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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

思想考察（１９４９－１９５６）①

徐涛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建国初期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期，毛泽东根据我国革命形势和经济发
展需要，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和工业建设的基本方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毛泽

东明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工业发展战略思想，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

件；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计划经济，在重工业、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

了具体的政策主张，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理论保证，对于理解当今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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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
百多年可谓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任何

一个为之心痛的中国人回望这段历史，难免会反

思，会追问这段历史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身处这段

历史之中的有志之士更是急于寻找原因，探求改

变局面的道路。可以说，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前还是之后，这段历史时刻警醒着每一个

怀着中国梦的人。反思与建设是永远的主题，建

国初期如何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怎样才能实现工

业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一直是毛泽东工业发展

思想的重点。

一　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发展
战略的初步思考

（一）建国初期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情况

在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业和经

济已面临全面崩溃的境地，留给新生的中国人民

政权的是一个又穷又烂的破摊子。建国初期工农

业生产特别落后，人们生活困苦，特别是工业基础

十分薄弱。到１９４９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近代工

业只占 １７％，年产铁 ２４．６万吨，钢 １８万吨，煤
３０９８万吨，棉布３０１８万吨。这个经济水平不仅
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就是和印度相比也相差甚

远，１９５０年印度人均收入是６０美元，而中国只有
５０美元①。面对严峻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形势，如
何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稳定经济形势，是摆在毛泽

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新生

的人民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

（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工业发展的战略

思考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根据我国革命

形势和经济发展需要，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和

工业建设的基本方针。

第一，提出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主要内容

的工业发展指导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

务》是毛泽东于 １９４７年发表的文章，其中提到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要求实现公营经济、私营

经济的共同发展②。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

此作了总结概括，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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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互助、内外交流”①。

第二，提出“两没收，一保护”方针，确定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毛泽东在《目前形势

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没收蒋、宋、孔、陈为

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没收封建

阶级的土地全部归农民所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

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②。同时，将新民主主义工

业经济成分进行了全面扩展，即将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的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种经

济成份，扩展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人经济、个

体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形式。在

１９４５年 ４月党的七大书面报告中，毛泽东强调，
要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

问题，要进一步搞清楚，并彻底放弃民粹主义思

想，放弃那种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由封建

经济跨越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想法③。１９４８年 ９月
８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指出：
“脱离工业，只依靠农业来发展社会主义，这是破

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④１９４８年 ７
月，《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对农业社会主义

思想这种平均主义思想提出了批评，指出直接实

行社会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错误所在⑤。

第三，提出建设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毛

泽东高度重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并在新中国建

立前基本形成了有关中国工业化的理念。他认

为，工业化是加强国家整体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的基础。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后，要有步骤

和措施，逐步建立重工业、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

国转变为工业国⑥。１９４７年 １２月，他在《目前的
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强调，在政治、经济

和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改革后，要由农业国变

成工业国。１９４９年３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
东指出，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我们的重点就是集中

所有力量推动生产进步和发展，变落后的农业国

为先进的工业国，在此基础上把我国建成一个伟

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生产技

术、管理方法，以推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的工业
发展战略思想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至 １９５２年底是国民经济恢复
时期，又是巩固政权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进行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准备阶段。面对建国后经济的

极端落后和严峻的经济形势，毛泽东明确提出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工业发展战略

思想，以此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巩

固人民政权，改善人民生活，并为有计划的社会主

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

（一）新中国对官僚资本的国有化和建立大

工业基础的战略部署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就提出取缔官僚资本的

要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大银

行、大工业、大商业应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进一
步提出，要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

归新中国所有，并把它列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

纲领之一。１９４９年 ４月２５日发布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布告》中曾具体规定：“凡属国民党反动政

府和官僚分子所经营”的企业，“均由人民政府接

管”。人民政府对待官僚资本企业与对待国民党

政权机构不同，不是打碎它的组织和机构，而是改

变它的生产关系，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在没

收官僚资本企业时，先把它完整地接管下来，实行

监督生产，再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并

对企业进行调整和改组。人民政府在很短时间

内，就把全部官僚资本企业转移到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家手中，如在工矿企业方面，没收资源委员会

所属的钢铁公司８处、煤矿４３处、电厂３８处、油
矿２处，连同其他机构，共２９０个单位；中国纺织
建设公司所属 ６４个工厂，拥有棉纺锭 ２００余万
锭，织机近４万台，都先后被接管。１９５１年 １月
人民政府公布《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对隐

