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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与中共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
张曙明

　　1962 年一二月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我们党自己

纠正错误的一次会议 ,也是我们党探索经济发展规律

的一次尝试。这次大会发扬民主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 ,对 60 年代初严峻的经济形势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

判断 ,并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产生困难的原因。对统一

全党思想 ,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 ,进一步动员全

党和全国人民贯彻调整国民经济方针起了积极作用。

会议制定了相应的调整措施 ,使国民经济逐渐走上了

有序发展的轨道 ,扭转了困难局面。

　　一、七千人大会对 60 年代初严峻的经济形

势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

七千人大会是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八字方针制定一年后召开的。但它的贯彻仅仅是开

始 ,经济困难仍很严重。为此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七千

人大会。会上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

告。本来 ,起草委员会在认真讨论之后 ,已形成了大会

报告的修改稿。但中央认为 ,有必要对书面报告做进

一步说明。于是 ,1 月 27 日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常委在

全体大会上作口头报告。刘少奇讲话更接近实际 ,提

出了一些重要看法。他尖锐地指出 :“关于目前的国内

形势 ,实事求是地说 ,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

难。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①“这种形势 ,对于许多

同志来说 ,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 ,我们原来以

为 ,在农业和工业方面 ,这几年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

年中 ,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 ,现在不仅没

有进 ,反而退了许多 ,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②

与会人员对当时国内经济形势有两种估计 :一种

认为困难严重 ,问题还在发展 ,不能太乐观 ,充分估计

才能引起重视 ;一种认为困难已经过去 ,经济已经回

升 ,不要把形势估计得太严重了 ,估计严重了会泄气。

为了统一思想 ,使大家对困难形势有充分的认识 ,周恩

来在 2 月 7 日的讲话中 ,以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当时经

济生活中的主要困难 :生产降低 ,物资不足 ,农产品很

不足 ,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够 ,市场供应相当紧张 ,还

分析了许多问题中的主要矛盾所在。他指出 ,当时的

主要矛盾 :一是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起来 ,农业生产的

水平 ,养活不了这么多的城镇人口和这么多的职工。

二是工业生产任务用不了这么多职工。三是文教、科

学事业的规模 ,跟我国的经济水平不完全相适应。四

是我们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过多 ,机构庞大 ,开支浪

费 ,人浮于事 ,工作重复 ,有许多无效劳动 ,甚至是有害

的劳动。周恩来的认识和分析 ,为会议大多数同志所

接受。

会议对 1958 年以来的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了估

价。“书面报告”指出存在 4 条主要的缺点和错误 :第

一 ,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 ,基本建设的战线过

长 ,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消费和积累的比例

关系 ,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第二 ,在农村人民

公社的实际工作中 ,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 ,曾经对集体所有制

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 ,这样 ,就

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 ,犯了‘共产风’和

一平二调等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 ,不适当地要在全

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 ,权力下放过多 ,分

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 ,对农业增产的

速度估计过高 ,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因而使城

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 ,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

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 ,加重了城市供应

的困难 ,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③虽然它是在肯

定“三面红旗”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些缺点和错误 ,但

是在会议讨论中 ,许多人尖锐地指出了“三面红旗”的

问题 ,有的还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刘少奇在 1 月 27

日讲话中 ,明确指出 :“全国总起来讲 ,缺点和成绩的关

系 ,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 ,恐怕是三

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 ,缺点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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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

