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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基于对《１９５６ 年到 １９６７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考察

林晨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农业是民生之本，立国之纲。 １９５５ 年底，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完成之际，为了更好地指导农业发

展，给亿万农民指明一个奋斗方向，毛泽东统筹考量我国现实国情和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领导制定了《１９５６ 年到

１９６７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一指导农业发展的专门规划。 这一规划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农
村建设和农民进步等重大问题的集中思考和实践总结，是党独立自主探索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 这

一规划的出台与实施为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解决好“三农”问题并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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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６ 年到 １９６７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以
下简称《纲要》）是毛泽东在 １９５５ 年底主持制定

的新中国首个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纲要》在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以草案的形式公

布，经过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和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两次修正，最终

于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正

式通过。 由于《纲要》的诞生与施行受到党内急

躁冒进思想的影响，往往被视为发动农业“大跃

进”的纲领，进而造成了一定时期内对这一文本

的负面评价，甚至存在一些完全否定《纲要》历史

地位等有失偏颇的倾向。 虽然《纲要》的制定和

施行有着不可否认的时代局限，但它作为毛泽东

探索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首次尝试，凝结

着毛泽东对新中国农业现代化内涵、方向、原则、
路径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为党在之后解决好“三
农”问题提供了初步指引，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

现代化道路探索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　 毛泽东主持制定《纲要》的历史
动因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党领导的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依次展

开。 为了更好地将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热情引导到

农业生产建设上来，以农业的大规模增产更好地

支援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开始思考探索一条以中

国自身实际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
（一）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后指明农业发展

远景的现实需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解放

区积极推行以劳动互助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合

作化运动，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

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工作的推进，“我们还在

一切老解放区大大地推广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

织，并且着手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取得了一些经验”①。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中共中央转批

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肯定

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是中国农村向社会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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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要求“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

劳动互助的积极性”①。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通过的《关
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标志着农业合作

化运动的重心由互助组转向发展和巩固初级合作

社。 一时间，全国农村掀起了建设初级社的浪潮，
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向前发展。 １９５５ 年初，受自

然灾害和粮食多征多购等因素影响，农村部分地

区出现出卖耕畜、滥宰耕畜等现象。 对于农村的

动荡和农民的不安，党中央在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发布了

《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 合

作社发展按照“停、缩、发”三字方针进入了控制

发展和着重巩固的阶段。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毛泽东前往南方视察，他沿途

看到和听到了许多不一样的材料，由此引发了他

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态度转变，农业合作化决策

也随之出现重大转折。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毛泽东在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农业

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在合作

化运动中像个“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保守倾

向。 在毛泽东看来，现在“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

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应当积极地

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造成

“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②

的被动局面。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扩大的七届六中全

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一改之

前中央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停、缩、发”的思路，
农业合作化潮流勇往直前，合作化的速度和规模

一再地超过以往任何乐观的估计。 仅在 １９５５ 年

下半年，“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就由 １ ６９０
万户增加到 ７ ０００ 万户，在农户总数中所占比例

就由 １４％增加到 ６０％以上，有些省、市已经基本

上完成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在合作化基础较

好的地区，初级社升高级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

会主义的转变已经具有群众运动的规模”③。 至

１９５５ 年底，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基本

完成。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完成使得毛泽东感

到“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

化”④。 农业合作化这个大问题已经解决，“组织

起来”的农民有更大的潜力加快农业生产、快速

提高粮食产量，为了适应接下来我国农业生产迅

速发展的态势，“很需要有一个农业发展的全面

规划”⑤，或者哪怕是只提出一个粗线条的规划，
也必须拿出来⑥。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毛泽东离开

北京再度南下。 他在同十五个省、自治区党委书

记交流讨论后，形成了《纲要》最初的文本形态

“农业十五条”和“农业十七条”。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毛

泽东回到杭州，他结合自身调研成果再一次扩大

了讨论范围，将十七条意见内容扩展为四十条。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以四十条为主要内容的《纲要》草案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通过。 对于制定这样一个

