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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内外敌对势力就预言：“共产党只能领导群众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
但他们不懂经济，在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问题和人民群众的吃饭问
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们又经常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长期发展
缓慢”等等。 

然而事实如何呢？ 

新中国50多年来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中华民族正在振兴和腾飞的现实，最终证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
各种奇怪论的彻底破产。 

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很显然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是令世人瞩目的。20多年来，国民经济增长己翻了两番
以上，年均增长达到9%，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己超过十万亿元，位居全世界第六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
量都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的状况基本结束，大多数居民达到了小康。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局
面下，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外商纷纷抢滩中国，它最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共产党解决不
了经济问题”的谎言。 

然而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成就并不是孤立的、从空地上取得的，而是社会主义事业长
期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长期实践探索、艰苦创业的结果。只有从党的整个实践探索过
程和新中国历史发展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说明中国的成就和振兴。有人企图否定和割断党和国家的历
史，把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抹得一团漆黑，把共产党的历史说成是“不断犯错误的历史”，尤其是经济
上“长期发展缓慢”、“停滞不前”、“被耽误了二十多年”，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走上正道”。
有人还把中国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的结果”。这些观点都是极其荒谬、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的。正像有人吃了十个饼饱了肚子，而他却只对最后两个饼有吃饱的感觉而不知道前八个饼的作用一
样，是十分无知、可笑的！ 

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讲：“我们仅用了半个多世纪的
时间，不仅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我国的经济实
力、国防实力、科技实力明显增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领域的许多方面进入了世界先进行
列”。他的这一概括是对于5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整体来说的，既包括改革开放以来22年的发展，也
包括改革开放之前29年的成就，其评价是全面的、客观的。 

由此说明，正确地评价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建设的成就，对于正确认识党和国家的历史，包括改革开放的
历史，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为此，谈谈以下粗浅
看法。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在领导整个中国
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共产党都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重要奋斗目标和
任务，并且在各个时期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
产力的过程，二者是完全统一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就提出了明确的经济组纲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
田”，发展生产。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例如，在30年代初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
期，毛泽东就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等著名讲话，把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等作为革命的一项重要
任务。当时，根据地有大批干部专门从事经济工作，并成立了“对外贸易局”等专门机构，使根据地经
济有了迅速发展。又如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发动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开创了自力更生、克服
困难，发展经济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当时发表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全面阐明了我们党发
展经济的总方针和各项政策、办法。抗日战争以后，共产党在各解放区领导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
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掀起生产高潮，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当时就连到过革命根据地和解放
区考察的某些西方记者、官员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状况都表示赞叹。可
想而知，如果没有发展经济的正确方针、政策及其取得的成就，没有使广大劳动群众生活问题得到一定
解决，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9年6月在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毛泽东英明地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他进而号召全党：必须“尽
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还说
“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
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共产党人“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当时
有大批干部转向经济战线和城市管理工作。 

建国后，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那种生产破坏、社会混乱、经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共产党领导广大
人民一面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剿匪、镇压反革命等斗争，一面开展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大
力恢复、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兴利除弊，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胜利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根本好
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通货膨胀、工厂停产、工人失业、治安混乱等严重局面很快得到整治，人民生活
安定。旧中国遍布各地的乞丐、土匪、娼妓、会道门组织等很快绝迹。建国初的实践，充分显示了共产
党人在处理各种复杂矛盾、领导管理经济和治理国家方面的杰出才干和惊人的工作效率。1952年全国工
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年均增长21.1%，比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历史最高水平增长20%。主要
工业产品产量绝大多数都超过了建国前的记录。 