匿在一般私营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股份也进行了广

泛的清理，并予以没收。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

国家。毛泽东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６日首次出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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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这次出访的目的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

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向苏联寻求帮助，并就中苏之

间的条约问题进行谈判。访问期间，毛泽东、周恩

来与斯大林进行了多次会谈和磋商，苏联最终决

定废除１９４５年与国民党签订的旧条约。１９５０年
２月１４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
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关于苏

联给中国贷款的协定》。苏联贷给中国３亿美元
用于购买发展重工业的设备并确定第一批援助项

目５０个，由此拉开了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的序
幕。这次访问，对于刚刚建立的共和国具有重要

意义。１９５２年周恩来率队访问苏联，就新中国工
业化发展建设的问题进行商讨，最终由李富春和

米高扬代表两国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

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确定在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９年
援建我国９１个项目，项目建成后我国可以自主的
生产拖拉机和汽车。第三批项目是 １９５４年赫鲁
晓夫在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确定的，双方签订

了《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

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的一百四十一项

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至此，苏联援

建中国共计１５６个项目。随着这些项目的实施，
我国的工业结构和布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打赢“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平抑物

价、统一财经

面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经济管理能力的质

疑，以及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我们党的中央领导同

志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和安抚民心，积极组织物

价平抑工作。新中国成立不久，上海就多次出现

大的物价波动，甚至在上海物价暴涨期间商店拒

收人民币。抑制价格的关键是稳定上海和其他大

城市的价格，只有这样才能稳住全国。面对这一

严峻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这

一重任交给了陈云，并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０日，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导下，
上海市军管会打击金融投机取得“银元之战”的

胜利，有力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然而上海乃至

全国物价仍保持强劲上涨势头。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决定把上海作为主战场，打

一场遏制物价的“歼灭战”。根据中央政府的统

一安排，在１１月２５日物价上涨最剧烈的那天，抛

售大量短缺物资，同时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征收税

款，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到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又
取得“米粮之战”的决定性胜利。从此，社会主义

国营经济逐步掌握市场主动权，并为国民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准确认识主要矛盾，明确发展的中心

任务

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 ３月 ５日代表中央政治局
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的战

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一步一步

地学会如何对城市进行管理，以及如何发展城市

经济。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

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

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

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

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

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

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如果我们

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

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

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

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

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

毛泽东要求把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

一切工作的中心，正确处理好恢复国民经济同其

他各项工作的关系。同时，全面完成对官僚资本

的没收，建立国营经济，通过这两项重要工作完成

了民主革命任务，并对帝国主义把持近百年的海

关管理权予以收回，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经

济侵略势力。

毛泽东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特别强调恢复

工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

就是发展城乡生产事业。在发展工业生产的过程

中，重点是团结和带领工人阶级，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改变农业比重大、工业比重小的情况，特别是

要加大力气恢复和发展重工业，比如机器设备、大

型轧钢机等的生产等。当时，采取了没收官僚资

本企业，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恢复重工

业为主的同时，也需要恢复轻工业生产，加快纺织

等涉及民生事项的生产。同时，积极建立和发展

国民经济，对国营企业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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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卷 徐涛：建国初期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考察（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依靠国营经济加强对经济计划的调控，充分发挥

好国营经济在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以此为龙

头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

（四）提出“四面八方”重要经济政策，讲究政

策和策略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毛泽东根据实际

情况，提出可以称之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

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

流”。所谓“四面”是指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

个方面，“八方”是指每一面又包含两方，故俗称

“四面八方”①。这成为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

方针。这个指导方针注重实事求是，讲究政策和

策略。针对我国经济成分复杂的特点，实事求是，

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为经济建设服务，围绕国民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明确目标，注重行政手段、经

济手段运用，做到有区别、有步骤，讲究政策和策

略，从而全面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毛泽东在政

治局会议上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

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

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

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

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

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

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

利。”②毛泽东还提到，中国共产党要讲究发展策

略，特别是革命取得胜利后，要防止出现“左”或

“右”倾错误，巩固胜利和新生政权。

这一时期，毛泽东曾在多个场合指明调整工

商业和改善公私关系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要求

通过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国民经济并对其进行改

造，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指出，

要改善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需具备三个必要条

件，在此基础上，将调整工商业当作政府财经工作

的重中之重。他指出：“《共同纲领》的规定，‘在

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

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

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

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

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

思想，必须澄清。”③

（五）明确提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

长期发展战略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 ２９日的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三

