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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与超英赶美＊

———毛泽东所理解的技术革命及其发动原因

朱 云 河　张 太 原

［关键词］毛泽东；技术革命；英国；美国；苏联

［摘　要］毛泽东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出身的国家领袖，在革命成功之后，仍然坚持“不断革命”。其中，

技术革命是他在１９４９年后所设计的革命 序 列 中 的 重 要 一 环。他 所 理 解 的 技 术 革 命 主 要 是 指 机 器 代 替 手

工的重大技术变革，这与通常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并无二致，但是他的特别之处在于把工具改良和管理方法

的改造也看作技术革命。之所以进行技术革命，除了要使中国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之外，一方面是为

了赶上和超过英美“帝国主义”，同时也是在与苏联进行“和平竞赛”，试图作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领导中共取 得 了 新 民 主 主

义革 命 的 成 功①。但 是，他 仍 教 育 人 们 要 继 续

“做一个 完 全 的 革 命 派”②。此 后，如１９５８年 他

指出的，他发动的革命仍“是一个接一个的。从

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

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

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

制方 面 的 社 会 主 义 革 命，在 一 九 五 六 年 基 本 完

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

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

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

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

和超过 英 国”③。那 么，这 个“技 术 革 命”到 底 是

什么样 的 革 命？它 与 当 时 响 彻 全 国 的“超 英 赶

美”口号有什么关系？对此，学界尚未见深入切

实的探讨④。本 文 结 合 实 际 历 史 拟 对 这 两 个 问

题作一具体的考察。

一　什么是技术革命

目前的材料显示，毛泽东最早明确地提出技

术革命是在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之时，他说：“在技

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

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

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

况，借 以 达 到 大 规 模 地 出 产 各 种 工 业 和 农 业 产

品。”⑤这里，毛泽东所理解的技术革命就是用先

进的 机 器 代 替 简 单 的 落 后 的 工 具。１９５４年，他

在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批语中再次

指出：“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

和实行其 他 技 术 改 革。”⑥１９５５年３月，他 还 表

示，希望“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

的部门和 地 方，统 统 使 用 机 器 操 作”⑦。在 一 切

部门使用机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有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聂荣臻三人关于世

界新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的有关材料大概可以

做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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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新的问题又逐渐萦上毛泽东心头：一是中国在

物质、技术等领域与世界的差距；二是中共在社会主义

阵营中的地位。为了 解 决 这 两 个 问 题，毛 泽 东 进 行 了

种种探索，其中之一便是提出了技术革命的设想。

毛泽东：《做一 个 完 全 的 革 命 派》，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３日，
《毛泽 东 选 集》第５卷，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７７年 版，第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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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１９９２
年版，第５１页。

尽管有些论文涉及 到 毛 泽 东 的 技 术 革 命 思 想，但 多 是

宏观评断，或流于片面，或错解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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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２月），《毛泽东文 集》第６卷，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

版，第３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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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稿》第４册，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 版，第

４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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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４３８页。



一是周恩来在１９５６年知识分子会议上介绍

的生产技术的最新成就：“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

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

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

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种高温、
高压、高速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机器正在

设计和生产出来。陆上、水上和空中的运输机器

的航 程 和 速 率 日 益 提 高，高 速 飞 机 已 经 超 过 音

速。技术上的这些进步，要求各种具备新的特殊

性能的材料，因而各种新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以

及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的材料，正在不断地生产

出来，以满足这些新的需要。”①二是刘少奇在八

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技术革命的任务：“把包括

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全国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

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

基础上……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

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

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
半 机 械 操 作 和 必 要 的 手 工 劳 动 适 当 地 结 合 起