四十条的目的，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

议上明确表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

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

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

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

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⑦客观来说，中国的

农业合作化进程虽然在后期有过急过快的问题，
但在农业生产关系调整任务完成后，适时地将农

民的改造热情引导到生产建设上来却恰逢其时。
（二）集中规划农业生产以解决工业化建设

的供需矛盾

毛泽东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考虑制定一个专门

适用于农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不仅是当时农业

合作化运动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从当时的

农业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对农副

产品大量需要的现实矛盾出发的。 在中国这样一

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积贫积弱的新生社会主义

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需要一个能够实现规模增

产的农业经济体系提供亟需的原料来源、资金支

持和广阔的国内市场。
１９５３ 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施行后，农村经济

进一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经济轨道。 但是，土地改

革后在小块土地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增产依旧有

限，而工业生产中对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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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却与日俱增，工农业之间紧张的供需矛盾随

之而生。 “工业化建设的全面铺开使农业显得捉

襟见肘，在 １９５３ 年、１９５５ 年和 １９５７ 年发生了三

次粮食短缺的现象。”①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

发展的需要，已经严重桎梏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规

模和速度。 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分析指出：“我
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

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

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②如果我们不能

在农业领域来一个大规模增产，“我们就不能解

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

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

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③。 可见，农业大规

模增产已成为确保大规模工业建设顺利展开的重

要前提。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工农业之间紧张的供需矛

盾，给工业化建设提供稳定、大量的商品粮及工业

原料，毛泽东在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的南下视察中，围绕

农业增产问题同地方负责同志进行了充分交流。
毛泽东考虑通过制定一个统一、专门的农业发展

计划，“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

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④。 在

此次南方调研途中形成的“农业十五条”“农业十

七条”，就初步规定了我国粮食产量 １ 万亿斤的

增产目标。 这也奠定了《纲要》鲜明的增产导向。
之后，经过不断补充、修订形成的《纲要》修正草

案也提出在十二年内粮食增产“四、五、八线”和

棉花增产的“三、四梯队”的增产指标。 可见，毛
泽东主持制定《纲要》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巩固和

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并综合运用各种增产措

施，使我国农业按照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实现快速

增产。
（三）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

的历史自觉

独立自主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得

出的宝贵经验。 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即将完成、
大规模建设即将开启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基于农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优先从农业入手探

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 农

业不仅关系到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更是国民经

济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综合考量国

内外现实因素决定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将国民经

济的主要力量投入重工业领域。 “一五”计划期

间，我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快速增大。 １９５３ 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

产值比重为 ４６．９％，其中重工业占比 １７．５％；至
１９５７ 年，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进一步上升至 ５６． ７％，重工业比重随之增加到

２５．５％⑤。 重工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对一定时期内

我国工业化起步和国民经济恢复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也抑制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

潜力，从而造成了农产品和主要生活用品供应紧

张等问题。 随着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不断丰

富，毛泽东意识到：“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

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
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

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⑥为了处理好工

业与农业协调发展的重大关系，毛泽东希望通过

制定一个适用于农业的专门规划以提高全党对农

业问题的重视、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并加强党

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的领导，促进工农业协调

发展。
另外，毛泽东领导制定《纲要》也是考虑到农

村稳定和农民增收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工业

化建设顺利开展的意义所在。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

义国家，农村的繁荣稳定对于巩固工农联盟、维护

政权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而农村

地区稳定离不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民生活的改

善。 毛泽东将五亿农民纳入一个横跨国家三个五

年计划的十二年中长期发展规划，实际是进一步

将农民增收问题同国家工业化建设问题联系起

来。 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不仅能使农民摆脱贫困

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还能“使农民有比较现在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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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①，使国家的工业品得

到广大的国内市场和资金、原料来源，以尽可能快

地完成国家工业化目标。

二　 《纲要》凝结着毛泽东探索新中国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思考

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视为一个集农

业增产、农村建设和农民进步的系统目标。 《纲
要》初步回答了十二年内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内

涵、方向、原则、目标及发展路径等重要问题，为党

探索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作出了有益思考。
（一）中国农村必须始终走社会主义道路

农村发展的道路决定了亿万农民的命运。
《纲要》首先规定了中国农业发展必须坚持社会

主义前进方向，这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和农村共

同繁荣的根本性前提。 土地改革后，亿万农民从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全国三亿多

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农民生产积极

性持续高涨。 农村经济恢复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

带来了农村阶层的新变化。 １９５３ 年山西省委报

送的关于农村出现新的自发势力和新的土地兼并

问题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他在 １９５５ 年的《关
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指出：“在最近几年中

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

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

己变为富农。 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
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

地，或者出租土地。 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
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