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之后，1953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并逐步开展了农业的
互助合作化和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随
之而来的便出现了经济大发展的局面。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超额完成。1957年与1952年相比，
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8%，年均增长率为10.9%。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例如：钢增长296%，煤
增长96%，粮增长19%，棉花增长26%。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
23%，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改变封建落后的生产关
系以及腐朽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上
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事实说明，共产党在历史上领导的革命和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与发展
生产、实现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从没有离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反都促进了生
产力的大发展。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怎么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确立劳动人民的
主人地位？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怎么能开展国家工业化建设？又怎么会有生产力的迅速发
展？有人提出“告别革命”、“取消阶级斗争”，把革命和阶级斗争同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把
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割裂开来，这是根本违背历史逻辑的，更是一种完全脱离社会实际的主观臆
想。 

三十年的伟大成就 

从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近30年的时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起伏曲折、艰苦卓绝的
一个时期。正是在那个时代，老一代创业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生产条件
的改造，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积累。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所面临的社会贫困落后状况是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的：农业上完全是
“靠天吃饭”，产量极低。江河水患频发，旱、涝、蝗灾害每年不断，各地农民讨荒要饭的相当普遍。
工业更是少得可怜：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有一点轻工业外，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工业。国内使用的许
多工业品都是外国制造。那时有许多物品都带“洋”字：“洋车”、“洋房”。“洋面”、“洋布”、
“洋火”、“洋烟”、“洋油”、“洋糖”、“洋钉”、“洋鞋”、“洋袜”等等，就是一个明证。国
民党政府从大陆逃走时带走了几乎全部金融资产，黄金277万两，银元3526.9万元等，这虽然造成了后来
台湾“经济腾飞”的神话，但却使大陆断绝了经济发展的资金这一重要条件。使建设不得不在真正的
“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然而，新的建设只用了二十八、九年的时间，就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式的变化。到七十年代未，中国
就成为一个拥有大型的石油、煤炭、电力、钢铁、机械制造。航天、航空、原子能、化工、轻纺业等基
地、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能够自己制造汽车、火车、喷气式飞机、原子弹、氢弹、万吨级远洋巨轮、
电子计算机等重型产品的工业国家，成为能够发射运载火箭、卫星等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科
技大国。农业上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兴修了许许多多大型工程，变水患为水利，使农民千百年的
梦想变为现实。农业生产力由过去肩挑手推、人拉犁子状况发展到拖拉机田间跑、柴油机和电动机村村
有，土地畦田化，大部分农田用水浇、施化肥的新阶段。如此巨大的发展变化，仅仅是在不到30年的时
间实现的，这种奇迹在中国千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 

期间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是十几倍或数十倍的增长。仅以1950年至1980年的变化为例： 

（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党中央曾明确提出“按既定方针办”；1978年12月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但各项经济政策的颁布及其贯彻实际上是在1979年、1980年之后才逐步开始
的。因此，这里的资科引用到1980年当无大的出入。） 

石油由20万吨增至10595万吨 



煤炭由 4292万吨增至 6.2亿吨 

钢铁由 97.8万吨增至 3802万吨 

发电量由45.5亿度增至3006亿度 

水泥由 141万吨增至 7986万吨 

化肥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 

机床由 0.16万台增至 13.4万台 

棉纱由32.7万吨增至 293万吨 

棉布由25.2亿米增至134.7亿米 

自行车由2.l万辆增至1302万辆 

汽车由0增至22.2万辆 

拖拉机由0增至9.8万台 

手扶拖拉机由0增至21.8万台 

铁路机车由 0增至512台 

化纤由0增至45万吨 

电视机由0增至249.2万部 

缝纫机由0增至768万架 

手表由 0增至 2216万只 

农业上主要产品的产量，从1950年到1980年的增长也是大幅度的。例如： 

粮食由2494亿斤增至6364.4亿斤 

棉花由44.45万吨增至270.7万吨 

油料由297.2万吨增至769.l万吨 

糖由24.2万吨增至257万吨 

茶叶由 4.1万吨增至 30.4万吨 

生猪由 5775万头增至 30543.1万头 

大牲畜由6002万头增至9524.6万头 

水产品由44.8万吨增至449.7万吨 

其中粮食等产品的年均增长还大大高于改革以来20多年的年均增率。 

到70年代末，我国的钢铁、石油、煤炭、粮食、棉花、棉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就进入世界前列。
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
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六经济大国（不包括前苏联）。 

