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毛泽东跃进经济战略思想 

文/金亨煜 

   一、毛泽东跃进经济思想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有这样一段开天辟地的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
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
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是对“大跃进”最精辟地表述。在毛泽东看来，西方
也有许多次大跃进。此语境的关键语意是，对“老路”、“爬行”的否定，对“打破常规”、“先
进技术”、“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的肯定。这一思想是崭新的，其中包含的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
意志是斯密、哈耶克等人无法攀登的。无疑“大跃进”的思想对落后国家具有特殊的意义，是毛泽
东对人类经济思想的独特贡献。中国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许多次经济起飞和科技起飞，
从“两弹一星”到“神六”；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到“杂交水稻”，包括现在提出的“跨越式
发展”都是对“大跃进”的描述。 
   跃进的背景历史是毛泽东对当时国情的基本判断：中国是个大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是一
个农业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
造。……我们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
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
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这种共同
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
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这就是说
“大跃进”的必要性是在与西方和苏联对比后形成的强烈反差中陈述的。“制度”与“计划”是它
何以可能的依据，它的本质是“共同富裕”，目标是“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 
   二、毛泽东跃进经济思想的战略构思。 
   （一）科技 
   1．“最先进的技术” 
   毛泽东对西方和苏联的国家建设有深刻地洞见，他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
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最先的进技术”与“最先进的国
家”联接，既是因果关系，又是手段——目的行为，并且还强烈地表达了只有技术的跨越才能完成
“赶上”的目标。 
   2．“技术革命” 
   毛泽东“技术革命”的概念是对西方工业革命的直译，二者也是因果，显然，中国的工业革
命的实质是一场技术革命。毛泽东将“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作了区分。一般小的技术改革，
叫作技术革新；而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改革，从而产生了广泛、深刻影响的，叫技术革命。  
   3．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这实际上提出了自主创新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国家的重要职能。“科学
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
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
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同时发展科学技
术作为三大革命实践运动之一，也是检验政党政策的一项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
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
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为此，毛泽东把中国经济建设解释为
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时期，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
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
历史的新时期。” 
   由于这些都是在““封锁”的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取得的，因此，中国已经形成了自主创新
方面强劲的科研能力，虽与西方还有一定差距，但已成为科技大国。如果能继承毛泽东确立的“自
主技术核心”的国家战略，现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窘境”。“我国单件衬衣出口的平均赚头只有
30—40美分，也就是说，8亿件中国制造的衬衣才能换回一架空客A380。……由于低端产品数量很
大，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中国的产品处在中低端，……我国几乎全部的
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80%的石油化工制造装备、70%的数控机床、95%的医疗装
备依赖进口。”毛泽东认为，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有四个方面。 



 

   1．向外国学习，对外开放。“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
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表示中
国在许多方面要向日本学习，如钢铁、化学肥料、特别是造船业。1970年6月24日毛泽东会见苏丹
政府代表团。关于苏丹建设，他指出：可以进口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训练科学家、工程
技术人员，也要自己搞。 
   2．培养和依靠科学家。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只有研究机构22个，研究人员200
人，既每1125万人口中只有1个科研机构，每70万人口中只有1名研究人员。1952年底全国科技人员
仅有42.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科技人员。为此，毛
泽东提出“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
指出：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
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中国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知识分
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赶超。 
   3．群众运动。建构在群众路线的基石上，认识论和辩证法是它的理论视域，许多“事实”
（如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是它的经验根据。其样态从全局看为大规模，从具体在场看为
“小组”和“能手”它既表现为某些领域的“大”，又表现为许多领域的“小”，是专家与群众结
合的技术革新机制，正如鞍钢宪法的陈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技术革命后，这种群众参与
技术革新得到了更加广泛地开展，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4．规划。1956年提出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有重要的科技研究任
务57项，共有研究课题600多个，主要任务于1962年提前完成，建立和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
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领域。1962年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3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安排了重点科研项目374项，其中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项目333项，占
89%，基础研究项目41项，占11%。 
   5．投入。科研支出总额占财政支出：“一五”时期1.1%，“二五”时期4.3%；1963年—1965
年5.8%；“三五”时期4.3%；“四五”时期4.7%；“五五”时期5.0%；“六五”时期5.8%。“五
五”时期还低于1963年—1965年的水平，“六五”时期也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占国民收入支出：
分别是：0.4%；1.8%；2.0%；1.4%；1.6%；1.7%；1.6%。考虑到国家财政和国民收入等方面的实力
差距，毛泽东对科技投入的重视大于后来的领导人。 
   这五个方面结合成互动机制，在加上“劳动竞赛”，形成了““信念”、“激励”的机制，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 
   （二）速度 
   超出一般的速度，获得较快的发展，意味着时间的缩短，客观时间向主观时间的转换，“一
万年太久，只争朝气。”毛泽东对工业化的速度问题作过多次地表述。“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
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
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
工业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相对地较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而
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却快得多。上海解放后十年共投资二十二
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二亿元。上海原有工人五十多万，现在全市工人除了已调出几十万人
外，还有一百多万，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
到工业基础差的地区的速度问题更加尖锐。”当然，速度不是面面居到的速度，而是中国工业化道
路安排下的选择性的速度。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前提下，速度重点指向了具有战略性重工业、
技术密集型工业和基础设施。 
   （三）节奏 
   毛泽东指出：“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毛泽东
认为经济可以波浪式发展，既是不平衡到平衡的交替。不平衡阶段主要是发展，平衡阶段主要是对
问题的纠正，也包含休养生息。当然，二者不是分割的，是互为包容。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主要经历
了大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五时期”。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基本建设投资588.47亿元，新增
固定资产492.18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595个。 
   第二阶段：“大跃进时期”（二五时期）。基本建设投资1206.0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861.82
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581个。 
   第三阶段：“文革十年”（三五、四五时期）基本建设投资3116.42亿元，新增固定资产
2157.40亿元（统计到1977年），全部建成大中型项目1691个（统计到1977年）。  
   这三个阶段共计：基本建设投资4910.98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511.4亿元（统计到1977年）；
全部建成大中型项目2867个（统计到1977年）。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的构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方国家用一百多年完成
的工业革命，中国仅用了二十多年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这就是大跃进。这一事实证实了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毛泽东用“制度”加“计划”开创了“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新时代，完成了中国人实
现国家工业化的梦想，奠定了再创经济社会辉煌的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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