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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至1978年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研究∗

姜长青

[摘要]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改变中国落

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增强社会主义国际力量，依据中国国情做出的必然选择。通过实行重工业优先发

展的赶超战略、发展科技力量、建立一支庞大的专家队伍、向苏联以及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学习等路径，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根据MPS体系测算，1949年至1978年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进行的最成功的工业化建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

会经济基础，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格局，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工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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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和反

动派压迫，国内积贫积弱，陷入落后挨打的困

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然要求与最先进的生产

方式相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为推翻“三座大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

革命过程中，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工业化问题进

行了深刻思考。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

七届二中全会号召要使我们国家从农业国转

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经济

恢复时期，党和政府带领中国人民实行了在计

划经济基础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至1978年，新中国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对此，本文尝试

从四个方面对这一时期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行研究，即为什

么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如何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需要的时间估计以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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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的指标测度问题。

一、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的原因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经济

恢复时期及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

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对在社会主义制度

条件下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充满了期待。总

体上看，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分析新中国建立

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主

要原因。

第一，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需要。新中国

刚成立时一穷二白。为摆脱社会经济落后状

态，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改

变国家贫困落后的局面，从而实现国家的富裕。

党的领导人对于工业化给中国将要带来的巨

大变化充满信心。1955年 5月 14日，毛泽东

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通过三个五年计

划即十五年左右，基本上达到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那

时候，我们国家就繁荣富强了，人民过着幸福

的美好的日子了。”[1](p.373)1959年 12月 24日，周

恩来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长以上干

部会上作报告：“我们的国家很落后，比起工

业发达的国家，我们不仅经济上落后，而且生

活水平以及科学文化水平也不高。要摆脱这

种落后状态，就得很快地建成一个独立的经

济体系，这包括工业、农业、财政、贸易、文

教、科学、国防等各方面。”[2](p.403)可见，中国领

导人对工业化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发展繁荣深

信不疑。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

1956年 11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

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关于 1957年国

民经济计划报告指出，党的八大规定的建设方

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

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

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

的工业体系”。[3](p.232)周恩来指出：中国这样的

大国必须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所

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

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

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

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

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

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

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

等等。”[3](p.232)周恩来进一步解释了完整的工业

化体系的含义，“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

完全自足”，也“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

而“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从这样的要求来看，

我们觉得八大的决议上写三个五年计划或者

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3](p.232)

第三，增强社会主义国际力量的需要。二

战结束后，世界逐渐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两大阵营。新中国成立，党中央做出“一边

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领导的社会

主义阵营一边。这在当时极大改变了世界两

制力量对比，中国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在亚洲尤

其是东亚的重要阵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成功，也在客观上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

量。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但是中

国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意味着社会主义整体

力量的增强。1956年 10月 11日，周恩来在国

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关于苏联援助我国第二

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谈判情况报告时的发言

中指出：“苏联同志不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不搞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成的。斯大林

过去倒讲过这样的话。他对毛主席说，你们各

种工业部门都要搞起来，要担负起保卫东方的

责任。苏联帮助我们，从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来

说是互利的。”[2](p.330)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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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指出：我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

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

体系。这不但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

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

根本利益。[4](p.366)

第四，基于中国国情的合理选择。中国领

导人认为，经济是基础，如果经济不得到改造，

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新中国

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

须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国内

市场需求很大，各种经济要素资源相对丰富，

这使中国有条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1956年 11月 10日，周恩来在中国

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所做关于 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中指出：

“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

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

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

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方针，

把过去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提法具

体化了，提出了建设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

体系的要求。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

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任何一个国

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

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太小的国家，

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

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

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

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2](pp.338-339)这实际上

提出了中国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

原因：首先，中国是大国，有着建设完整的工

业体系所需要的资源禀赋；其次，完整的工业

体系建设也是中国保障自身独立安全的重要

条件。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领导者曾经设

想社会主义各国基于比较优势专注发展本国

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便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

分工协作。1960年2月8日，毛泽东同陈伯达、

胡绳等在广州鸡颈坑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并

开始读《结束语》。《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指出：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

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毛

泽东批注“赞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是一个

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

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

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

参加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

体系的一切好处。”毛泽东读到这里说：这段写

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

这样写下来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

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5](pp.319-321)

