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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建国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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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我国尽快地由农业国发
展成为工业国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新中国的经济问题成为当时毛泽东思考
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本文拟对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商品经济
观及对外开放思想作一略述，以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所借鉴。  
         关键词 :毛泽东 ;    资本主义 ;      商品经济 ;      对外开放  
Abs t rac t：After  the New Democrat ic  Revolut ion v ic tory ,  how restores and 
develops the nat iona l  economy,  caused our  count ry  as soon as poss ib le  to  
develop in to the industr ia l ized country  by the agr icu l tura l  country  to  propose 
Communis t  Par ty  o f  China 's  agenda.  The new China 's  economic  prob lem 
becomes one of  most  urgent  prob lems which a t  that  t ime Mao Zedong 's  
pondered.As soon as th is  ar t ic le  draws up af 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at ion 
Mao Zedong t reats  the capi ta l ism the manner ,  the commodi ty  economy v iew 
and the opening to  the outs ide wor ld  thought  does te l ls  in  br ie f ,  has the 
model  by  the t ime to  the soc ia l ism modern izat ion enterpr ise .  
Key words：Mao Zedong   Capi ta l ism   Commodi ty  economy   Opening to  the 
outs ide wor ld  
        一、 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复杂的，其认识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
程。总的来说，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对资本主义总的政策是“利用、限制和改造”。  
         1、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的立场是明确的，是持肯定态度的。
毛泽东同志把私人资本主义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认识到：
“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
国的资本主义。”“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1 ]1950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七
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
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并进一步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团结
的对象，将来他们是要被消灭的，但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
开，更不要把他们作为打击对象。”毛泽东同志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资本主义
的发展开辟道路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是赞成保护、扶持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  
        2、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主资产阶
级具有两面性，在这种情况下，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日益暴露出与国家建设要求之
间的矛盾。建国初期私人资本的投机活动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毛泽
东决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9月
7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谈话时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
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为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提出“三年至五年
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 [2 ]  毛泽东对民族
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已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1956年11月30日，黄炎培
向毛泽东反映说，上海有一些地下工厂和商场，少数人“白天社会主义，晚上资本主
义”。对此问题，毛泽东指出，“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 [3 ]毛泽东
认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
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
起来。”毛泽东认为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时间的“新经济政策”，即可以消灭了
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总的看，毛泽东虽然也认识到资本主义一些好的东西，也提出过要利用和借鉴，
但他在主导思想上对资本主义是否定的，特别是在晚年，更加坚决彻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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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建国后，毛泽东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
对商品经济，毛泽东主张利用、发展，在晚年，他曾有过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言论。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强调“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4 ]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还不能消除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毛泽东认为发展商品经济能够巩固工农联盟。他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
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
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人民。”  
         毛泽东在1958年底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有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
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等，“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
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在
1959年4月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论
断。这反映出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此后，他对
商品经济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1974年10月，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
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
了。”他这里所说的“没有多少差别”，是指商品经济的消极作用。对于商品经济的
正面则没说。在这里，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当成了产
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把社会上小商品生产，自由市场的活跃现象，看成资本主
义的苗子。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商品经济持消极态度。     
        三 、 对外开放思想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主张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经贸关系。1950年，他在苏联出访期
间曾致电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关于出入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德、
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1950年全年出入口
的种类及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 [5 ]  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敌视，建国初期毛泽
东把对外开放的重点放在了苏联和东欧国家。中苏签订了苏联给予中国贷款三亿美元
的协定，又同苏联签订了创办联合公司的协定。“一五”期间，引进了156项大型企
业的成套设备。  
         1956年，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写下了《论十大
关系》一文，专门有一节论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
正好的东西都学。”并指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
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也在深化。1964年1月，毛泽东指出，
在一定时候，如果需要，可以让日本人进来开矿、办厂，也可以让华侨投资建厂。  
         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利用外资。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独立后要发展工
业，需要大批资本，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建国初
期，我国的资金极度缺乏。急需得到外援。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在
经济，技术和科学文化等方面对我国进行封锁。他们不可能来华投资。在利用外资方
面，只能依靠苏联的大力帮助。苏联帮助中国兴建了156个工业项目。即使在这样的
国际环境下，毛泽东仍探索着如何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资金的道路。50年代中期，他在
接见外宾时就提出，欢迎意大利和日本的资本家来中国做生意，以至投资。他在会见
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又明确提出，中国要成为一个近代化的国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要实现这一目标，主要靠国内市场，也要同外国加强联系。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1976年同中
国建交的国家增加到111个，对外贸易总额也由1970年的45.9亿美元，上升到1976
年的134 .33亿美元。在70年代，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批准，“引
进大型高科技项目和成套设备22项，其中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和
武钢1.7米扎机等 [6 ]  。”  
         上面我们指出了建国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几个方面 ，它反映了建国后以毛泽东同
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时代不同了，毛泽东的经
济思想毕竟有其历史的局限，但其中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却是永远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们要认真全面研究毛泽东同志有关经济建设的思想，建设更加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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