起来。”②。
为了进一步遏制这种现象，《纲要》将农村两

极分化问题上升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

路”斗争的高度，并指出在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

就是把农民的命运交付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

的手里，结果只能带来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

贫困和不断破产。 如果不及时遏制这种新的分化

现象“也就一定会妨碍农业生产力的上升和农民

生活的继续改善，破坏工业与农业的平衡，破坏计

划经济和国家工业化，破坏工农联盟”③。 同时，
《纲要》通过合作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关系作出前

提性规定以及在农村中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
不断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因素，进而巩固农村的社

会主义根基。
（二）实现规模增产和多种经营是农业现代

化的目标

在合作化基础上实现农业大规模增产是《纲
要》的首要目标。 当时，工农业供需矛盾主要表

现在“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不够，这就是棉花、麻、
油料、烟叶、甘蔗等等原料增长的数量暂时还将低

于工业生产增长的要求”④。 针对这一需要，《纲
要》向亿万农民提出了以粮、棉、油为核心的系列

增产指标。 １９５６ 年通过的《纲要》草案版本首次

公开规定了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增产的

“四、五、八线”⑤以及棉花（皮棉）每亩年均增产

“三、四梯队”⑥的增产指标。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通过的《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对原有的粮、棉增

产指标进行了再次提高，并新增了关于花生、大
豆、油菜籽等油料作物产量的增产指标⑦。 至此，
一个以粮、棉、油为主要内容的全线增产计划指标

就此形成。 虽然这些指标大多都受到党内急躁冒

进思想的影响而过高，但是增产指标的提出也极

大地振奋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合作社经济也进

一步纳入了计划经济轨道，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作

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纲要》还要求各地在确保粮食增产保

供的前提下，依照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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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 ６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４３３ 页。
《毛泽东文集（第 ６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４３７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４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６６４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３１６ 页。
“从 １９５６ 年开始，在 １２ 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 １９５５ 年的 １５０ 多斤增加

到 ４００ 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 １９５５ 年的 ２０８ 斤增加到 ５００ 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 １９５５ 年的 ４００ 斤增加到 ８００ 斤。”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８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４９ 页。

“从 １９５６ 年开始，在 １２ 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按照各地情况，由 １９５５ 年的 ３５ 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到 ６０ 斤、８０
斤和 １００ 斤。”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８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４９ 页。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油料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一倍到两倍。 花生每亩平均产量，增加到

三百斤至五百斤；大豆每亩平均产量，增加到二百斤至四百斤；油菜籽每亩平均产量，增加到一百斤至三百斤。”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１９６６ 年 ５ 月）（第 ２８ 册）》，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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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我国国土面积辽

阔、气候地形多样。 《纲要》基于我国自然地理特

点，分别对牧区畜牧业、山区药材生产、林区林材

种植、临海临湖临江地区水产品生产和水产养殖

业等作出了专门且细致的规划。 事实证明，在中

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发展因地制宜、多种

经营的“大农业”是正确的。 这不仅有利于健全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门类，也有利于满足人民对

农副产品的多样化需要。
（三）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

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曾一度主张效仿苏联，
走一条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农业发展道路。 而

毛泽东综合考量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推广

农业机械化现实条件等问题，认为“农业不先搞

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

作法”①。 《纲要》进一步贯彻和体现了毛泽东的

这一主张。 《纲要》开篇第一条就对推进合作化、
巩固合作化制度的领导力量、阶级依靠力量和发

展原则作出了规定。 为了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

来”，《纲要》要求各级农村工作部必须对合作化

事业加强领导、积极推进、不能放任自流。 巩固和

领导合作社主要依靠的阶级力量是贫雇农和中下

农（主要是入社前的贫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

农）以及部分适当的中上农代表。 并且强调，农
户入社必须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通过彰显

合作社在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方面的优

越性，鼓励和争取个体农户自愿加入合作社。 到

１９５７ 年底，全国农村的高级社达 ７５．３ 万个，入社

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达到 ９６％以上②。 以生产

资料农民集体所有、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农业生产高级社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优先实现合作化不仅为确保我国农村始终走

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生产关系规定，也为农业实

行大规模机械作业提供了前提。 在毛泽东看来，
以家庭为单位、在小块土地上分散经营的小农经

济同农业增产及机械化作业是矛盾的。 实现农业

合作化，就是要引导亿万农民通过土地入股、集体

劳动等形式加入合作社，从而把数千年延续下来

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为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相适应的、能够进行规模生产的集体经济。 “合
作起来，土地连片，去掉田塍地界和多余的田间道