来。”②三是聂 荣 臻 关 于 技 术 革 命 的 讲 话：“在 动

力上，采用裂变原子能和热核反应能作为新的、
丰富的能源；在工作机械上，用以快速电子计算

机为核心的自动化机器，代替人的体力劳动和一

部分脑力劳动；在资源和原料的利用上，运用各

门科 学 的 最 新 成 就，达 到 充 分 地 综 合 利 用 的 目

的。这种生产技术上的革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

各种自动控制的、快速的、远程的、破坏力极强的

武器不断 的 出 现。”③这 些 材 料 显 然 也 可 说 明 当

时毛泽东对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了解，
他提出的技术革命也就是要实现三人所描述的

情况。
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际却与此相差甚

远，“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

碗茶壶，能种粮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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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
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

们没有 主 动”⑤。与 世 界 上 先 进 的 新 技 术“有 直

接联系的某些重要科学部门，如原子核物理、空

气动力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等几乎还是空

白，或 十 分 薄 弱”⑥。到１９５７年，中 国 一 年 的 钢

产量，还低于人口当时只有中国１／６６的比利时，
发电量还低于人口只有中国１／１７０的挪威，水稻

单位面积产量低于意大利，棉花单位面积产量低

于秘鲁。中国人均只有四百斤粮食，二十几尺棉

布⑦。因此，“中 国 六 亿 人 口 的 显 著 特 点 是 一 穷

二白”⑧。“‘穷’，就 是 没 有 多 少 工 业，农 业 也 不

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

都不高”⑨。

在这样的基础上“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

就”，显然有些不太现实，况且当时中国与西方发

达国家基本上处于隔绝的状态。因此，尽管毛泽

东的技术革命有明确的目标，但在实际上，全国

各地从１９５７年冬季开始掀起的只是“轰轰烈烈

的群众性的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运动”瑏瑠。这

样，毛泽东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大赞这一运动

具有革命意义，“改良农具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

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这是个伟大的 革 命，是

个技术革命的萌芽，它有伟大的意义，它带着伟

大革命的性质。几亿农民在搞这个事，这个事情

一搞，并不亚于机械化。同过去比较，把 人 力 节

省一倍、两倍、三倍、四倍，有到十倍的，这不是革

命？这个东西一来，就否定过去的肩挑 等，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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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挑 的 反 面。将 来 走 向 进 一 步，就 是 搞 机 械

化”①。在“大 跃 进”的 狂 潮 过 后，毛 泽 东 更 清 醒

地认识到，搞机械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有

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 中 解 决，
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

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 具。每 省

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

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
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

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

里实验，确 实 有 效，然 后 才 能 成 批 制 造，加 以 推

广”②。稍后，他又说：“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
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

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

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最近苏北发明一种挖泥的

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 的 办 法，
应该大大提倡。”③１９６０年年底，毛泽东在同斯诺

谈话中仍指出，“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

解决机械化的问题”④。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
本来技术革命的目标是机械化，但在实际上落在

了“改良农具”方面。在毛泽东看来，农具的改良

和推广，能够提高劳动效率，也是技术革命。
在工业方 面，技 术 革 命 的 目 标 也 不 得 不 降

低。１９６０年春，中共鞍山市委、上海市委关于技

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中，都把原材料综

合 利 用 或 物 质 代 用 作 为 技 术 革 命 的 重 要 内 容，
“鞍钢各厂要大力开展尾矿、平炉渣、高炉渣、化

工副产品、瓦斯灰、炉灰、废水等综合利用，降低

原料、材料、燃料消耗定额”，同时，“积极采用代

用品，广泛推行以铁代钢，以球墨铸铁代铜铸件，
以黑色金属代替有色金属”⑤；“中华油脂厂革新

技术，不仅从氧化石蜡废气中消除了从烟囱中散

发出的对人身和金属结构有害的气体，保护了工

人和周围居民的健康，而且回收了甲酸、乙酸等

重要 化 工 原 料 二 十 二 种，为 国 家 节 约 了 大 量 外

汇。”⑥时任国 务 院 副 总 理 的 薄 一 波 从 这 里 看 到

了“技术革命的新形势”⑦，毛泽东也表示赞赏。
由于在实践中很难实现“重大技术改革”或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所理解的技术革命还