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是574.8亿元，而到1980年就达6619.0亿元，30年
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8.5%。其中工业总产值由191.2亿元增至4992.0亿元，增长25倍多，年均增长
11.5%；农业总产值由383.6亿元增至1627.0亿元，增长3.2倍，年均增长4.9%。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同改
革开放之后的年代相比也不算缓慢！ 

这里顺便提及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翻番增长，GDP增幅很高，但由于资源浪费惊人、银行
不良资产极大、弄虚作家和腐败等原因，造成经济运行质量远远低于六、七十年代。据中国科学院中国



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研究员表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世界排名仍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
样，仍是第六位。2001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不到4%；比六十年代还低一些。足见中国历史上的实际增长
比统计数字要高得多。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差别时称：“中国对
印度的相对优势是改革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产品经济，或者说是实物经济。生产目的直接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
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当时一个明确的方针就是“发展经济，保证供应”。干部群众根本不知道GDP为
何物，也全然没有什么“挣钱发财”的观念，这与改革后的发展类型具有实质性的区别。然而有些经济
学家却以GDP的核算体系和指标来否定过去的成就，得出“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缓慢”的结论，这实在是
幼稚可笑的！ 

其实，即使以 GDP的核算方法和指标来推算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也是不低的。根据张风波主
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一书推算的结果，我国的GDP1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
3488.6亿元，26年间增长了4.12倍，年均增长率是6.5%。尤其是这种增长是一种低消耗、低成本、没有
泡沫和“豆腐渣工程”的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
见，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的年均增长的速度。若以社会总产值计算，1949年至1978年，由 557亿元增
到 6846亿元，29年间增长 11.29倍，年均增长达9%，就更快。 

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GDP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在50—60年代为4.8%，70年代为3.4%，80年代为2.9%。
其中属于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60年代为4.9%，70年代为3.2%，80年代为2.6%。都比
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增长速度低得多。而且我国在那30年还包括了“三年困难时期”生产一度绝对下
降的情况。如果只看正常年景其增长速度就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1966～1978年的“文革”时
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还达6.62%，仍比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高出许多。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又是在当时国际环境恶劣、战争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
毛泽东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和失业，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时代还留
下大量外汇储备，截止1977年共有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和外汇储备23.45亿美元，（70年代毛泽东逝世前
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成套的工业设备），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准备了条件。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说：“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
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
出现了。”“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
定了根本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现将1951—1980年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工、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列表对照如
下： 
国别 工业（%） 农业（%） 
中国 12.5 4.0 
美国 4.0 1.6 
苏联 8.6 3.1 
日本 11.5 1.7 
德意志联邦 5.8 1.9 
英国 2.3 2.3 
法国 5.0 2.5 
印度 5.9 2.6 

从以上数据中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工农业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最快的。试问右派人士和主流经济
学家：你们有何事实根据得出所谓“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缓慢”以及“社会主义没有解决经济问题”的
结论呢？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右派在历史上向来是以埋怨“社会主义建设走快了”、反对“操之过急”为其主
要特点的，但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们却又转而批判毛时代“经济发展缓慢”、“长期停滞不前”。如此
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其目的是什么，岂不是值得人们深思吗？ 

在崎岖中前进——正确认识发展中的失误和挫折 

勿庸置疑，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曾出现过挫折，以至造成某些年份的增长倒退和停滞。这主要
有两次：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的操之过急、盲目跃进和浮夸风的错误，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
年困难时期”；二是1966—1976年“文革”期间的个别年份。但是必须看到，在每次失误和挫折之后，
党中央都吸收教训、认真克服错误，制定“调整”、“改革”方针，从而很快使经济出现新的蓬勃发展
局面。因此从大过程看中国经济仍是快速发展的。 

在“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减3%，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此期
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发扬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精神，在还清了苏联外债、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事业的同时，很快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好