路，就可以增加不少的耕地面积”，“就有可能大

规模地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整修土地，改良土

壤”③。 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为生产关系前提，只
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继续做文章，这些都是难以

想象的。
在解决束缚农业规模作业的生产关系阻碍

后，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技术革命在农业现代化事

业中的突出作用。 围绕在七年至十二年内基本实

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目标，《纲要》在第四至第十

六条，以较长的篇幅对我国农业机械化工作进行

重点部署。 提出在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大背景下，
将全国工业发展串联起来，走一条从改良农具到

半机械化（使用新式畜力农具），再到机械化（使
用动力和机引农具）循序渐进的工农联合的发展

之路。 在《纲要》的指导和号召下，我国广泛开展

了群众性农具改良运动，过去单纯依靠旧式农具

从事生产的落后生产形态得到初步改变。
（四）兴修水利、精耕细作是农业增产的有效

举措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④《纲要》高度重视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将兴修水利、保持水土视为实现

农业增产的关键。 在毛泽东看来，“组织起来”的
农民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

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⑤。
《纲要》草案版本由此提出了“在 ７ 年至 １２ 年内，
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⑥的目标。 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纲要》依照小型为主、社办为主

的水利建设方针，将中小型水利工程和小河治理

工作基本交由农村合作社负责。 亿万农民在《纲
要》号召下，将治水和生产相结合，农闲时大干、
农忙时小干，兴建一切小型水利工程，开展例如打

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以配合

国家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和大中河流治理。 新中

国迎来了又一次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农田水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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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 ３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２０９ 页。
朱荣，郑重，张林池，等：《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８３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８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７０ 页。
《毛泽东选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３２ 页。
《毛泽东文集（第 ６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４５１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８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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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服务农业发展的能力得到提高。
“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① 《纲要》 提

出：“采取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是增加农作

物产量的两个基本条件。”②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农

民先进生产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他亲自为《中国

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撰写按语并吸纳其中宝贵

的增产和办社经验进入《纲要》文本，形成了数十

条具体的实用增产举措：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增
加肥料；改良土壤；合理密植；实行精耕细作，改进

耕作方法；消灭虫害和病害；开垦荒地；合理利用

土地；等等。 １９５８ 年颁布的“农业八字宪法”，更
是从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对农业

实用增产手段作出更精炼的概括，为帮助推广和

普及实用农业增产技术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
《纲要》对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领导、组织和干部

队伍作出要求，还集中概括了编印增产经验图书、
举办农业展览会、推广试验田、奖励丰产模范等可

行的增产经验推广方法。 这些举措为新时期农业

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提供了来自组织架构、技
术人才、推广经验等多方面的准备。

（五）重视农民生活条件改善和教育问题

《纲要》以服务农业生产为导向，对改善农民

生产生活设施作了初步规定。 《纲要》第二十三

条提出，在十二年内打通省、市、专区、县、区、乡之

间的联系要道，基本建成贯通全国的地方道路网，
以便利群众出行、发展农村商业网、畅通城乡贸易

往来。 在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方面，《纲要》第三十

条要求，合作社要按照适用、卫生、安全、经济、美
观的原则，有准备、有计划、分批开展修缮和新建

家庭住宅工作，保障农民安居乐业。 在完善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纲要》也提出了在七到十二

年内基本普及农村邮政网、电话网等内容。 这些

建设举措以服务农业生产、实现农业增产为基本

导向，对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改善农民生活条

件、畅通城乡工农业交流具有基础性意义。
在合作社生产管理体制下，积极开展农村扫

盲和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工作。 毛泽东十分重视教

育农民问题。 他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
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

开始进行。”“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

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

中才能解决。”③《纲要》提出了在农村普及基础教

育的目标，要求合作社综合运用各种办学方式在

十二年内普及农村小学教育，基本扫除农村青壮

年文盲。 同时，《纲要》也鼓励农村青年通过职业

技术教育，学习掌握文化和农业科学技术，逐步成

长为农村生产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突击力量。
按照这一设想发展下去，我国农民将取得数千年

来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

三　 《纲要》在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
探索中的重要意义

《纲要》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在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农

业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原则、路径等问题的初步回

答，擘画了十二年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美好蓝图，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探索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纲要》是党独立自主探索新中国农业