中国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得到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理解和支持，并被给予了

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大量援助。

二、建设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路径分析

为建设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党和国家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

斗、昂扬勃发、科学施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就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使中国从

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较强大的工业化国

家。对此，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总结新中国建立

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主

要路径。

第一，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是多种

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由当时的国

内外环境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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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中国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为

了国家安全，党中央必须以很大力量发展国防

工业，而国防工业的发展则是建立在重工业发

展基础上的。其次，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

受苏联影响很大。苏联所走的工业化道路就

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再次，中国实行重工业优

先发展战略和中国领导人对重工业的认识也

有很大关系，当时中国领导人认为，“没有动力

工业、钢铁工业、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等重工

业，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完全独立，就谈不到国

家工业化”，[2](p.158)我们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

发展重工业”，这样才能“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

防现代化的基础”。[2](p.157)最后，中国实行重工

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也和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

缺乏先进的国防工业而陷入落后挨打局面的

教训有关。

第二，发展科技力量，建立一支庞大的专

家队伍。现代工业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而不

断发展前进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科学技术

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所以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中“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

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

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

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

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

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

合”。[3](p.441)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人民的事业，也

是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事业，社会主义工

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建成，需要广大社会主义

建设者参与，更需要各方面专家队伍。1957年
7月30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为了建

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

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

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

的。”[6](p.435)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对策问

题。毛泽东会前写了详细的讲话提纲，他在

讲话中指出：“周总理讲了三条：一、建立独立

的经济体系；二、突破国防尖端；三、党的团

结。这三条提得很对，再加一条：四、建立技

术队伍。华东协作区这次开会，他们感到在

这方面注意不够。搞工业体系，要建立技术

队伍，希望各大区都注意这个大问题，各大

区、各省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和技术

队伍。”[5](pp.245-247)

第三，向苏联以及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学

习。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技术落后，这个时

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多年发展，社会经

济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中国有可能通过向外国

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等，发挥后发优势，以便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步伐。中国独立的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

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要利用包

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业技

术。如果充分利用这些专长，不仅可以在技术

需要方面减轻苏联负担，而且可以加速中国工

业的发展。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国领导

人意识到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经贸交流的可能

性。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指出：“不仅社

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协作范围将不

断地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

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

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

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3](p.226)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

全会上讲话指出，苏联的建设经验，根本上是

好的，苏联的经验比我们的完全。不学习苏联

有很大损失，学习苏联有很大利益。在批评了

教条主义之后，来强调学习苏联，所以就没有

危险。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

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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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更要好一点？应该争取这个可能。[7](pp.268-370)

毛泽东曾经把学习外国作为中国建设路线

的一部分。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阅李富春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提要

后批示：“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

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

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

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

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7](p.370)1959年 6月
11日，毛泽东会见秘鲁议员团时指出：搞经济

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他说：在与自然界

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美国

也是我们的先生。 [5](pp.67-68)中国要建立独立完

整的工业体系，就必须向世界上可以学习的国

家学习。

第四，要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的道路。新中国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经济体系，就要求立足国情，走出一条

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1963年 10月
12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召开的

五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在讲到国内建设

问题时指出：“为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

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

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概括的原

则，计划经济，按比例地发展。但是具体的道

路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总方针，还需要在实践

中来发展，把它具体化，要创造自己的经验。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套

完整的、成功的经验。”[8](pp.571-572)对于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内容，1964年 12月 21日
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第一，正确处

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第二，正确

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第三，实

行技术革命。”“第四，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

众运动相结合。”[2](pp.564-566)

三、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时间估计

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技术落

后，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的难度会更大，持续时间会更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对中国经济

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发展前景和目标进行了很

多探索，但是由于对中国国情认识不充分，对

工业化建设所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缺乏足够

准备，这种探索是逐渐深化和趋于现实的。

1951年 12月 1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

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

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草案做了三次修

改，加写和大部改写的内容主要有，从 1953年
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

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

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

工业都应建设起来。[9](pp.426-427)从1953年开始大

规模经济建设 20年，也就是 1973年完成中国

工业化，这是中国主要领导人对中国工业化完

成时间的较早估计。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推进，1956年 4
月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二个五

