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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理论和政策的开创①

———基于数据挖掘的新发现

冷兆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９）

摘　要：数据挖掘技术在历史文献研究中的创新性应用，使得总路线宣传提纲和“一五”计划等旧文献释放出新的

史料价值———发现它们是标志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理论和政策创新的重要文献，有９个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至今仍具有

启发和指导意义。本案例表明，数据挖掘技术运用于历史文献研究，可以实现方法创新和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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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史党史历史文献挖掘的步骤、流程和工具
（一）数据挖掘技术

关于数据挖掘，有多种解释，最常见的有基于数据库的挖掘、基于应用数据的挖掘、基于信息集合的

挖掘３种概念。中国工程院院士、系统工程与管理科学专家王众托认为，数据挖掘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现
代数学、系统科学等思想、方法集成后形成的一种新型技术，以挖掘深度为标准可以划分为２种类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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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浅层次的在线分析，比如收款机对数据的即时处理；二是深层次的知识获取，这种数据挖掘技术包括

统计、分类、聚类、回归分析、特征化、变化和偏差分析等多种类型［１］。这里只简要介绍本文涉及的分

类、聚类分析技术。

分类，就是以某种共同点为划分标准，依据预先设定的分类模式，把一大堆数据里不同的对象划分

成不同的类。比如汽车经销商，以喜好为标准、依据多种分类模式，可以对客户作出多种分类：喜好小排

量汽车的客户、喜好大排量汽车的客户、喜好跑车的客户、喜好越野车的客户、喜好轿车的客户，等等。

聚类，与分类相比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聚类分析把数据划分成的组或类不是预先定义好的。

聚类分析技术，要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看哪些数据在一块聚堆儿，使得同组内数据对象的相似性最大化，

聚出的堆就形成类［１］，［２］。

世界范围内数目庞大的成功案例清楚地表明，包括聚类分析在内的数据挖掘技术，具有非常神奇的

功能，可以让数据“发声”，使我们发现很多以前完全没有意识到的重要联系［３］１９。在本文中，总路线宣

传提纲和“一五”计划与毛泽东之间重要内在联系的发现，就是聚类分析运用于历史文献研究的成果。

（二）数据挖掘技术与历史文献研究

数据挖掘技术是基于计算机实现的，而计算机只能处理由０，１组合的代码串和结构化的数字信息。
而历史文献是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需要经过文本转换才适用数据挖掘。专注于文本信息的数据挖掘，

被称为文本挖掘。文本挖掘技术可直接适用于历史文献研究。

在中国，传统中医文献的文本挖掘进展较好，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和技术专利。但是，国史党史的

文本挖掘，研究成果极其罕见，技术专利更是空白。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冯瑛在论文中指出，数字化研究方法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应用还是盲点。

引入文本挖掘等数字化研究方法，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渠道，是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４］。

（三）国史党史历史文献挖掘的步骤、流程和工具

数据挖掘，是大数据时代知识发现过程的关键步骤。知识发现一般包括３个基本步骤，一是输入和
整理原始数据，二是进行数据挖掘，三是对数据挖掘成果进行解释、评价和表达。

在数据挖掘过程中，通常会用到数据仓库这个工具。数据仓库，是在数据库的基础上、不满足于对

数据的一般处理而产生的一个工具。数据库，通常情况下对数据进行特定处理之后就完成使命了；数据

仓库则不同，它要不断积累数据，并且不断加以分析和处理［１］。

在国史党史的历史文献挖掘中，数据仓库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我们以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为例，

概要说明国史党史历史文献挖掘的步骤、流程和工具（图１）。
第１步，以联机检索、搜索引擎为信息抽取器，通过资料分类，建立多个专题数据库（Ａ，Ｂ，Ｃ）。

（１）通过联机检索的方式，对中国知网、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人民日报、中共中央文献等所有可能涉及毛
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的数据库，实施多个关键词的全面检索，最大限度地抽取全部相关资料。通过百度、

读秀等搜索引擎，对国际互联网、图书馆等实施多个关键词的全面搜索，力求抽取全部重要资料。（２）
以专题或关键词为分类依据，把抽取的资料重组到各个对应数据库。对于包括多个专题或关键词的文

献资料，可以切块分割之后，再分别放到相关数据库。

第２步，以数据库Ａ、数据库Ｂ、数据库Ｃ为基础，建立“数据仓库１”，并进行分类和聚类分析。根
据分析结果，通常还需要进行第二次甚至多次定向资料搜索（即定向重复第１步的各项工作），不断丰
富和完善数据仓库，形成“数据仓库２”甚或“数据仓库３”等，并据以实施第二次甚或多次分类和聚类分
析。这是知识发现的关键一步。

