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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卷起自１９５６年４月至１９６６年４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
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是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十年。

这个历史时期，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面

前，党和国家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１９６６
年同１９５６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增长了３倍。
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

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１９６５年起中国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
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起来。国家的工业布

局有了改善。以 “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高新科技和国防工业在这个

时期取得重大进展。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展开，

并逐渐取得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化肥施用量都增长６倍以上，
农村用电量增长７０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４９倍，各
级教育的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在这十年，党和国家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发表 《论十大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任务。中共八大对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

根本任务作了正确揭示和规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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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

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 “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

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

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１９５８年，他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
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思想理论都具有长远的指

导意义。毛泽东在领导纠正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时提出的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

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和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

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也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期

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深

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过

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

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

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对于这十年的工作成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

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

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

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在这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

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１９５７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
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

骤。但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 “大鸣大放”，

向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

领导，改变国家的性质，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

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随

后，又错误地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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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８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

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

愿望，缺点是忽视了客观规律。在贯彻总路线过程中，由于对社会

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国情认识不足，更

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

绪，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 “共产风”

为主要标志的 “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
年７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中共中央曾经努力
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

德怀的批判。这场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受到

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 “左”倾错误的进程。

从１９６０年冬起，党和政府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的 “左”倾错

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

阶段的重要转变。１９６２年１月召开的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
作会议，初步总结了 “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

批评。会议前后又为 “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

行了甄别平反，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

子。由于认真落实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６年，
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１９６４年底到１９６５年初召开的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

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

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它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指明了方向。

但是，这一时期 “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还未得

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１９６２年９月的
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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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

断。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

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事实，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

的矛盾，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在１９６５年初，毛泽东又提出

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

形态领域，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虽然这些错误当时

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但成为后来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导

火线。

历史在曲折中前进。这个时期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成为

后来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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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对于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历史课题，并没有现成

的答案可以遵循，必须在实践中通过艰苦的探索才有可能获得。这

年４月初，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

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

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

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

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正确道路。① 这个重要思想，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是探索自己

的建设道路的十年。这十年，是正确与错误、成就与挫折错综交织

的十年，是犯了严重错误又取得伟大成就的十年。挫折与错误，是

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中出现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难以完全避

免的；重大的成就，也是在探索中包括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取得的。

正是在这种曲折前进的过程中，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奠定

２１４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３—２４页。










































































































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基础，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社会主义制

度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基，为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

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最大成就，是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坚实基

础。首先，建成了有相当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能源工业方

面，电力工业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联结成网；煤炭工业稳步向现代

化发展；石油在１９６５年实现自给。冶金工业方面，钢品种１９６４年
达到９００个，钢材品种达到９０００个，都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１倍多；过
去不能炼制的高温合金钢、精密合金钢、高纯金属、有色稀有金属

等，都能自行炼制了。机械工业方面，逐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

机械制造体系；主要机械设备自给率由１９５７年的６０％提高到９０％
以上；国产的纺织机械不但能满足国内需要，而且还向许多国家和

地区提供成套设备。新兴的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航天工业也在

这个时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产业部

门。其次，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５年，
建成了５３１个大中型工业项目；新建扩建了一大批如武汉、包头等
十大钢铁公司在内的重要企业，一批重要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

煤炭企业和发电厂，以及生产规模达到１０００万吨的大庆油田等。
１９６５年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５７年增加近１倍。工业经济效益和技术经
济指标有很大提高。再者，工业布局趋向合理。在充分利用和发挥

沿海工业基地作用的同时，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都新建了不同规模

的现代工业。内地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得到提高，

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工业也取得重要发展。还有，交通运输获得很

大发展。全国新增铁路通车里程７２００多公里，建成或部分建成了
１２条干线。全国除西藏外，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有了铁路运
输。公路和邮电通讯事业也有很大的进步。

在农业方面，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从 １９５８年到
１９６５年，大中型水利建设施工项目达到２９０多项，其中建成的有
１５０多项，淮河、黄河、海河等的几大水系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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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灌溉面积在全国耕地中的比重，由 １９５７年的 ２４４％上升到

１９６５年的３２％；机耕面积在耕地总面积中的比重由２４％上升到
１５％；机灌面积在灌溉总面积中的比重由４４％上升到２４５％；每
亩耕地的用电量由０１度上升到２４度，化肥用量由０５斤上升到
２５斤。同时在推广良种、改良土壤、水土保持、植树造林、建立
农业气象预报和发展农村小工业等方面，也都取得显著的成绩。

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也取得很大进展。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５年
这八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达到１１９５万人，是前八年的３６倍。科学
技术人员也成倍增加。１９６５年全国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也从１９５２年
的１２６４％提高到１７８９％。邓小平同志肯定了对１７年的估计问题。
他说：“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

