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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532165.htm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既反

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走适合中国国

情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建设的速度、规模

以及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l955年，我

国经济建设出现冒进情绪。周恩来、刘少奇等提出经济工作

要实事求是，反对冒进。l956年5月，中央全会提出经济建设

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绸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主张。同

年的中共八大把这一主张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党的八大有关决议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只

要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发挥人民的积极性，我

们有能高速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如果对这种估计不足，或

者不努力地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错误

；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经济上、财政上、技术力量

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

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

高的速度，结果就反而会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

就是冒险主义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

这些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党

的八大前后的反冒进，使我们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

重大失误，保证了1957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我们党

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上取得的重要经验。 在中共八大上，

陈云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地发展，是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综合平衡首先是全面的、整



体的平衡，制定计划既要宏观控制，又要微观控制，要做到

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求平衡三大平衡。经

济发展坚持农、轻、重的发展次序，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

协调发展，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做到工业与农业、

重工业与轻工业、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

企业、洋法生产与土法生产五个方面的并举。发展农业是实

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出发点和基础。在执行既反保守，又

反冒进的方针中出现了挫折，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

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 (二)

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1．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

业化道路 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处

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的问题。为了迅速实现

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在1953年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确

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毛泽东认为这是着眼于国家和

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一种“大仁政”。但是，在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同时，如何适当安排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又

是一个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至关重要问题。1956年，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关系，作为第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首先肯定中国

必须发展重工业；同时他强调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

农业的投资比例，加重一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

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的积累更多更快些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讲话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

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

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



系的问题(2001年理科单选题第8题考查过)我国是一个农业大

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

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

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 以重工业为主，同时注重

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比

例关系，这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2．以工业为

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 1949年12月，周恩

来在论述工农业关系时指出，工业领导农业，工业离不开农

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要以重工

业为中心，但同时必须注意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后来，毛泽

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以

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l962年，毛泽东在中

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

导的思想，并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其基本内涵

就是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之间按一定比例协调发

展。这个总方针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

索的深化。 (三)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195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

里，进行了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正

确的政策思想，为1978年开始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等人关于这方面的思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毛泽东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

价值规律的问题。在纠正1958年出现的“共产风，过程中，

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不能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

，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



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

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

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久，他又强调要重视

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价值规律

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进行等价交换

。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此外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1956年底都谈到在统一的社

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可以允许一部分私营经济的存在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小平提出合作社可以对生产

队实辑“包工、包产、包财务”，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

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可以实现“主要

公有，次要私有”。在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一些农

村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

子恢等以不同的方式表示肯定，予以支持。邓小平指出，生

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

水平，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当采

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要让它合法起来。 2．关于管理体制

改革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

权的问题。中共八大后，在周恩来、陈云主持下，完成了关

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的起草任务。其基

本方针是分级管理，逐步下放，重视综合平衡，处理好下放

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关系，破除

和惨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

的发展。中心内容和总的精神是适当调整中央同地方、国家

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



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以更好地调动和

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毛泽东肯

定了鞍山钢铁公司“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经验，即干部

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

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

结合。 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

的构想 陈云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

济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即在工商业经

营方面，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

营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以国家的计划生产为主体，国

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以国家

市场为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市场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

充(2002年理科多选题第23题考查过)。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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