逐渐向非技术因素倾斜，在１９５８年１月的杭州

会议上，毛泽东说：“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

理方法、操 作 方 法 的 问 题。”⑧其 实，他 更 倾 向 于

“管理方法”和“操作方法”的革命：“所有制问题

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

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领导人员要

以普通劳 动 者 的 姿 态 出 现，以 平 等 态 度 待 人。”
“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

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

结合。”⑨毛泽 东 对 鞍 山 钢 铁 公 司 在 技 术 革 命 运

动中开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极为赞赏，称之为

“鞍钢宪法”，要求在全国推广。

另一方面，毛泽东所理解的技术革命本是要

用机器代替手工，是质的改变，而在他具体推行

的时 候 落 在 了 量 的 上 面。“粮 食 多 了，钢 铁 多

了”瑏瑠，成了技术革命的任务；“炼铁、炼钢”，成了

“科学技 术”瑏瑡。由 此 掀 起 了 以 农 业 增 产 和 工 业

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与技术革命的

本意有了变化。事过境迁后，毛泽东才又恢复了

清醒认识：“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

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

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

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瑏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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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文献》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毛泽东：《党内通信》，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９日，《毛泽东文集》

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９页。

毛泽东：《读苏联〈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科 书〉的 谈 话（节 选）》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９６０年２月），《毛泽东文集》第８卷，

第１２５页。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２日），《毛 泽

东文集》第８卷，第２１６页。
《鞍山市委关于工业 战 线 上 的 技 术 革 新 和 技 术 革 命 运

动开展情况的报告》（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１日），《建国以来重

要文献选编》第１３册，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１９９６年 版，第

１２２页。
《上海市委关于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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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 料》第２３册，国 防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８６年 印，第

２７０、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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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推 而 知 之，毛 泽 东 基 本 否 认 了 以 前 的 改 良 农

具、原材料综合利用、农业增产和大炼钢铁是“技
术革命”的说法，而复认技术革命是机器代替手

工之类的“重大技术改革”。
不难发现，毛泽东所理解的 技 术 革 命，一 方

面是指中国在落后的基础上直接采用世界上最

先进的技术，“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

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

这样”①。另一方面也是指由实践和生产本身所

推动的技术改造以及管理或操作方法改革。鉴

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两者相比，他似乎更倾向于

后者。毛泽东作为一个实践家，对某个问题的认

识往往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往往会带来两

种后 果：一 是 其 最 初 的 认 识 有 可 能 是 符 合 实 际

的，而其变通后则有可能与实际不符了；二是其

最初的认识有可能是不符合问题本身的，而其修

正却有可能是正确的。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的

理解在相当时期显然属于前者。不过，问题是无

论他的什么样的认识都是国家的指导思想。

二　为什么要技术革命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领导中共依靠“人民战争”，
赶走了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取得了对帝国主义的

胜利。但是，他知道中国在物质、技术等 领 域 与

帝国主义的巨大差距。随着政治战线、思想战线

斗争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对这种差距的感知越来

越强烈。在他看来，中国政治上独立了，但是“经
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所以，要“革技

术的命”②。“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

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

时间里 赶 上 世 界 先 进 水 平。”“使 外 国 的 最 新 成

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③

１９５６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以后，毛泽东还提出：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