红线。应当肯定”，“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

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

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①

这里应当指出，在经济建设中虽然出现过像 “大跃进”这样的

严重失误，并且在纠正已经认识到的错误中又因庐山会议后期错误

批判彭德怀而引发更大的挫折，但从１９６０年冬起，中国共产党和
中央人民政府集中全力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毛泽东等领

导人带头节衣缩食，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经过五年

调整，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

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 （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这是

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

制度具有很强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能力。

毫无疑义，这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前所

未有的一大步，成为中华民族继续前进的重要起点，这是这个历史

时期的主要方面。当然，我们在如实地肯定这个历史时期所取得的

成就的时候，决不讳言在这同时也犯了错误，经历了挫折，这些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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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０页。










































































































误和挫折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是巨大的。这些错误概括地说，主要

是：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片面追求

“一大二公三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绝对化、扩大化的错误。

对于这些错误，在本卷的相关章节中都作了如实的叙述和必要的评

析，广大读者会从这里看到探索人民共和国的建设道路的艰巨性，

从而深切体会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人民为改变祖国的贫

穷面貌所付出的艰辛。很显然，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

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过程中要求不犯一点错误，不经历一点

曲折，是不现实的。重要的是，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之

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在如何建设社会主

义这一历史新课题的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这个时期为我们提供的

历史经验教训是十分深刻而有益的。

第一，要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早在民

主革命时期就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

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
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基本

国情。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

问题，是党和国家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对此，

毛泽东在一个时期的认识是比较清醒、比较自觉的。他多次强调中

国的特点是 “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

达；“白”，就是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１９５９年底，毛泽东
进一步探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国所处的阶段问题，他明

确提出要通过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

会主义的 “边”，即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问题。他据此认为：社会

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

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１９６２年他又指出：“中
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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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３３页。










































































































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我看是不行的。”① 毛泽东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

发达的两个阶段的观点，这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很有创见的

丰富和发展，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也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

是他还指出中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

段，不仅有效地指导了６０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而且也
为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供了思想依据。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中国革命和建
设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内的骄傲情绪急剧膨胀起来。

这种骄傲情绪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结合在

一起，在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运动中，不顾国情国力，片面强调高

速度，要求在短期内改变 “一穷二白”的面貌。这种经济建设上急

于求成的情绪和做法，又反过来要求改变生产关系，片面夸大生产

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急于把小集体所有制变为大集体所有制、

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急于把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

义。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失，而且也助长了

“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因此，一切决策必须从国情出发，经济

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应同中国的国力相适应，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一

个重要的历史经验。

第二，要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的

关系。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的 《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共和国自

己的建设道路问题。９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确认：在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根本变化，“党和全国

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

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

“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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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生产力。”他认定，我们之所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主要是为了 “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

界开战”，并指明我们的任务是要 “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

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期间，毛

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一再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思想。如

这年３月他在南京干部会议上说，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干它个
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五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

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四十几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

设。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的转变问题。这同中

共八大作出将党的工作中心从革命转变到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

生产力的战略决策，是一致的。可惜的是，这个正确认识后来未能

得到坚持。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能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

阶级斗争的关系。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由于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中，有着丰富的

阶级斗争的经历和经验，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观察和处理

这一新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仍然习惯于把已经不

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新表现，特别是把党内不同

意见的正常争论当成两条路线、甚至两个阶级的斗争，从而轻易地

改变了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是主要矛盾。从１９５７年
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到１９５９年错误开展反对 “右倾机会主义”的

斗争，再到６０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斗争，都反映了在理论和
实践上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这样做，不但使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转变受挫，而且最终导致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应当看到，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存

在。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错误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正确认识并学会妥善处理一

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以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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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绝不能因此而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根本任务。

第三，要尊重客观规律，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办事。在中国

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如

前所述，我们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发生的失误和挫折是难以

完全避免的，但是，大的失误和挫折，是应当避免也是可以避免

的。这十年经济建设中发生的严重失误，是同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

动性、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作用密切相关的。因此，要善于总

结经验，善于发现、把握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并用来指导我们的

实践活动。

５０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指出：“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

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

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

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

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

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

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① 经历了 “大跃进”的严重挫折，毛泽东

进一步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

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

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

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

跃，到达自由王国。”② 在这期间，他对不能剥夺农民、“价值规律

是一个大学校”、要综合平衡等的论述，都反映了对实践经验的总

结而获得规律性的认识。

总之，我们要善于学习，包括向自己的经验学习。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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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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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们

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

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① 正是通过这种学习，使我们在建设社会

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能够更好地掌握主动权。

９１４

■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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