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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85_B1_E4_c25_495529.htm 五、国民经济调整任

务的完成和十年建设成就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政治上“左”

的错误虽有进一步发展，但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

生重大干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

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从1961年到1965年，经过

五年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

上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

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当国

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

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

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

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

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

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宣布四个现

代化的任务。这个宏伟的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

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

”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

发展的十年。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

成就。 工业建设方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

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钢

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增长。石油工

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经实现原油的全部自给。电

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



起来，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

平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有

较大发展。十年新修铁路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

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宁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

车。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步收到成效

。全国农用拖拉机产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

电量增长70倍。十年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高等院校毕业

生近140万人，为前七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

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国防科学技术

的进展最为显著。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

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

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些成就

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在这十年里，无论

是建设事业的专门人才，还是党政干部队伍，都有较大发展

。这期间成长起来的成千上万各类专门人才，大部分成为后

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党的组织

部门选拔了一批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并

提拔一些人到省、部级领导岗位工作，其中大部分人经受住

了后来政治运动的考验，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

业的中坚力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就是在国内发生

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

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

下取得的。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顶住压力，战胜困难，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

状态，涌现出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



进喜，解放军战士雷锋，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

先进人物；还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

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和三线建设中默默无闻地作出奉献的许许

多多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全党和全国人

民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同甘共苦，昂首前进。社会主义建设

在战胜严重困难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十

年里，党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

设的重要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党的八大前

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富于创造精神的方针政策

，使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有了良好的开端。毛

泽东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

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

治生活的主题，并进一步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中国工业化道路。他还提

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

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

面”的要求。1958年，他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

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他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

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

做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其

他中央领导人也提出许多正确观点和主张。这些都是八大路

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党中央在六十年代调

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商业、

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

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



体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

有益探索。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和地区发展

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的艰巨繁重，

由于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使党在探索过程中

难以避免曲折。这一时期的失误及其深刻教训，对党以后的

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