第３步，对数据挖掘成果进行解释、评价和表达。本文将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文献挖掘成果的解
释、评价和表达，作为第二、三部分，予以重点展示。

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上述每个步骤都包含了多个环节、细节、专业技巧，操作过程极

其繁复，不便表述和图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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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国史党史历史文献挖掘步骤、流程、工具

二　旧文献释放出新价值———标志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理论和政策创新的重要文献
本部分是对数据挖掘成果的表达。

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在历史文献研究中的创新性应用我们发现，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中央宣传部制发的总
路线宣传提纲［５］５９６和１９５５年７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６］３５０，这两篇非个人署

名的重要文献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寻常。

１９５３年９月２４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首次正式向全国公布之时，中央宣传部应毛泽东的要求
起草总路线宣传提纲，六易其稿都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要求，到第七稿时他才比较满意，毛泽东作了重要

修改和增补之后最终定稿。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３日，他写信给主持起草工作的胡乔木，对修改和审定情况
作了简要说明［７］２６５－２６６。总路线宣传提纲立项、起草、修改、定稿的全过程，都是在毛泽东主导下进行的，

并经他亲笔修改后定稿。因此，宣传提纲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主导和领衔完成的中共中央的集体之作，直

接而充分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

为筹划国家工业化，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在周恩来、陈云、李

富春主持下就启动了，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全程指导，仔细审阅了一稿又一稿的计划草案。《五年计划轮

廓草案》完成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和陈云等人于１９５２年８月带到苏联，商请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提出
意见和建议。９月２４日，周恩来和陈云回国的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同苏联商
谈的情况汇报，讨论“一五”计划的各项重大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过渡时期总

路线的初步构想，并将其确定为“一五”计划的根本指导思想。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３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到达广州，集中审议“一五”计划草案，毛泽东在这里一住就是四个星期［７］２６９－３０７，［８］。审定完成的“一五”

计划，于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获得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且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开端载入史
册。总之，“一五”计划的起草、制定、定稿、审议的全过程，都是在毛泽东主导下完成的。因此，“一五”

计划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主导和领衔完成的中共中央的集体之作，直接而充分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思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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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总之，以数据仓库为工具、通过分类和聚类分析海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或者说，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在

历史文献研究中的创新性应用，使得总路线宣传提纲和“一五”计划这两篇旧文献显现出新的重要史料

价值———二者都是由毛泽东主导和领衔完成的，与毛泽东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学术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便于理解，不妨假设给这两篇文献署名，依据上述考证和分析获

得的实际历史情况，则：总路线宣传提纲的主编是毛泽东，执行主编是胡乔木；“一五”计划的主编是毛

泽东，执行主编是周恩来、陈云、李富春。通过这样的署名假设，这两篇文献与毛泽东之间的重要联系，

就一目了然了。

三　总路线宣传提纲和“一五”计划对中国工业化理论和政策的开创性贡献
本部分是对数据挖掘成果的解释和评价。

由毛泽东主导和领衔完成的总路线宣传提纲和“一五”计划，是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和政

策的经典文献，宣传提纲着重于理论创新，“一五”计划着重于政策创新。它们赋予中国社会主义工业

化理论和政策９个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第一，作出关于中国旧有工业水平和性质的基本判断。

中国旧有工业是十分落后的。钢铁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没有真正的机器制造工业，没有现代国防工

业。１９４９年，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１７％，农业及其副业、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
工业的产值约占８３％。

中国旧有工业是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有轻（工业）缺重（工业）的畸形产业结构从根本上缺

失独立自主的基础和能力。主体是轻工业，只有零星的重工业，这又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修理

厂（轮船、铁路等）和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

中国旧有工业的主体，是资本主义工业。１９４９年，资本主义私营工业占工业总产值６３％，国营工业
占３４％，合作社经营和公私合营工业共约占３％［５］６０４－６０５。

新中国成立之初，或者说过渡时期开始之时，我国工业的基本状况就是这样。轻工业是穷困落后

的，重工业是几近空白的，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所继承旧有工业的“一穷二白”。
第二，作出关于三年恢复时期后中国工业的水平和性质的基本判断。

经过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２年３年的经济恢复时期，现代化工业获得了显著的增长，国营工业在现代化工
业中获得了优势地位，资本主义工业仍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１９５２年，现代工业占工农业总值的比重
约为２８％，农业、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约为７２％；在工业总产值的所有制构
成中，国营工业约占５１％，资本主义工业约占４０％，合作社经营、公私合营工业合计约占９％。

虽然３年恢复时期现代化工业取得了很大进步，我国仍然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拖拉机、汽车、飞机
都不能自行制造，没有现代国防工业。１９５２年，钢产量平均每人约２．４公斤，只相当于苏联的１／６３，棉
布产量平均每人可得约９米，相当于苏联的１／３强［５］６０５。

