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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6中共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及政策
*

张 旭 东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就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表
现在对资本主义在华企业采取积极的态度与政策; 提出“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重视利用资本主
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这些思想和认识值得我们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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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和处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革命

和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新中国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政治上采取了 “一

边倒”的政策，但是经济上并没有 “一边倒”，而

是积极思考如何利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来建设社会

主义。这些思想和认识值得我们去总结。

一、对资本主义在华企业的态度及政策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后，外资在华企业有

1700 多家，投资总额为 8. 6 亿美元，其中英资企

业有 299 家，美国紧列其后，有 212 家。①对这些外

资企业，中国共产党没有简单地停留在 “打倒帝

国主义”等标语口号上，而是明确区分了外国在

华经济事业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控制权，在坚

决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权的同时，对资本主

义在华企业采取了慎重、稳妥的政策和办法。
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经济特权，包括他

们在中国的驻兵权、内河航运权、海关管理权等

等，新中国坚决取缔。1949 年 2 月，毛泽东在同

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谈话时指出: 帝国主义同我们

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帐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外国

的一切特权必须彻底根绝。第二是他们欠我们的债

务和一切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

队、警察等必须全部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

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

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

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起来。1950 年 7 月 26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

航运管理的指示。嗣后，外轮一般不许驶入中国内

河，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并经政府批准，才能驶入长

江，但必须悬挂中国国旗，在指定码头停泊，遵守

中国一切法令并封闭其武器和电讯、摄影、测绘等

设备。至此，丧失了 100 多年的中国领水主权全部

恢复。1950 年 12 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

定的《关于外人教会和外人在华房地产的处理原

则》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外国人在中国

境内有土地所有权，不准许他们买卖或继承土地;

对外国政府占有的租借地产、兵营地产明令收回等

等。1950 年 1 月，政务院通过 《关于关税政策和

海关工作的决定》，1951 年 4 月，又颁布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从此，取消了帝国主义

对海关的管理权，中国海关从此完全由中国人民自

己掌握起来了。另外，新中国还颁布了 《外汇管

理暂行办法》，实行外汇管制，建立独立自主的外

汇经营管理制度，清除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中国外汇

管理和金融财政的特权。

至于经济特权之外的资本主义在华资本新中国

是采取利用和保护的政策。1949 年 3 月，在党的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指出，“剩下的

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他们暂时

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

利以后再去解决”②。依据该思想，1949 年 6 月 25

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人民政府在政

策上对公用事业，无论是私营或外商经营，只要严

格遵守政府法令，对人民生活和生产事业作有益的

贡献，自 当 加 以 保 护。”随 后，这 一 政 策 被 写 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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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1950 年 12 月 16
日，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对此，

中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措施，12 月 28 日颁布 《关于

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

1951 年 5 月 15 日，中央又发出 《关于处理美国在

华财产的指示》，对美国在华企业、财产进行了军

事管制。但是管制并不等于征用和没收，美资企业

被管制后，其资产和经营权仍属美国业主，中国政

府仍允许它们中的大多数继续进行正当的生产和经

营活动，并特别规定其他国家的大部分在华企业仍

能独立自主经营。
但是，许多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因在华特权的丧

失，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经

济封锁，使得众多资本主义在华企业陷于无法维持

的境地，许多企业只好申请歇业或转让给中国政府

抵偿债务或自行放弃经营由中国政府作价收购。据

统计，从建国初到 1953 年，外资企业由 1192 个减

至 563 个，所属职工由 12. 6 万人减至 2. 3 万人，

所有资产由 12. 1 亿元减至 4. 5 亿元。其中，英商

企业由 409 个减至 223 个，职工由 10. 4 万人减至

1. 5 万人，资产由 6. 9 亿元减至 3. 1 亿元; 美商企

业由 288 个减至 69 个，职工由 1. 4 万人减至 1500
人，资产由 3. 9 亿元减至 1600 万元。③

1953 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

策确立后，剩余在华外资企业的经营受到限制并逐

渐开始收缩，到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

大部分外资在华企业被收购、代管、接管、转让甚

至自行歇业。除全部清理完美国产业外，英国在华

金融分支机构全部结束业务，其在华企业总资产的

93. 1% 清理完毕，法国在华企业总资产的 98. 9%
清理 完 毕， 其 他 国 家 的 在 华 企 业 的 总 资 产 的

55. 4% 清理完毕; 共处理地产面积的 98. 9% ，房

产的近 90%。经过扫尾工作，所剩外国企业不到

10 家，清理外国在华企业和房地产的任务基本完

成。④

二、“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早在开国前

夕中共开始确立 “一边倒”政策时就提出来了。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关

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

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

人正在相互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

义国家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

本主义国家做生意”⑤。
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

中，中国共产党依然坚持 “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

做生意”，妥善处理好政治上的 “一边倒”与经济

上利用资本主义的关系，体现了党在处理政治与经

济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结合。在此思想

指导下，新中国成立之初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

增长很快。在我国 1950 年进出口贸易中，与资本

主义国家的贸易占进口贸易额的 66. 2% ，占出口

贸易额的 66. 8%。⑥

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禁运，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关

系紧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依然没有

放弃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设想，而是利用资本

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打破突破口，发展同它们的

经济关系。
1952 年 4 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

国代表团公开宣布: “我们对各国的经济关系，采

取积极的恢复与发展的方针。我们对于各国政府和

人民，不管其信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组织的不

同，只要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均愿与之恢复与

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并表示: “我们并认为中国

与欧洲其他各国，首先是英国、法国及西欧、北欧

等国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将使欧洲国家有可能自中

国获得各种食品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同时有可能向

中国推销和平工业的产品，这将有利于我们彼此各

国恢复与发展和平工业的生产并改善人民的生活条

件。中国人民愿意在这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⑦。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的趋