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

一般而言，学界普遍将毛泽东在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作

为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 从《纲
要》的诞生过程、制定主体、主要内容以及历史意

义等方面来看，《纲要》的制定与施行标志着毛泽

东在 １９５５ 年底就已经着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问题。 《纲要》作为新中国首个适用于农业

的专门型规划，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擘画新中国农业现

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具有较高的历史首创价值。
一方面，《纲要》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

路的首次尝试。 《纲要》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探索

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主要体现在：其一，就制定主体

来看，《纲要》制定的唯一主体是中国共产党。 同

在苏联专家“手把手”帮助和指导下制定、带有深

刻苏联发展模式印记的“一五”计划相比，《纲要》
从酝酿、形成到两次修改，再到讨论与通过，整个

过程都是我们党依靠自身力量独立探索的结果。
其二，就文本内容而言，《纲要》作为一个专门适

用于农业发展的专门型规划，既包含明确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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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发展目标，也从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教育

农民三个方面出发，为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提

供了较为清晰的路径规划，是一个具有较高完整

度和较强指导性的行动纲领。 其三，就在我国农

业现代化道路探索史中的地位而言，《纲要》是我

们党农村工作的重心由改造转向建设的标志，也
是毛泽东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 这

一规划文本中包含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农业现代

化方向、原则、内涵、路径等重大问题的首次系统

回答，这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探

索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开端。
另一方面，《纲要》的出台与实施是毛泽东在

农业领域反思与纠正苏联模式弊端的一次实践。
苏联模式在发展中暴露出了农轻重比例失调、积
累消费比例悬殊等问题。 “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

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

家同农民的关系。”①《纲要》的出台进一步凸显了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使我国在内生积

累的过程中“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 我们比苏联

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②。 这为党在新时期

进一步补齐农业发展短板实现“四化”同步，进而

探索一条工农并举、工农互助、城乡互援、协同发

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

预先指引。
（二）《纲要》的实施为新中国农业现代化事

业奠定实践基础

《纲要》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探索史上具有开

创性意义，其中规划内容的施行也深刻改变了农

村与农民原有的面貌。 在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和新时代施行乡村振兴战略，都离不开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推进农业现代化事业所奠定的

发展基础。
《纲要》带来的农业增产高潮对国民经济的

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纲要》一经公布就

引发了全国五亿多农民和千百万农村工作者极高

的生产建设热情。 依照《纲要》中规定的农业增产

指标和重点发展方向，广大农民综合运用改进品

种、扩大耕地、提高复种指数等综合措施，大大提高

了粮食产量。 １９５５ 年至 １９５８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逐

年上升，从 １９５５ 年的 １８ ３９４．６ 万吨，上升到 １９５６ 年

的 １９ ２７５．６ 万吨，到 １９５８ 年达 １９ ７６６．３ 万吨③。 粮

食大规模增产保障了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粮食储

备、粮食分配等工作的正常开展，也为我国工业化

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来源和必要的资金积累。
更为重要的是，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壮大了社会

主义集体经济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对巩固

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说，在农

业合作化这场深刻伟大的社会变革中，“我们不

仅避免了在这类情况下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下

降，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了社

会主义经济力量”，“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

伟大创举，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④。
同时，《纲要》的施行带来了我国农田水利事

业新的建设高潮。 过去，我国农业长期遭遇水旱

灾害的影响，农民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显不足，
靠天吃饭的情况十分普遍。 我国农业生产的脆弱

性也成为影响我国农业稳定增产的桎梏。 为了尽

可能消除水旱灾害对农业的损害，《纲要》将兴修

水利、保持水土作为实现农业增产的首要措施，提
出了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除水旱灾害的宏伟目

标。 《纲要》颁布后，全国范围内再度兴起了轰轰

烈烈的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热潮，广泛开展了大

规模的打井、开渠、挖塘、筑坝运动。 仅 １９５６ 年一

年全国水利基本建设完成的工作量比过去任何一

年都大，提前、超额完成“一五”计划规定的建设

工作量。 在 １９５７ 年至 １９５９ 年，我国排灌机械马

力从 ５６．４ 万马力快速提升到 ３００ 万马力、农田灌

溉面积由 ５．２ 亿亩跃升至 １０．７ 亿亩⑤。 “组织起

来”的农民在抗御自然灾害过程中显示出了不可

比拟的磅礴力量，办成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

民根本不敢想、不敢办、办不了的大事。 这一时

期，全国普遍开展了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不仅为当时农业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