转。1964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
伟目标，大大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积极性。1963—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7%。农业、工业
主要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如：1965年粮产量达到 3890亿斤，比1960年增加 1000多亿斤，接近
1957年的最高产量。棉花产量比1957年增加 20%以上。钢产量比 1957年增长 1倍多。我国依靠自己的力
量，建立了石油工业基础，1965年原油产量达1131万吨，实现了全部石油自给。1965年国民总收入比
1957年增长52.7%，职工平均工资比1962年增长10%。出现了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的景象。 

在“文革”期间的1967、1968两年，我国经济分别比上年下降9.6%和4.2%。然而需要提出的是，从“文
革”十年的总体看，经济仍是显著增长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
业总产值增长79%，年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年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总额增长
53%，年均增长率为4.9%。十年期间，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还多，即从1965年的1402亿元增长到1976年的
3207亿元，约增长1.3倍。应该说这样的增幅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相比并不算小。从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
量看更是大幅度增长，如：钢增长2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化肥
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 

在六、七十年代尽管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了经济建设。相反，
当时党中央对工农业生产、经济和科技工作抓得是很紧的。著名的“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
上去”的方针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及“三线建设”战略部署等都是在那时提
出和开展的，许多大工程、大项目、大建设，包括“两弹一星”等都是在那时完成的。这期间中国基本
上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
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农业上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化、机械化发展步子很
快。经济上迅速发展的客观事实不容抹刹。 

有人以“文革”时期共产党领导上犯错误，而全盘否定那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否定在党的领导下
我国经济建设和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一切有进步意义的事情，这是违反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看问题的原则的。其实，即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面批判“文革”的基础上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也承认：“由于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
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
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成就”。邓小平说：“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
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
地”，“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
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也说：综观“1966年至1975
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 

虽然这些肯定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讲得并不十分有力，但当邓小平在讲到国防科技上的成就时就明朗得
多了。他特别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
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其实，当时中国在“两弹一星”上的重大成就并不是孤立
的，而是整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以及知识分子和人才政策的综合体现，如果毛泽东和党中央
当时没有对科技事业和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没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怎么
会有“两弹一星”的成功！ 

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具有开创性的事业，在波浪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包括出现失
误，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必然现象。那种要求发展只能风平浪静、直线上升的想法才是真正的不切
实际的幻想。在改革开放中不是有个响亮的口号叫“摸着石头过河”、“允许改革失误、犯错误”吗？
为什么有人竟那样苛求老一辈创业者？与之相比后人所犯的错误难道还小吗？ 

国家的发展、振兴本是一个统一的前赴后继的过程，缺少哪一个阶段的创业都是不可能的。在一定意义
上说开头创业的经验还更加宝贵、更具有根本性。为此必须坚持历史的、联系的和整体性的观点。正确
对待历史、尊重前人的功绩这是对任何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人的起码要求。那种割裂历史、贬低前人
而褒扬自己的做法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 

某些西方政治家、经济学家总是大讲“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奇迹”。然而他们对发达国家
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不可计数的经济危机、衰退、停滞以及社会动乱却似乎是忘记了。仅以
1929—1933年的一次经济危机、大萧条为例，英、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下降都在32%—
56%之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倒退了20年。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问题都不在话下。
战后5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也不过百分之三、四，它远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速
度。对于那些属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在贫困中挣扎的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相反，中国却以50多年
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走过的路程，其发展速度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西方政治家、
经济学家总是以偏见看问题，这应为一切正直、公平的人们所不齿。让那些诅咒共产党失败的人们一次
次地尝受失败吧！ 

一条崭新的、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 

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右派时常散布一个论调：“毛泽东不懂经济”。对此论工农群众只能嗤之以鼻。敌对
势力和右派在这里所谈的“经济”，其实是指西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此路