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

状况，迅速 达 到 世 界 上 的 先 进 水 平。”④稍 后，周

恩来组织编制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指

出，“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

要的和急需的部门在十二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

先进水平，使我国建设中许多复杂的科学和技术

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对

先进的技 术，要“重 点 发 展，迎 头 赶 上”⑤。在 当

时，谁代表世界先进水平呢？“赶上”谁呢？显然

是毛泽东眼中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比

如，他还曾信心十足地鼓舞人们：“为什么西方资

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

到呢？”⑥帝国主义的武力既然能够被“革命”，其

技术自然也不在话下。

因此，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毛泽东提出技

术革命的一个公开宣示的原因，更具体地说就是

要超英赶美。“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

家，就是美国”，“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

全有必要，完全应该”⑦。“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

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

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

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

赶上并且超过美国。”⑧“实现了技术革命的主要

任务”，“我国的工业就能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

间内赶上英国；我国的农业就能在提前实现全国

农业 发 展 纲 要 的 基 础 上，赶 过 一 切 资 本 主 义 国

家；我国的科学和技术就能在实现‘十二年科学

发 展 规 划’的 基 础 上，赶 上 世 界 上 最 先 进 的 水

平”⑨。为 什 么 要 这 样 做 呢？“目 的 是 要 在 我 国

建立起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从根本上改变由于

经济 上 贫 穷 和 文 化 上 落 后 所 造 成 的 被 动 地

位。”瑏瑠只有这样，才“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
反对 帝 国 主 义 的 侵 略，以 及 最 后 地 巩 固 人 民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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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①。
落后挨打的近代中国历史教训使毛 泽 东 记

忆犹新：“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

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

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

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

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

战争 不 是 以 我 国 失 败、签 订 丧 权 辱 国 条 约 而 告

终。”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经济技术落后”，
“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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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打

是不 可 避 免 的”②。帝 国 主 义 虽 然 被 赶 出 了 中

国，却在技术上依然代表着“先进”；中国虽然赢

得了独立，却在技术上“远远落后”。在毛泽东看

来，不解决这一矛盾，帝国主义就有可能会卷土

重来。然而，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先进水平”谈
何容易？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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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所 说 的 大 跃 进，就 是 这 个 意

思。难道这 是 做 不 到 的 吗？ 是 吹 牛 皮、放 大 炮

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 牛 皮，也 不 是 放

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 了。我 们

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③ 能够打

倒帝国主义的武力，就有能力战胜帝国主义的技

术。
然而，超英赶美之外还寓有另一种关怀。帝

国主义尽管先进和强大，但是毕竟已被打倒，并

且与中国处于基本隔绝的状态，其到底如何，对

于 毛 泽 东 来 说 基 本 上 是 一 种 抽 象 的 模 糊 的 认

知④，加上“帝 国 主 义 现 在 是 处 在 衰 落 时 代，我

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

民族的革 命 斗 争，都 是 处 于 上 升 的 时 代”⑤。所

以，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毛泽东心目中并没有

那么强的紧迫感。与此相比，倒是社会主义阵营

的 苏 联 给 毛 泽 东 一 种 无 形 的 压 力 和 莫 名 的 兴

奋⑥。苏联作为革命首创国，社会主义阵营的老

大，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难免有一种天然

的优 越 感，“许 多 苏 联 人 很 骄 傲，尾 巴 翘 得 很

高”⑦。这 令 民 族 自 尊 心 很 强 的 毛 泽 东 很 不 舒

服，时而不时地流露出对苏联的不满：“无非是五

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

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

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 无 非 是

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

车飞机之 类，这 有 什 么 了 不 起！”⑧不 过，苏 联 在

各方面毕竟比中国要先进得多，不但拥有最能说

明军事力量的原子弹⑨，而且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还

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
跃而成为似乎比美国还先进的国家。这又令判

定中国为“一穷二白”的毛泽东感到一种莫大的

压力，显然不在技术上采用非常手段进行革命，
就不能赶上和超过苏联，自然也就很难在社会主

义阵营中说 话“算 数”。１９５８年４月，毛 泽 东 在

汉口会议 上 说，“技 术 革 命 是 被 逼 出 来 的”瑏瑠，正

反映了这种压力。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技术革命

思想同时也是在苏联“超先进”的压力下反映。
除了压力，苏联的情况也有令毛泽东感到兴

奋的一面，即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

营中的威信和影响已大不如从前。各国领袖包

括毛泽东在内对斯大林有一种天然的感情和崇

信。但是，继任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彻 底 否 定，
苏共二十大戳穿了斯大林的神话，也破消了苏联