今后农业发展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

田创造了有利条件。
《纲要》对农村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

等方面的规划与实践，推动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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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 ７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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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从无到有的巨大跨越。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

建设与完善是事关农民生活和农村建设的重要事

业。 近代中国，由于连年战乱频仍，农民不仅要承

受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农村中疫病横行、缺医少

药的情况更是常见，对弱势群体施以社会保障的

关怀更不具备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困扰

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危传染性疾病，《纲要》提出了

在农村广泛开展消灭高危传染性疾病、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大搞乡村绿化的举措。 鼠疫、天花、黑
热病等传染性疾病基本上被消灭，农民生命健康

得到了保障。 尤其是后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

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①，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医疗

卫生资源向农村下沉。 至 １９６５ 年，“在农村，以
‘有医有药’为首要目标，初步形成了以集体经济

为依托的医疗卫生保健网”，“全国城乡医疗卫生

网已基本形成”②。 此外，《纲要》针对社内鳏寡孤

独的社员提出的“五保”关照措施，同之后的大办

农村合作医疗一道，共同构成了以集体经济为基

础的农村初级社会保障体系③，农村中弱势群体

的基本生活得到一定保障。 再者，《纲要》的实施

使农村基本设施建设获得起步，许多地方原有交

通闭塞的落后局面有了初步改变。 农村扫盲工作

也获得快速发展，部分农业人口经过科学文化的

武装和政治思想教育，初步达到知识化水平。
（三）《纲要》为党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思

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

的思考与探索是一以贯之的。 《纲要》集中体现

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特别是对农业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探索④。 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坚持《纲要》中一些正确的理

论原则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新的发

展实际提出新思想新理论，为新时期推动解决

“三农”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导。
保障粮食供应、发展现代农业是“三农”工作

的首要目标。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 改革开放

新时期，党在《纲要》提出的以粮为纲、规模经营

的思路基础上，接续提出“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

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 的方

针”⑤。 １９８４ 年，我国粮食和棉花由长期供不应求

首次转变为供过于求，粮食安全得到初步保障。
在稳定粮食生产后，２００７ 年的中央 １ 号文件把发

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推动我

国“三农”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新时期，我国

农业依照农林牧副渔、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现代产

业体系全面展开。 农业机械化水平也在“星火”
“燎原”“丰收”等重大科技开发计划的推动下得

以较快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要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超过百分之六十五，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五十七”⑥，部分

地区还率先推行“互联网＋农机作业”。 这都离不

开《纲要》为新时期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提供的

必要的组织基础和技术储备。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培育现代农民是

“三农”问题的核心。 《纲要》开篇序言就指出了，
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是一条持续改善人民生活、
逐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时

期，党继续贯彻富农惠农强农方针，通过家庭联产

承包经营、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

分置”等制度创新不断释放农村生产力，为农民

增收提供制度供给，又持续通过“三西”专项扶贫

计划、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等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

贫开发工程，成功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消
灭了绝对贫困这一千年难题。 同时，党在新时期

将教育作为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重要途径，教育扶贫成为防止贫困代际相传、
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的关键之举。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三

农”问题的关键。 在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农业

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

发展趋向。 受到现实生产力水平限制以及国家农

业支援农业基本格局的影响，《纲要》提出的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以服务农业生产为首要

导向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覆盖面不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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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等不足客

观存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提出了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

标，继续将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

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不断满足农民对于美好生

活的多样化、更高层次需要，逐步缩小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差距。 进入 ２１ 世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正式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党中央加快解

决农民群众最关心的低保、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在全国普遍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兜底保障农民基本

生活，下大力气推动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得到初步建立。 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继续坚持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

农村，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 党

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我国农

村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①，推动建立健全全民覆

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结语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 《纲要》是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

化道路的开端，凝结着毛泽东改变中国农业、农村

和农民落后面貌的美好愿景。 尽管《纲要》在指

导思想上存在急躁冒进的错误、提出的绝大多数

指标也都脱离实际而未能完成。 但是，《纲要》的
出台顺应了当时工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激发了

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我国农业战线上

的又一次增产建设高潮，为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

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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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１９５５， 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ｇｕｉｄ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ｏｆ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ｔｏｏｋ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６ ｔｏ １９６７，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ｌａｎ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ｉ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ｎ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６ ｔｏ １９６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责任校对　 朱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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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２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