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这是关于国民经济

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不久，毛泽东又指出：我

们的情况会越来越好，估计明年整个局势就会变

得清晰。通过几年的发展，我们的经济水平肯定

会不断提高。预计在１０年后，我们的经济会得到
明显改善④。随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工

作的全面展开，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毛泽东

对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时间表有了更加清晰的

把握和规划。在１９５１年２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划明确

概括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其中，

“三年准备”是指用三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发

展。这一表述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

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

（六）取得的成效及经验

经过三年时间的艰苦奋斗，在全国人民的努

力下，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到１９５２
年底，国家财政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农业生产超

过历史最高水平；市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至 １９５２年底，工农业总产值较 １９４９年
增长了 ７７．５％⑤。三年中，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巨
大，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没收了官僚资本，

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

济的领导地位。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生活水

平得到了提高，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大幅提升，农

民人均收入大幅增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也得到

根本扭转，为开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

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在政治上

做出了追歼国民党残敌、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

援朝等重大决定。毛泽东在工业发展战略中，明

确提出将发展生产当作所有工作的重点，平衡好

国民经济和其他工作之间的关系，并且要立足于

我国实际情况，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全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８日。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修订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版，第５２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版，第２４页。
李斯颐：《也谈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消亡的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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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增强我党各方面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

统进行传承，第一时间打击资产阶级的破坏。在

工业和经济发展上，通过采取没收官僚资本，通

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将全国财政经济由

中央统一集中管理，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

制，起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开展民主改革和生

产改革，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发展生产和

合理调整工商业等系列有效措施，不但使新生的

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而且在短时期使国民经济

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的工业
发展战略思考

（一）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奠定了我国的工

业化基础

建国初期，我们党对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

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

间”，即需要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换言之，我们

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恢复和发展才具备从新民主

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但国民经济恢复和

发展的迅速完成，使我们党对从新民主主义向社

会主义过渡的时间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 １９５２
年听取一五计划时，重新提出“用１０到１５年的时
间基本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计

划在此期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我们党在 １９５３年 ６
月提出来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从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

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

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

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

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总路线呢？其实是有原因

的，从根本上看，提出总路线是应国内、国际形势

的发展需要。从国内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民

经济恢复与发展方面是取得一些成绩的，甚至是

远远超出预期。这给我们进行工化业建设和对农

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提供了经验

和条件。从国外情况看，一方面两大阵营的对立

使帝国主义对中国形成封锁、打压之势，快速发展

经济，提升国防实力，来捍卫新生政权和人民的利

益迫在眉睫；另一方面，苏联为我们提供了工业化

建设和工农商业改造的经验，使我国具备了“一

化三改造”的基本条件。虽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的贯彻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急于求成、过快过粗的

问题，并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但总体而言，正是因

为当初贯彻了这个路线，我国才能顺利达成该目

标，才能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中

国的工业化发展打下坚定的基础。

（二）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快速提升社会主

义工业化总体水平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如此急迫地开展大

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是有历史原因的。《关于党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我

国原有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工业发展也比较滞

后，在１９４９年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所占
比例仅为 １７％，并且大多数都是轻工业。就算有
重工业，也是帝国主义所创建的工厂，经济上无法

独立，而且完整性也不高，受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压

迫，工人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及所有民众的核心

任务就是发展和建设经济，让中国从落后的农业

国家发展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因此工业化的发

展就被提上了日程，并且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同样经受住了历史的

考验。

毛泽东认为，要想在短时间内让中国走上工业

化道路，将中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就必须优

先发展重工业。这是从国外发展工业化的经验中

得来的。从苏联工业化经验看，国内外的发展形势

决定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工业化，将

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就必须集中精力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此基础上，适当发展轻工业。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看，走优先发展轻工业的

工业化道路，一般需要５０～１００年的时间才能实现
国家工业化。这与苏联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实现工

业化是有巨大差距的。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也

只有建立起了重工业，才可以使得工业、运输业及

其他行业提供其改造和发展的装备，才可以制造出

属于自己的精密仪器，属于自己的飞机、火车、汽

车，才可以在中国的大地上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

化，改变我们传统的农业发展情况，才可以创立属

于自己的国防工业，屹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不再

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欺凌。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就是以此为中心来确定的。这样就明确了优先发