只能导致两极分化，是一条通往资本主义的老路。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
国家里，必须开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且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质条件匮乏的国家，如果实
行西方经济模式也是当时社会条件不允许的，只能是一条“扬短避长”、跟在别人后边慢慢爬行的路
线。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除了“人”什么物资条件都缺少的国家。然而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人
又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人不仅是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且是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任
何生产经济活动，从管理者到劳动者都是人的行为。因此，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调动人的力量、依靠
和发动群众搞建设，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强大优势。这同那种依
赖金钱物质、少了钱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庸俗经济论形成显明区别。 

人的积极作用当然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例如在一个一盘散沙式的私有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广大
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从私有制和
受剥削的地位中翻身解放出来，而且又逐步走向集体道路，广泛地组织起来，建立起了一个公平、互助
的社会关系，这就为人民群众的群体力量的发挥创造了充分条件。在一条正确路线指导下，必然产生排
山倒海、改天换地的力量。这也正是毛泽本经济模式的核心内容。 

具体阐述以下几点： 

第一、毛泽东经济模式的核心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尤其是以广大工农群众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和主要
动力源泉。 

毛泽东认为，在一个经济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其直接途径和目标就是实现人民群众
的集体富裕，不断满足其物质文化生活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根本不需要采取那种先“让少数人富起
来”、走一段剥削路程、然后再“让先富带后富”的迂回曲折的途径。少数人发家自富只能是退回到旧
中国。集体发展没有资金、缺乏物质条件怎么办？人民群众、劳动者阶级本身就是财富和资金的创造
者。世间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没有资金就用集体的力量和大家的双
手直接干起来；没有洋设备就用土法上马；缺少专家、权威就广泛吸取群众的智慧。老百姓有句话：
“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待将来什么时候有了钱再搞。由此，创造出了广泛发动群
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保证供应的经验，以及像“大寨”、“大庆”那样的创业道路和
“鞍钢宪法用样的先进管理模式。 

第二、坚持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帅经济，批判金钱物质利益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观念。 

从来的发展观念都是就经济论经济、把实现眼前的物质利益和享乐视为中心。与此不同，毛泽东把社会
基本矛盾的理论和唯物辩证法思想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中，正确揭示了经济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政治与经济、人与物等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了先进政治对经济的巨大指导作用，突出了人在经济
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鄙视并抛弃那种以“物”、即金钱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无产阶级政治
实质就是坚持广大劳动群众的集体利益和共同富裕，反对少数人谋私，就是破私立公、批判资本主义。
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我们看到，传统“经济人”、唯福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庸俗经
济观念即使在当代西方社会也被认为是一种陈腐、有害的东西，这种发展观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
是不可取。在毛泽东的论述中，贯穿着大量批判“业务挂帅”、“物质利益刺激”、“机械唯物论”和
单纯经济论的思想，同时提出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统帅”、“政治挂帅”、“人的因素第一”、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一系列著名论断。
在一切生产建设中领导干部必须走向第一线，严格实行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劳动、与群众“三同”的制
度等，这不仅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人本身的力
量。 

第三、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平衡协调发展。 

计划经济与客观规律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正是计划经济提供了人们依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自觉主动地
驾驭、管理经济生产的可能，从而按各方面的需要而合理地配置资源，实现平衡协调和快速发展，减少
浪费、提高效率。人们看到，无论在任何体制下，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不平衡以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都
是会不断出现的，计划经济当然也不能避免。不断调整和处理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正是执政党和政府
领导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正确阐述了处理经济发
展中一些重大关系的原则，其核心问题是研究探索经济内部的相互关系、尊重客观规律、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加快经济发展。这一思想在后来实践中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一
些基本的经济关系从60年代后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在
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散、政府与生产单位（企业）、计划与市场、供与求等矛盾关系和产业结构、比
例的不断调整中前进的，其中有几次大的调整和整顿、变化还比较大，称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在经济发
展的目标、结构、比例关系、管理制度、方针政策等方面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五年计划”是与原来固定
不变的。相反，一直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争论、调查研究、调整改进中不断前进的。毛泽
东时代的经济真正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富于变化的模式，一直是在跌宕起伏中前进的。它从来没有
出现过不可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除了1958—1959年一次之外，从未发生过大的波折。长期以来，主流经
济学家们指责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是一个“僵化”的、“落后”的、无效率的模式，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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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颠倒。 