势，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更加强调发展

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关系。1953 年 10 月 8 日，中

央在批准对外贸易部工作指示中指出，“与资本主

义国家进行贸易，对我国经济建设是有一定需要

的，对加强世界和平民主是有很大的、积极的作用

的，因 此，必 须 依 照 平 等 互 利 的 原 则 积 极 去 开

展”⑧。
与此同时，新中国还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

矛盾，打开突破口。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冲破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

同西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这些国家较

快地承认了新中国，有些国家在不长时间内还同新

中国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1952 年在莫斯科国

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与会的 40 多个国家

的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探讨开展贸易问

—841—

社会主义发展史与国外社会主义



题，并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 11 个国家的工

商团体和企业签订了贸易协议。1953 年 7 月，中

国在东柏林设立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处，开辟了中

国同西欧国家直接进行民间贸易的渠道和窗口。
针对英国在华有着特殊的利益，1954 年 8 月，

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和你们

也可以合作，“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

作: 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 二、各人搞自己的

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

取得同意的”⑨。同样，为了发展同法国的经济关

系，1954 年 8 月周恩来指出，“法国是有生产能力

的。它要恢复经济，就要找出路，找广大市场。东

西方贸易就是出路”⑩。正因如此，1955 年后，中

国从西欧国家进口了许多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物资。
1956 年秋，在广州举办了第一次出口商品交易会，

以后，“广交会”就成为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

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到一九五七年底，中国对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 6 倍

多。瑏瑡

三、重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

技术的思想

在 “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

急需国外资金和技术的援助。在 “一边倒”的政

治环境下，年轻的新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取得资金

和技术的援助这在情理之中，但是，“因为苏联及

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需要很大的资金去发展他们的

工业”瑏瑢。所以，即使就在 “一边倒”的政治环境

中，中国共产党依然坚持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形

成的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思想。
1950 年 1 月，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同苏联在

新疆合办金属和石油公司的建议时指出: “这种事

业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

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工厂和企业。甚

至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也可能要求来办

这种工厂和企业。……此间同志认为是可以作这种

要求的。”瑏瑣1950 年当中国与苏联签定了三个合资企

业协定后，4 月 5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用外资和技术来发展我国经济建设是一件大事，不

独是和苏联，就是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以至某

些资本主义国家; 不独开办这三个合股公司，就是

开办其他适当的合股公司以至实行某些事业的租

让，在事实上有时也还是需要的。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纠正 “技术一边倒”

的口号，主张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1953
年 4 月，中央针对当时 “技术一边倒”口号流行

颇广的现象，专门发出指示，纠正 “技术一边倒”
口号。指示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

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

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

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

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

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 ‘技

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

方，就在 于 她 好 像 我 们 完 全 拒 绝 这 种 必 要 性 似

的”。瑏瑤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就已经意识到技

术是非阶级性的，它不姓 “资”，也不姓 “社”，

可以为各种制度服务，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难

能可贵的。1955 年初，中国向瑞士订购了五套列

车电机设备。瑞士成为西方世界中第一个向中国出

口成套设备的国家。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又指出: “我们的方针是，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
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

学”。 “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

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

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瑏瑥

在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

经验的思想的同时，对于学习的一些原则，中共领

导人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想。
第一，要从思想上破除社会主义一定优越资本

主义的迷信观念。建国初，在相当多的人看来，社

会主义一定优越于资本主义。正如毛泽东在 《论

十大关系》中指出的那样，对于向资本主义国家

学习，“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

不敢提这口号”。 “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

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

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要想向资本主义

国家学习，首先就得破除这个 “迷信”。毛泽东强

调: “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

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

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为什么能发展? 同

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

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 事?”瑏瑦

1956 年 5 月 3 日，周恩来在 《向一切国家的长处

学习》一文中也指出: “我们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

阵营方面，这是一回事，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

义阵营一切都好，非社会主义阵营一切都不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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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来说，两种制度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定会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世界的前

途，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非社

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国家就没有可学的地方”。所以

要“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

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

的民族”。瑏瑧只有我们从思想上端正对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认识，才能为我们向资本主义学习打下思

想基础。
第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

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

点，当然不要学”。瑏瑨首先，对于资本主义腐朽制度

和思想作风，我们要批判，不能学，毛泽东指出，

我们在学习外国技术和管理经验时要注意，“外国

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

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

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

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

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

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瑏瑩。其次，要有取舍，反

对照抄照搬。“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

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

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

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

的身 体 有 益，决 不 能 生 吞 活 剥 地 毫 无 批 判 地 吸

收”。瑐瑠即使是外国的长处，不能盲目地学，学习要

结合中国的实际，要同创造结合起来。“在技术方

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

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

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瑐瑡在反对社会主义一

定优越于资本主义错误倾向的同时，也要批评在资

本主义面前自惭形秽的倾向。为此，毛泽东尖锐批

评了那 种 在 外 国 人 面 前 的 “贾 桂 精 神”，他 说: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

人面前伸不直腰，象 《法 门 寺》里 的 贾 桂 一 样，

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瑐瑢。强调在同

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时候，要树立民族自

信心。
第三，“派出去”、“请进来”。学习资本主义

的先 进 技 术 和 管 理 经 验 可 以 有 多 种 渠 道。一 是

“派出去”，即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取经。正如

毛泽东所说的， “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

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

的学生，我们就去嘛!”瑐瑣二是 “请进来”，即把外

国人请进来。1956 年 9 月 27 日，毛泽东在同波兰

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 中国是世界和人

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人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

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

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在中国人生活的这块土地

上，各国都有份。瑐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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