第三，第一次全面定义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科学内涵。

以“三个使”全面定义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３个方面的科学内涵。一是使我国拥有强大的重工
业以独立自主地装备各个工业部门，二是使现代化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三是使社会主义

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５］６０５。第一、二项是从生产力角度下定义，第三项是从生产关系角度下定义。

所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涵，既包括生产力的规定性，也包括生产关系的规定性，是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内在统一。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规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涵，符合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方法，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方法。

第四，把社会主义工业化，明确为中国工业化的本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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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卷 冷兆松：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理论和政策的开创

中国工业化首先必须发展国营工业，并发展国营交通运输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农业、手工

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保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不断增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

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５］６０３，６０８－６０９。

第五，以“四个就可以”，说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以“四个可以不”，批判不重视工业

化的种种错误思想。

“四个就可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

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就可以大大发展社会

主义的商业，大大加强工农联盟，并且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财政力量和人民的收入，使全体人民的物质

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有把握地、不断地提高。”［５］６０５－６０６

“四个可以不”———“要批判一切违反总路线的错误思想，如认为我国可以不要工业化、可以不忙工

业化、可以降低工业化速度、可以不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认为工业化对农民和一般人民不利，认为有了

苏联的援助，我国的工业化就不重要等等思想。”［５］６１２

第六，以“一个只有”、“四个如果”，说明我国工业化的启动阶段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基本依据。

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装备工业、运输业、农业等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如果不建立重工业，就没

有现代化国防，帝国主义一定还要欺侮我们。如果不建立重工业，运输业还会停留在破旧状态，轻工业

也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如果不建立重工业，现有轻工业将会因为得不到新装备的后续补充和持续改进

而变得破旧不堪。如果不发展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农民将得不到新式农具和农业机器，得不到更多更

好的化肥，农业合作化和农产品增加这２个方面都必将遇到困难。“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家社会主义
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５］６０６－６０７

“一五”计划期间是我国工业化的启动阶段，根据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以及重工业严重缺失的畸形

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中心和重点是完全正确的。经过“一五”计划重点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

施，我国有轻（工业）缺重（工业）的畸形工业结构得到了初步的修正，因此，１９５７年毛泽东不失时机地
提出“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两手抓的思想［９］１００５，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期间毛泽东提出和发展了在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１０］１２１－１２３。

第七，提出以“两个优先发展”的工业政策，谋求“两个显著增长”的发展目标。

规定“两个优先发展”的工业政策。在“一五”期间，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以求得建立巩固的国防、

满足人民需要和对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必须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个原则下

对各种经济成分实行统筹兼顾［６］３５２。

谋求“两个显著增长”的发展目标。通过“一五”计划的实施和完成，“不仅将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有

巨大的发展，现代工业在工业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有显著的增长，而且将变更各种社会经济成分之

间的关系，即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会有很大的增长，而其他经济成分则相应地缩小其原来在

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６］３５７。

第八，提出以“两个中心”为工业发展重点，把国民经济推进到现代化的技术轨道上。

“一五”计划规定，不但要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为中心，而且要以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为“工业建设计
划的中心”，以便“创造现代化的技术基础”，“把我国国民经济从技术极端落后的状况推进到现代化技

术的轨道上”［６］３６４－３６５，４８６。

第九，作出关于苏联经验、装备和技术援助的评价。

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先进经验是我们可资借鉴的榜样，与此同时，我们也直接得到了苏联装备的

支持，直接得到了苏联专家的技术援助。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我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有利

条件［５］６０７－６０８，６１１。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总结说，从１９５６年４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国自己的建设路线，“认真学习
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１２］３６９－３７０，３８０。１９６３年、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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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毛泽东多次论述和发展了这个观点［１０］３３８－３３９，［１１］１０６。

以上九个方面，是由毛泽东主导和领衔完成的中共中央的集体之作———总路线宣传提纲和“一五”

计划这两篇文献，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和政策的开创性贡献。其中的多个方面，至今对我们还有

启发和指导意义。篇幅所限，仅举一例。１９９１年７月１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时讲了３个方面，其中的第一点
说，由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是从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虽然经济建设经过几十年努力取得

了巨大成就，但是仍然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１２］１５１。这里所说的旧中国一穷二白

的经济基础，这个客观的历史判断是在总路线宣传提纲之中就明确了的。

四　结　语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折腾，我国工业和经济

总体上保持了高速增长，不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所无法比的，也是许多工业化国家所不及的。

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迈入工业化初期阶

段，实现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大跨越，为改革开放后工业经济进入腾飞期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预言：“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
会主义工业国。”［１３］１５６这位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创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一代伟人的预言，是可靠的———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
在中国工业化成就辉煌之时，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与毛泽东带领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与政策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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