第四、关键是抓好整党，反对和平演变，防止领导体系以权谋私和向旧官僚制度蜕化。 

毛泽东在观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中清楚地看到，执政党的性质变化对社会主义事
业的成败是决定性的因素。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由于党的领导层的换代更新，这必然使执政
党发生和平演变的趋势，并因此而改变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和性质。无产阶级执
政党如果变成修正主义，产生官僚体制和特权集团，那么公有财产和计划经济被少数官僚权贵利用起来
将十分直接和方便，那就必然变成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剥削广大工人农民阶级的工具，使旧社会那种富人
与穷人、权贵阶层与平民相对立的现象重演。如果领导者不是大公无私的，那么他也不敢和不能放手发
动群众，从而失去了各项事业发展的生机和动力源泉。 

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危险来自共产党内部，尤其是掌握领导大权的干部。要防止他们
通过改变党的马列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办法来改变工人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改变公有制的性质和
发展方向。为此，他创造了通过发动群众整党整风的办法，来不断揭发和批判党内的腐败和黑暗面。差
不多是三、两年一次地搞政治运动，积极开展思想、路钱上的批判和斗争。此外对各级领导干部还实行
每年深入工厂农村参加劳动的制度、与群众实行“三同”的制度，废除一切党政机关的特权待遇，实行
干部与工人相当的工资制等。当时的干部真正能坐在机关的时间很少，基本上是经常自带铺盖卷在下面
蹲点、搞运动。的确把干部整治得很苦。以至于有些人宁可在工厂当工人，也不热衷于去机关工作。尤
其是毛泽东当时还给予群众“四大”的权力，以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的作用；还实行从工农群众中提拔
干部的制度；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斗争、实行相互监督的制度等。这一切措施都有效地制止了和平演变
趋势的蔓延和领导阶层向旧官僚体制的蜕变。那时问题虽然也不少，但各级领导机关基本上是廉洁、高
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搞腐败和特权的很少。 

看起来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精力都是在政治和思想斗争上，而实质上这正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保证
工人农民利益和地位的最根本的问题，更是真正实施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可想而知，在一个
官僚腐败集团或“走资派”把持的集体里，即使实行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对于工人农民来说还有
其真正的意义吗？还能长期保持得住吗？ 

实践说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劳动人民实现自身利益和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根本保
证；计划经济是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发展手段，是能促进生产力快速、高效发展的。然而，这里必须有一
个前提，即其领导管理者动机也必须是“公共”的而不是自私的，否则是不可能的。——这本来也是社
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题中应有之意，并非过高的要求。——这就是说，领导决策核心及其所把持的政治、
思想、教育、组织、党的建设等上层建筑领域是否继续保待其先进性和人民性、不搞以权谋私以及发生
向旧官僚体制演变，这才是根本的、实质性问题所在。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成为毛泽东晚年所探索、
力图解决的课题，形成毛泽东模式的一个突出特色。 

这里清楚说明，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决不是仅仅由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构成的，而是加之领导机构的革命
化（反对以权谋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多种要素共同架构起来的，
是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相统一的模式。如果离开后者，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不会孤立发挥优势和长期
保持得住的，因而更有其决定意义。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真正做到以公心执政，才能
在决策和管理中真正从民众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出发，使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从而造福于民。在这种条
件下，即使保留某些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成份，也会从政策上得到正确的调控，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相
反，一旦领导集团出了像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人物，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便成了任人瓜分、抢夺的蛋
糕。要知道，任何经济制度和机制本身都没有自动保护的能力。 

在新世纪、新形势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即承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和历史创造者地位，把实现人
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和社会全面发展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看出，这与
毛泽东的经济模式和观念具有根本一致性，是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而同那种让少数人先富、急功近
利、以物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要钱不要人的发展模式形成显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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