误是主要的 ,成绩不是主要的。”①

七千人大会把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 ,关键是

农业欠帐太多 ,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够。农业是国民

经济的基础 ,如果不加强农业 ,不首先解决人民的生活

问题 ,是谈不上发展的。

二、七千人大会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产生困

难的原因 ,为纠正错误 ,动员全党贯彻调整国民

经济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上 ,许多同志要求搞清楚这么大的困

难是怎样造成的 ? 为什么“大跃进”没有增产 ,吃、穿、

用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 ? 许多同志对通常所说造成困

难的原因 ,一天灾 ,二苏联逼债 ,三工作中有缺点的说

法提出了疑问。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 ? 刘少奇在 1 月

27 日讲话中作了明确回答 ,他说 :“我们所以发生相当

大的困难 ,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 ,另一

方面 ,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

点和错误所引起的。”②他借用湖南农民的话说 :产生

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你不承认 ,人家

不服。他还要求各省、地、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作

实事求是的判断。这样比较实事求是地讲明造成困难

的主观原因是党工作上的缺点错误 ,对教育全党认识

错误、改正错误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挖掘犯错误的根源时 ,有代表指出关键在于

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斗争。大家“谈右色变”,

总是以反右考虑问题 ,讨论工作 ,脱离实际。部分代表

认为 ,这几年所犯错误 ,应该划分为两段 ,即庐山会议

反右倾之前和之后 ,前段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

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 ,后段则主要是党内民主生活和

干部精神状态不正常。庐山会议前 ,任务虽重 ,压力也

有 ,但大家干得很起劲。但反右倾以后 ,情况大为改

变 ,干群心情沉重 ,看风使舵 ,摸上级的底 ,而不是按党

的政策办事。

随着讨论的深入 ,人们的发言不能不接触到工作

方法和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问题。有的代表指出 ,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 ,也不是

高指标 ,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 ,惩办

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

主观主义产生的。更有同志指出 ,这几年出现瞎指挥、

高指标、脑子发热等问题 ,总的根源是对社会发展阶

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上有错误 ,误认为生产力

发展快 ,误认为很快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与此相

关的是 ,不尊重等价交换、按劳分配、价值法则 ,以及剥

夺了同盟军 ———农民等等。

对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 ,比较一致的认识是 :确

实有缺乏经验的问题。当时形势很好 ,大家急于改变

“一穷二白”的面貌 ,轻易相信了高产量和放卫星的经

验。也有党内不少领导同志骄傲自满、不够谦虚谨慎 ,

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 ,搞瞎指挥、强

迫命令。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削弱党内生活、国家生

活和群众组织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问题。上述分析 ,

虽然不够彻底 ,但比较实事求是 ,特别是骄傲自满、民

主集中制削弱这两点 ,切中时弊。刘少奇指出 ,由于我

们急于求成 ,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

济任务和政治任务 ,因而 ,我们也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

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

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

原则。他指出 :“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

办事 ,在确定任务以前 ,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充分地

发扬民主 ,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 ,

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那末 ,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

高的超出实际不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退一步

说 ,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 ,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

民主集中制办事 ,那末 ,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

会通不过 ,会顶回来 ,会纠正我们的错误 ,使我们能够

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③刘少奇抓住

违背民主集中制 ,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 ,来分析

犯错误的原因 ,确实抓住了要害。

会上 ,广泛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是中央

领导同志带头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在 1 月 30 日的讲话

中表示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 ,直接归我负责 ,间接的我

也有份 ,因为我是中央主席。”④同时还指出 ,对他的

缺点错误不能隐瞒。刘少奇在大会或小组会讲话中都

代表中央作自我批评 ,并号召 :对中央、中央部门、中央

哪个同志有意见 ,“都要翻箱倒箧而出”。周恩来在大

会讲话中 ,专门讲了两个例子 ,具体地检查了他个人的

错误。第一个例子 ,是他 1959 年 8 月 26 日在人大常委

会上作关于调整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的

报告中 ,片面地规定了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

(即 :农业每年增产超过 10 %就是跃进 ,超过 15 %就是

大跃进 ,超过 20 %就是特大跃进) 。第二个例子是 ,他

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 ,限期将轻工业

下放 9815 % ,重工业下放 76 % ,造成权力下放过多过散

的错误。这个文件是经过中央批准的 ,但是 ,周恩来还

是作为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承担

421

安徽史学 2005 年第 6 期

①

④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 ,第 296 页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③《刘少奇选集》下卷 ,第 353 —354、420、421、433