展重工业的工作中心，其他工作都要以该中心为

准，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关于这个理念，在过

渡时期总路线进行解释时，党中央进行了说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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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任务是

缺一不可并且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如果不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的手工业和农业实行社会

主义改造，而听其自然，那么它们就不但不能认真

地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而且必然会对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事业发生种种矛盾。”①

（三）发展农业生产，满足农业生产的机械化

和工业化需求

关于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关系，毛泽东曾在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进行了精辟解析，指出

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的发展，

众所周知的是，当时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工业化

水平是非常低的，但是国家发展的需求是不断增

强的，那么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差异化是一个非常

尖锐的矛盾，如果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上解

决这个问题，那么就无法解决日益增长的粮食与

工业原料需求和现实中较低产量的农作物之间的

矛盾。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农业发展方面

的困难，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就会失去基础而导

致不可能完成②。

同时从农业发展的机械化操作来看，只有形

成大规模的农业运营以及生产，才会出现非常多

的农业机器生产需求，如农业化肥等，农业产量才

能大量增加。此外还有对于完成工业化需要的资

金，不是一点点，是大量的资金，需要从各方面来

获取，如生产、生活资料、轻工业的生产等等，同时

轻工业的生产也离不开重工业的发展，要想大规

模的发展轻工业，是需要大规模农业和重工业作

为基础的③。

毛泽东的这些分析，立足点是为顺利优先发

展重工业需具备的各方面条件做准备，尤其是对

农业发展等其它行业的重视和发展。

（四）建立健全工业基础设施，完善工业发展

布局

从工业布局来看，很多基础的工业部门在旧

中国都没有，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就陆续建立了。

１９５３年就建成不少工厂，如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
钢厂、沈阳第一机床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北

京电子管厂。１９５７年，不少交通道路、桥梁建成
通车，如青藏、新藏、康藏公路的建成，破解了内地

和西藏之间的交通瓶颈；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贯通

了长江天险。因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都在

内地，使得大批的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起来，从而

改善了旧中国工业过于偏向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

局。从建设速度来看，这个时期国家建设的各种

项目多不胜数，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不但远远超

过了旧中国，就是与同期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相

比也处于领先地位。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取得的一

系列成就，坚定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

心，夯实的了工业化发展的物质基础。

（五）实行计划经济，促进过渡时期工业化

建设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在较短时间内改善人

民生活水平、增强国防力量、巩固新生政权，将我

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只

能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摆在这一道路面前的第一

道坎就是资金不足问题，如果仍然采用之前以市

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么优先发展重工业

和实现工业化只能是一句空话，是根本不可能的。

从体制上来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选择计划经济。

其一是由于苏联的示范效应。苏联同我国一样都

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实施的一系列五年计划取

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毫无疑问，苏联的成功

对我党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然，我们在学习苏联

关于重工业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经验的同时，非常

注重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其二是因为计划

经济体制自身的优越性。第一，计划经济的实施，

能够保持国民经济所有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

方面的基本平衡，保证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第

二，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物力和财力用于

国家建设最需要的领域，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

难题。

１９５２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基本得以恢复，国
营经济取得一定的成效。这种形势下，有计划的国

家工业化建设已具备基本发展条件，这就要求党中

央的认识一定要紧跟发展的脚步。在对实际发展

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充分总结和预测后，我

们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事实证明，这个过渡

时期总路线是正确的。正是从此开始，中国走了属

于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是

自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以后，中国共产党对马

１３

①

②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１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３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３２－４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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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主义理论思想的又一杰出贡献。

（六）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实现社会

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同步发展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工业化为

核心。还在１９５２年，毛泽东即指出社会主义三大
改造和工业化需要同时注重。在国民经济复苏的

任务将要完成时，毛泽东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有明确指示，其主体就是逐渐实现中国的社会

主义工业化，其辅助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

等领域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现代化建设、

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是密切相关、紧密联

系、同步开展的，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发展以工

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思想的重要特色。中国实现

以工业化发展为核心带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其

实是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虽然毛泽东对中

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考有过反复，但是这个时期的

探索仍然卓有成效。

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的贯彻落实，保证

我国顺利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

渡，同时解放并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Ｙｅａｒ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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