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的汇报指出：我国社

会主义工业化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在现代技术

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保证

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保证不断扩大再生产，

并且保证国防的巩固。从这个标志来看，我国

在 1967年是可以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至于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的大小，

是工业化的次要标志，要视各国具体情况而

定。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农业和消费资料必须

保有一定的比重，到1967年，按1952年的不变

价格计算，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约

-- 52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2年第2期

5317.7亿元）中的比重将达到 67％左右（全部

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达到 70％左

右），现代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将达

到60％左右。[10](p.163)汇报还提到：据初步规划，

到 1967年，我国将建成以鞍山、包头、武汉、酒

泉（或安西）、会理（或西昌）、湖南、太原、石景

山、重庆（大渡口）、贵州等钢铁联合企业和黄

河、长江流域的若干大水电站为中心的，由其

他各类工业配合的若干个大工业基地，这些

工业基地将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

工业体系。[10](p.163)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完成，党的领导人

认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可以获得更快的发展速

度。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对

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很大的反作

用。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可以通过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大发展。1956
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

出：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满足我国社会主

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

任务，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国际

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根

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条件，我们应当

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

整的工业体系。 [4](p.224)按照三个五年的时间推

算，到 1967年这个任务就可以完成。1959年
12月19日，毛泽东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

立》，读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一段，“在中

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在国家工业化实

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

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

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联系

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

发展历程，毛泽东指出，从世界历史来看，资产

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

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

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

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

开辟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

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

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

产关系改变以后。[5](pp.268-271)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中国领导人对

经济建设的目标有了新的认识。1959年 12月
24日，周恩来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长以

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联系苏联建设的情况，

指出：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苏联建设时更为有

利，“这就给我们一种可能，更快地建成一个

独立的经济体系。我们设想，如果能够在八

年（就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到一九七

二年（就是第四个五年计划），很快地建成独

立的经济体系，那么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反对

帝国主义斗争，都是有利的”。[2](p.404)这里周恩

来提出了 1967年或 1972年两个建成独立的

经济体系的年份。

1959年 12月 31日，毛泽东阅胡乔木送审

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稿《展望六十年代》，该

稿提出：“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在新的十年

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

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

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从而

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诚

然，就在那时，中国的工农业产品按人口计算

起来，水平也还不高或者不很高。”毛泽东将其

中的“不高或者不很高”改为“是很低的，同英

国比较起来，还是很落后的”。[5](pp.293-294)

1960年 1月 7日—17日，中共中央在上

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

于 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会议提出

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要求在 1962年提前

五年实现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十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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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口号，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和科

学规划纲要；在 1967年基本上实现工业、农

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

的经济体系；同时，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上

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 [11](pp.29-30)由于对当

时经济困难的形势认识还不充分，提出1967年
要实现的建设目标要求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随着经济困难形势的暴露，中国进入国

民经济调整时期。经济调整取得了好的发展

效果，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中国领导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步骤重

新进行了设计安排。1963年 8月 20日—24
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

题》起草委员会会议时发言指出，要“认真研

究国民经济的构成和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必

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参考世界各

国的先进经验，找出我们自己的国民经济在

一定时期内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8](pp.559-560)8
月下旬，毛泽东审阅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

题》（初草稿），其中一段文字是，“在三年过渡

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

虑：第一步，搞十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

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上赶上世界先进

水平；第二步，再用十年，使我国工业走在世

界最前列”。毛泽东将文中的两个“十年”都

改为“十五年”，将“走在世界最前列”改为“接

近世界的先进水平”。[12](p.252)

1963年 9月 6日—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

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我国工业发展的方针以

及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农村工作等问题。周

恩来就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和1965年控制指

标相关问题做了说明，并指出：三年过渡之后，

我们打算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建

立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工业体

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在二十世纪内，建成

一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

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8](pp.562-563)1963
年 9月 18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

时指出：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建设一个比较

完整、独立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工

业、农业。这就是说，基本的东西我们自己都

能搞，摆脱附属地位。[13](pp.159-160)

1964年12月21日—1965年1月4日，第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提

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后

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

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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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

水平。为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

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

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

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

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8](pp.676-677)周恩来在

报告中对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没有提具

体的时间界限，而是用了“不太长的历史时期

内”这样一个提法。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尽管经济建设工

作受到干扰破坏，但是党和政府对建立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一以贯之。1975
年 1月 13日—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

