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简史六：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

左”过程中的曲折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

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5_85_B1_E4_c25_495531.htm 三、“大跃进”、人

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过程中的曲折 “大跃进”运动

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它的推行，表明党

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

局面。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

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从新中

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一连串接踵而

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

时间内实现。 反右派斗争之后，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

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

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八届三中全会在批

评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

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全会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

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这年冬季

，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

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

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会议，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准备

。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

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

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

，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



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

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

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

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

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生产发展

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

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

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

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

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

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

泛滥开来。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完成追加的钢

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

运动。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

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办人民

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

共产”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

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有它的由来。毛泽东发

动大跃进时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

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

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这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破

除迷信，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

的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部

分实际成果。但是，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它所必须



遵循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党对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

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

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全党

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虽然初步积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但也未能予以

足够的重视。同时，在过去的斗争取得一连串胜利后，党内

骄傲情绪明显增长。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就难以避免了。 毛泽东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

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1958年11月，

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

“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

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

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

的兴起仍给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

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

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这

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

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

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

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

步纠正“共产”风。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

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还是公社的主

要基础，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

。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除肯定关于人民公



社的整顿工作外，并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这期间，毛

泽东直接给省以下直至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连续多次写党内

通信，谈了农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号召讲真话。他强调干劲

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在为庐山会议作准备的过程中

，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进一步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基

本经验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高指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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