解全面情况，研究用何种货币作价，采取

何种方式支付，对我有利。选择其中条件适宜的，

由银行承担现汇支付任务。［1］

8 月 25 日，李先念将国家计委上述报告批

送余秋里、苏静、粟裕、纪登奎、华国锋、陈云、

邓小平等并报周恩来；同时批复五点意见：第一，

“拟同意国家计委的报告，可先与西德谈进口

一米七轧机，用国外存款现汇支付办法试行，

但要做得稳当”。第二，外汇不足，应多组织

出口。只要把出口创汇工作做好了，危险性不大，

因为一旦发生银行支付不了的情况，外贸可以

支持银行。第三，我们钢材的轧制能力太不足。

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靠我们自己赶制，同时建

议除中央已批准进口一套一米七钢板轧机外，

再进口一套这种轧机。大力赶一下轧钢板的能

力，这对长远建设有利，可使我们的钢材品种

逐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第四，进口旧轧机，

如有可能，也是可以的，但要慎重，防止人家

实际上是在推销废钢铁。价格虽然便宜，结果

还是吃了亏。第五，使用部门和外贸部、银行

要协作好。“特别是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今

天提出一个方案，听到一点消息，明天又变卦了。

变来变去，使谈判者忙于应付，结果是贻误时间，

价格上也吃亏。”［2］陈云因多次与外贸部座谈

交流，有关外贸和国际金融的许多政策思想已

吸收在国家计委的这份报告中。但旧轧机的进

口是个新问题，故 9 月 3 日，陈云在报告上批

示说：“关于进口旧轧机的问题，我很同意先

［1］《关于“四三方案”的一组文献》，《中共党史研

究资料》2004 年第 2 期。　

［2］ 《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98 页。　

念同志的意见。估计旧轧机的地下电缆等设备

拆下时可能已坏了，用不上。如要买旧轧机先

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

事先准备好新配件。过去旧中国有过买旧设备

的经验，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

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据侯德榜（新

中国成立后曾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化

学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引者注）说永利厂的

设备是便宜的，但要花很大力量到外国去看和

检看拆卸装箱。所以，我们买旧轧机要慎重从

事。”［3］9 月 11 日，周恩来在国家计委报告上

批示“同意”，并“附上陈云同志批注意见，

交计委立即执行，随时检查”［4］。周恩来的明

确态度，是对“二次引进”顺利进行的有力支持。

第三，指导开拓外贸工作新局面

外汇支付是“二次引进”中的全新探索，

国家外汇实力是支撑这一探索的物质基础，出

口创汇则是积累外贸资金的重要渠道。1967 年

至 1969 年， 因 受“ 文 化 大 革 命” 冲 击， 进 出

口贸易总额连续三年下降，1970 年开始回升，

1972 年恢复并超过了 1966 年的水平。［5］但要

支撑“二次引进”大规模的外汇需求，外贸工

作必须有新的开拓和进一步的推进。故国务院

业务组高度重视外贸出口工作。

周恩来、李先念、陈云都注意到了利用中

国丰富的劳动力，进口原料加工出口创汇的比

较优势。1973 年 3 月 6 日，李先念在一份批示

中指出：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是个办法，应

予逐步实行。只要组织得好，大有潜力可挖。

数量要增加，质量要特别搞好。［6］10 月 12 日，

陈云在听取外贸部负责同志汇报时，通过对美

国、英国、日本等棉纺工业用工情况及纺织水

平的分析说明，我们有丰富的劳动力，进口棉

花加工棉布出口，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

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陈云还进一步指出：“中

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进口化肥，增产粮食，

［3］《陈云文集》第 3 卷，第 418 页。　

［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620-621 页。　

［5］参见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

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8 页。　

［6］ 参见《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 3 册，第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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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大米，出口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

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样的。”利

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是打“大

的算盘”。［1］周恩来则于 6 月 29 日和 10 月 31

日，在外事活动中两次提到，台湾贸易额高，

在于它吸收了一部分外资，利用了台湾很便宜

的劳动力。在台湾有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

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廉

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吸引很

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2］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

周恩来的思路是比较宽的，涉及到利用外资以

及自由港贸易、廉价劳动力在创汇方面的作用。

周恩来开阔的思想，对国务院业务组领导开拓

外贸工作有着重要影响。

周恩来高度重视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以下简称“广交会”）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