的神 话，各 共 产 党 国 家 逐 渐 失 去 了 对 苏 联 的 迷

信，而变得疑惑重重；继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

多种趋向，以谁为首的问题逐渐突显。当时一些

东欧共产党人把毛泽东称作是世界上最有权威

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有亚洲国家共产党人甚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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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毛泽东文

集》第７卷，第４３页。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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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毛泽东是很在意的，他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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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个东西”，“没 有 那 个 东 西，人 家 就 说 你 不 算 数”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毛 泽 东

文集》第７卷，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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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中共 为 首 的 建 议①。就 连 赫 鲁 晓 夫 也 不 能

不在表面上表示谦让，提出苏中两党轮流担任各

国共 产 党 会 议 召 集 人②。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 的 莫

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共的地位举足轻重，据

杨尚昆回忆：“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

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 有 问 题。
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

协商后，他们接受了。”③

然而，毛泽东明确拒绝了别国提出的以中共

为首的建议，并一再宣称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
仍要以 苏 联 为 首。他 说 中 国 还“没 有 建 设 的 经

验”，在经济和技术上没有苏联先进，“这样为首

就很困难，召 集 会 议 人 家 不 听”④。这 里 透 露 的

一个信息是，一旦中国不“这样”了，“为首”也就

不成问题了。事实上，毛泽东早已踌躇 满 志 了。

１９５６年，他在一 个 内 部 谈 话 中 讲 到，在“发 展 速

度”上“可以超过”苏联，“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

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即使在技术发

展方面，在 现 代 技 术 发 展 方 面，也 可 以 超 过 苏

联”⑤。这正是提出技术革命的一个最切近的语

境。在莫斯科会议上，尽管毛泽东十分 内 敛，但

是仍按捺不住中国与苏联的较劲的设想：“赫鲁

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

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

过英国。”⑥正是与苏联比试的这种心态，使毛泽

东回国后，才加快布置超英赶美，并且越想越快：
“七 年 赶 上 英 国、再 加 八 年 或 者 十 年 赶 上 美

国”⑦；“五年 超 过 英 国，十 年 赶 上 美 国”⑧；“我 们

三年基 本 超 过 英 国，十 年 超 过 美 国，有 充 分 把

握”⑨；“超过 英 国，不 是 十 五 年，也 不 是 七 年，只

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瑏瑠。果真如此，
中国自然在苏联前面超越美国，加上“马克思主

义的主流到了东方”瑏瑡，到那时，社会主义阵营以

中共为“首”，以毛泽东为“首”，就成了顺理成章

的事。不难 发 现，原 来 喊 得 十 分 响 亮 的 超 英 赶

美，从另一个角度看另有寓意，甚至说赶超苏联

才是本意。而要赶超苏联，如果不采用非常手段

在技术上进行“革命”，显然也是不可想象的。正

因为如 此，受 莫 斯 科 会 议 的 鼓 舞，１９５８年 前 后，
毛泽东才会大讲特讲“技术革命”，甚至提出要把

党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上来瑏瑢。不过，追

求质的变化的“技术革命”，很快被追求量的变化

的“大跃进”所淹没。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１９５６年知识分子会上讲

的一段话最能诠释毛泽东号召进行技术革命的原

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

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

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一起，无
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

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瑏瑣也就是说，防止帝国主

义侵略，巩 固 来 之 不 易 的 政 权，与 苏 联“和 平 竞

赛”，“逼”出了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思想。更深一层

次和更具体地来看，毛泽东提出技术革命，宣传中

是要超英赶美，而实际上首先要赶超苏联，并在社

会主义阵营的和平竞争中取得领导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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