府工作报告》，重申了 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

五年时间，即在 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

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

界的前列。”[14](p.676)“两步设想”的重新提出，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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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以很大鼓舞。

四、建设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的指标测度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国民经

济统计采用的是MPS体系。该体系认为社会

产品是物质生产的成果。MPS把整个国民经

济部门依据经济活动性质分为物质生产领域

和非生产领域。物质生产领域包括农业、工

业、建筑业等生产物质产品的部门，以及为农

业、工业、建筑业产品实现而追加劳动的商业、

物资供应、货物运输业和为生产服务的邮电业

等部门。社会总产值只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工

业的物质产品总产出成为工业总产值；农业的

物质产品总产出成为农业总产值；工农业的物

质产品总产出成为工农业总产值。在实物经

济指标中，煤炭、钢铁、粮食和棉花作为最重要

的生产资料，同时也是重要的生活资料，在国

民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国民经

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家

通常以上述四种物资的产量作为衡量国内经

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1961年 12月 21日，当时中国经济调整开

始不久，关于应如何确定未来的发展目标，邓

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到

1969年建成我们整个的经济体系、工业体系。

至少可以自己搞年产四百万吨钢的从采掘到

轧钢的设备，每年可以搞十几套的化肥设备，

那个时候，我们的机械制造能力和水平，包括

钢的品种等，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大体上，

1969年的目标是：钢二千五百万吨，煤四亿二

千万吨，粮食四千五百亿斤到五千亿斤，可以

征购原粮一千三百亿斤，国家可以有二百亿斤

粮食的储备。棉花产量可以达到四千万至四

千五百万担，每人的布票可以搞到二十二尺，

而且布的质量要好一些，到那个时候，日用品

应该说是基本满足了。[13](p.130)

1962年 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经济调

整时期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刘少奇在扩大的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对于我国从1963
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央有一个初步

设想。这个设想的主要目标是：一、按照勤俭

建国的原则和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我国人

民吃、穿、用的问题。二、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

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在科学技术方面和工业产

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

业大国的水平。为实现上述目标，要求粮食、

棉花、钢、煤四项产品，分别达到以下的产量：

粮食：1967年生产三千八百亿斤，1972年生产

四千三百亿斤。棉花：1967年生产三千二百万

担，1972年生产四千二百万担。钢：1967年生

产一千八百万吨左右，1972年生产二千八百万

吨左右。煤：1967年生产三亿五千万吨左右，

1972年生产四亿五千万吨左右。[4](pp.368-370)

随着经济调整的成功，国民经济形势进一

步好转，国家对发展目标和任务的认识更为科

学。1963年 8月 23日，周恩来在讨论《关于工

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的讲话要点指出：根据

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迎头赶上发展

国民经济的方针，“经过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

年三年过渡和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年十年规

划，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

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

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

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

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

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

民经济体系，有这样几个指标，初步设想，经过

十三年，到一九七五年的奋斗目标是：粮食产

量达到五千五百亿斤，那时人口将有八亿五千

万，每人平均有原粮六百五十斤。棉花产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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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四千万担，加化学纤维二十五万吨，每人平

均可有布十六尺。钢产量达到二千八百万到

三千万吨，才可以初步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

煤炭产量达到四亿吨，石油产量达到三千万

吨，才可以开始改变我国燃料首先是改变化工

原料的构成。再加以在木材、有色金属和稀有

金属、各种钢材、化肥、酸碱、机床、发电量上达

到相应的产量，铁路运输里程达到五万五千公

里左右。在轻工业产品和各种运输量上，在国

防工业和尖端技术上，也有相应的增长和相当

的发展。这样，就可以说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国

民经济体系了。”[2](pp.519-520)

关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水平，1963年 11
月15日，周恩来在第十九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

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

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这表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自己设计厂矿企业，

不仅小型的，大中型的我们也可以自己搞了，

并且能够供应设备了。第一个五年我们自己

只能搞五百多项，现在能搞一千多项，质量也

不同了，因为大中型的多了。我们的各种材料

的品种，不论钢、钢材、机器、化学、有色金属的

品种，都有增加。我们的技术水平也大大提高

了。在工业方面，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也开始形成了，力量也壮

大起来了，现在大概经过专业训练的有二百多

万人，但是还不够。”[2](pp.526-527)