页。



责任 ,给到会同志以鼓舞和教育。各级党委和主要领

导同志都主动为错误承担责任 ,进行检讨。这是全国

解放后开得最成功的领导干部交心会。

就 1960 年代人们的实践水平和认识水平而言 ,上

述对产生困难原因的分析以及这些自我批评确实达到

了相当的理论高度。无疑这为全党思想的统一和纠正

错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动员全党贯彻调整国民经

济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的讲话还明确使用过

“从实践出发”①的提法 ,指出 :“社会主义建设 ,对我

们全党来说 ,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

时间内 ,积累经验 ,努力学习 ,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

对它的认识 ,弄清楚它的规律。”②

　　三、七千人大会制定了相应的调整措施 ,使

国民经济逐渐走上有序发展的轨道。

七千人大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讨论了

1962 年全面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任务。会上虽然有人

仍想“大跃进”,仍然念念不忘要“超英”,但是没有得到

多数人的支持。大多数人正视现实 ,切实地讨论了如

何尽快克服困难的问题。集中大家的意见 ,“书面报

告”提出了 1962 年经济建设方面的 10 项任务。强调要

加强农业战线的工作 ,多生产粮食、棉花、油料和经济

作物 ;发展轻工业生产 ;坚决实行精兵简政 ,压缩城镇

人口 ,精减职工 ;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增产节约 ,稳

定物价 ;整顿秩序等。2 月 7 日 ,周恩来在讲话中 ,又具

体地提出了克服当时困难的 8 条主要办法 : (1) 坚决精

简机构 ,压缩城镇人口 ,精减职工人数 ,减少粮食供应 ;

(2)争取农业增产 ,主要是粮、棉、油 ; (3) 努力增加工业

生产 ,首先是增加能够供应市场的工业品的生产 ,同时

保证完成煤、木、矿、运的任务 ; (4) 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

坚决下马 ; (5) 要统一、全面、彻底、合理地进行清仓核

资 ; (6)大家一起走“前门”,反对走“后门”,搞好市场供

应 ,争取财政收支平衡 ; (7) 坚决还帐 ,努力承担国际义

务 ; (8)建立新秩序 ,树立新风气。这些克服困难的任

务和办法的提出 ,使全党有了统一的认识和明确的努

力方向。虽然许多任务的组织落实不够具体 ,但是 ,

“坚决下马”的方针、原则确定了 ,为后来“西楼会议”陈

云提出一套具体的调整措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

备。

七千人大会初步统一全党认识后 ,调整工作得以

全面展开。但当时面临着 1961 年度粮食比 1957 年减

产 800 亿斤的巨大压力 ,市场供应紧张 ,通货膨胀严

重 ,城乡人民生活极端困难 ,而已经摆开的基建规模仍

然超过国家财力物力之可能 ,当年财政预算又有数十

亿元赤字。面对如此险峻的形势 ,中共中央在刘少奇

主持下 ,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 :其一 ,刘少奇坚持从实

际出发 ,断然作出对形势的新判断 ,明确指出当前的经

济形势 ,“不是大好形势 ,没有大好形势 ,而是一种困难

的形势”;“在城市里面 ,在工业中间 ,最困难的时期还

没有过去”③。这不但直接修改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

所作“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结论 ,也与毛泽东当

时所作困难形势已退到谷底 ,以后就是一天天向上的

判断显然不同。其二 ,刘少奇果断地向中央提出恢复

中央财经不组以加强调整工作的全盘筹划与领导 ,并

竭力推荐和鼎力支持陈云出任组长 ,此举对推动调整

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

陈云受任于危难之际 ,复职后 ,即投入了紧张复杂

的工作。他在 3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提出 :

“现在调整计划 ,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

发展放慢一点 ,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市场上”④。

他还特别论述了综合平衡问题 ,指出 :“所谓综合平衡 ,

就是按比例 ,‘按比例是客观规律’”,“搞经济不讲综合

平衡 ,就寸步难移。”⑤周恩来对综合平衡作了精练的

概括 :“可以写一幅对联 ,上联是先抓吃穿用 ,下联是实

现农轻重 ,横批是综合平衡”⑥。刘少奇和当时处在中

共中央一线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 ,全力支持中央财

经小组根据陈云“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

‘伤筋动骨’”⑦的意见制定的 1962 年调整计划 ,作出了

进一步大幅度调整退够的决策。他指出这样大幅度调

整和后退不是消极的 ,“只有这样 ,才能停止目前经济

情况的继续恶化 ,才能转入主动 ,才能在以后继续前

进。我想 ,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

的措施”⑧。实践证明大幅度调整退够的决策确是当

时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

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经历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严重挫折后 ,经过几年的调整 ,取得明显成

绩 ,开始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向前发展。但是 ,前进的

道路并不平坦 ,不久又遭遇巨大的曲折 ,没有把握好客

观规律 ,逐渐向“左”倾错误道路上滑行 ,以致让阶级斗

争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过

程中应当牢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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