广交会由国家外贸企业联合举办，邀请各国客

商参加，从 1957 年开始，每年春秋在广州举

行两次。1972 年 4 月 9 日，周恩来在广州同广

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和参加广交会有关部门

代表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以国内市场为主、

国 外 市 场 为 辅， 但 能 够 出 口 的 还 要 争 取 多 出

口”［3］。关键是保证出口商品质量。11 月 24 日，

在召集外交、外贸部门负责人开会时又指出，

广交会要总结经验。其盲目性反映在价格问题

上，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对国际市场的价格

不大了解，对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不

加区别。［4］陈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通过广交

会加强对出口贸易工作的指导。1973 年 10 月 3

日，陈云亲赴广州，视察广交会半月有余，深

入调研了外贸出口工作。回京后不久，周恩来

又将新华社编印的一份反映秋季广交会取得良

好成绩，但棉布生丝等少数商品销售情况不好

的内部材料批送陈云参阅，请他提出意见。随后，

陈云与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等开了七八次小型

会议，分别研究纺织品、轻工工艺品以及滞销

［1］《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223-224 页。　

［2］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630-

631 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518 页。　

［4］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564 页。

品等其他商品问题；随后，对工艺品和抽纱出

口及港澳贸易等问题提出了系统性指导意见。

在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业务组的领导下，

中国外贸在 1973 年出现了良好的局面。这年，

同中国政府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到 150

多个［5］；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220.5 亿元，

折合 109.8 亿美元，扣除美元贬值和国际市场

价格变动因素，为 84.6 亿多美元，比上年增长

34%，是“一五”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6］外

贸出口创汇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二次引进”。

三、“二次引进”的重大意义及周恩

来的思想智慧

“二次引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

有重要意义。这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用 20 世

纪 60 年代开发的国际先进技术装备了中国石油、

化肥、化学工业，同时促进了中国老企业技术

与生产管理的改造和改进，“这对我国基础工

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起了重要作用”［7］。同时

这次引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同西方发达

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通过

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不仅带来了西方发达国

家的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和先进设备，还带来

了先进管理理念和最新的市场信息。这次引进

还造就了一批会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对外经济

工作干部，培养了一批能够运用西方现代先进

技术的专家和管理干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

能够在制造业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二

次引进”曾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没有

当时的工作，没有它打下的基础、创造的条件，

我们以后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解决这些困难

所付出的代价也会大得多”［8］。

“二次引进”能取得这些重要成果，与周

恩来的战略指导是分不开的。周恩来深刻分析

［5］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640 页。　

［6］参见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

（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21 页。

［7］《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1 页。

［8］ 陈锦华：《国事忆述》，第 39-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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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顺应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之间经济往来日益增多的时代变化，强

调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下，“中国主要靠自己，

但不是闭关自守”。“各国的建设必须根据自

己的具体情况，制定一条正确的路线。”“任

何一个民族要独立，必须依靠自己。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民族小民族都如此。

这 是 决 定 性 的 一 条。”“ 一 定 要 有 自 己 的 创

造。”［1］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国家计委在《关

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即

“四三方案”报告）中，提出了进口设备需要

遵循的六项主要原则：第一，坚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方针。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交流，

但不能样样依靠进口。我们的基点必须立足国

内，自力更生。凡是国内能解决的，就不要进口。

第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引进技术，目的是

洋为中用，要把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同自己的

刻苦钻研结合起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有进有出，进出平衡。第四，新旧结合，

节约外汇。第五，当前与长远要兼顾，要算经

济账，统一考虑，全面规划。第六，进口设备

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这六项原

则是对新中国对外技术引进工作经验的重要总

结，不仅当时且现在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注意运用辩证思维，

要求“在建设中，任何部门的计划都要有中心、

有重点”［2］，也就是要抓住需要解决的突出问

题和重点环节，抓住当务之急。这体现在“二

次引进”中，就是紧扣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

问题进行。自 1958 年“大跃进”，经过三年困

难时期，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粮食、棉

花的生产与供应长期徘徊，解决人民的吃饭穿

衣，始终是中国经济涉及面最广，也是中共中

央、国务院从“三五”到“四五”计划中都高

度关注的问题。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拟

订“四三方案”的出发点，就是“要集中力量，

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不

［1］《 周 恩 来 年 谱（1949-1976）》 下 卷， 第 276、

288、608、477 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 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97 年版，第 264 页。　

能什么都进口，不能撒胡椒面，把力量分散使

用了，到头来，什么重大问题也没解决”。“进

口的重点是石油、煤炭、冶金、发电等基础工

业的设备，化肥、化纤等支援农业和轻工业的

设备，以及交通运输设备。”［3］在“四三方案”

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

烷基苯项目，占了全部引进项目 26 个中的 18 个，

总投资 136.8 亿元，是全部投资的 63.84%。［4］

这个重点的落实，为此后中国人民温饱问题的

解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吃”方面，

中国以全世界不到 10% 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

22% 人口的吃饭问题；在“穿”方面，中国到

2003 年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占世界化纤产

量的 1/3，不仅满足了人民穿衣甚至是衣着丰富

多彩的需求，而且还被用于家庭装饰、工业用

途等。［5］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四三方案”中

化肥、化纤成套设备的引进有着直接关系。

周恩来还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坚韧的意志，

同“四人帮”进行巧妙和坚决的斗争，使“二

次引进”在不断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中推进。

当时，极左思潮对外交、外贸及国内经济工作

的干扰不断。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起用陈

云、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成功领导国务院

业务组决策和实施了“二次引进”，极其不易。

特别是周恩来在“二次引进”工作中，率先提

出的关于利用银行往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关

于积极引进外资，关于利用便宜劳动力进行来

料加工、出口创汇等思想，不仅对当时的对外

经济工作有着重要启示，且为后来中国的对外

开放实践积累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周恩来在“二次引进”中，所表现出的丰

富深邃的思想智慧、沉稳周全的工作作风、勇

毅前行的历史主动性、踔厉奋发的精神状态，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作者迟爱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研究员，北京 100017﹞

（责任编辑：茅文婷）

［3］《关于“四三方案”的一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

2004 年第 2 期。　

［4］ 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第 32-33 页。　

［5］ 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第 35、3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