1981年 6月 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

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5](p.9)1949年至 1978年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是中国自鸦片战

争以来所进行的最成功的工业化建设，深刻

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世界力

量对比格局，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和进一步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工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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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Lyu Cheng-do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from 1949 to 1978：：From 1949 to 1978, New China initially
established an independent and relatively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and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This was an inevitable choice on the basis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goal of changing China’s backwardness,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country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power. The CPC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explore a path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rough
implementing the overtaking strategy with the prioritized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develop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building a
large team of experts, and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s measured by MP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ustrial and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s between 1949 and 1978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industrialisation undertaken in China since the Opium War. It profoundly
changed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reshaped the world balance of power, and laid a solid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China
’s reform, opening up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Jiang Chang-qing)
New China’’s Initial Exploration of Building a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1949-1957)：：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ocial relief measur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were initially often in line with disaster
relief. After 1953, social relief in rural areas became a regular task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mainly targeting the elderly, the weak, the
disabled, orphans and the poor household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ollective economy, such as provident funds, public welfare funds,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and the supportive system for five-guarantee
household, were introduced one after another, strengthening the power of rural social relief and secu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marked the steady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sanitatio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endemic disease control, and the situation of insufficient
doctors and medicines in the vast rural areas has been rapidly changed. The coordination of policies at the three levels of state relief, collective
economy and medical care has enabled the initial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rural areas. (Zhou Xiao)

““Two Inevitables””,““Two Alreadys””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The historical trend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has been
summarised as“two inevitables”. At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community should pay equal attention to the conclusion of“two inevitables”and that of

“two alreadys”: tha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has already called for a move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communism and that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 socialist public economy have already been formed and fulfilled. The“two alreadys”, the
central ideas that run through the major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are the key to the great role of Marx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lthough the global capitalism as a whole has not yet evolved into socialism, along with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collapse among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contemporary society is still in the era defined by the“two alreadys”. The informatization and globalis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have endowed the“two alreadys”with a maturer productive force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and
historical synergy between superstructure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combined forces of history. (Li Ji-guang)
The Logical Mechanism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 and Engels’’Idea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rkers：：Marx’s idea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rkers are endowed with clear logic of startup, development, struggle and politics, namely that material and labour reproduction are
the prerequisites for human development, that the mode of consumption reflects the state of surviv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bour, that human
beings struggle not only for survival but also for increasing their enjoyment, and that the elimination of the rule of capital promotes workers’
development.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s ideas of workers’development mainly lies in highlighting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right to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ir right to survival, clarify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relevant subject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workers’
right to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labour relations mediation system, and form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security system and enacting The Law on the Promotion of Workers’Development. (Yin Lin-fei, Cheng En-fu, and Zhang Guo-xian)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Capital in the Digital Age: Algorithmic Deprivation and Its Rectification：：After centuries of development, capital and
capitalism have entered a new phase—the digital age.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changes in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capital, a
prerequisite for examining the changes in the essential logic of capital in the digital age.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capital takes o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hape at different stages. At present, its underlying logic is gradually evolving from“barbarism”and“objectivity”to“intelligence”in the 21st century,
which hasmaximized the expansion and domination of capital. In the face of the changes in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capital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pay full attention to, actively respond to, criticise and ultimately rectify the evolution of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capital. (Xu Sheng-long)
TheMajor Views of the American Ruling Group onWar and Peace After the ColdWar: A Critical Review：：After the WWII,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global order under its own leadership, implemented its foreign policies through war and peace in order to secur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U.S. and its allies around the world. American dignitaries acknowledged war as a tool to gain power and influence and to advance national
interests. Peace and freedom cannot be sustained without American involvement. It is necessary for America’s vital interests to combine peaceful
approaches with determined action. Adopting all peaceful means to entrap the Communist bloc and defeating Commun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20th century was merely the first step towards the triumph of“freedom”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One of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lies in dealing with the deep divisions that still exist and will always exist between peoples with opposing ideologies. (Li
Shen-ming,YinBin,XuShi-ping,WangLi-qiang, andHongYuan)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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