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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

转变为工业国”战略构想论略
*

阳 勇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逐步形成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

为工业国”的伟大战略构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实行国家工业化政策”;全民族

抗战爆发至解放区战场对日局部反攻前，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使中国成为工业国家;在对日全面

反攻阶段，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使中国

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伟大战略构想。这一伟大战略构想对新中国经济建设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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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逐步形成了

“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伟大战

略构想。毛泽东这一伟大战略构想对新中国的经济

建设起了重要、长远的指导作用，探讨这一战略构想

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拟对毛泽东这

一伟大战略构想略陈一孔之见，以期有利于深化对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研究，更好地认识毛泽东对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作出的努力

和贡献。
一、“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战

略构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

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封

建专制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

国人 民 的 贫 困 和 不 自 由 的 程 度，是 世 界 所 少 见

的”［1］631。中华民族面临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实质

上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所指

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

从 1840 年开始，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强国都侵

略了中国，20 世纪初中国已完全沦为西方列强共同

宰割的半殖民地。辛亥革命后，在北洋军阀的黑暗

统治下，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民不

聊生。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中国

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卢沟桥事变后，日

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惨遭日本侵略者的

蹂躏。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统治，

发动内战，中国人民陷入饥饿，战乱的深渊。
这一切，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使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落后就要

挨打!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求得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毛泽东也坚信: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早在

1935 年底，毛泽东即曾满怀信心地宣告:中华民族

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

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3］161。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随着革命形势

的发展和世界大势的转变，毛泽东在中国实现工业

化的思想逐步丰富和升华。1949 年 3 月 5 日，在全

国革命胜利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

确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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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1437，建国

前毛泽东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探求结晶为“使中

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伟大战略构

想。
二、“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战

略构想的形成

(一)萌芽阶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使中国稳步地

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战略构想的萌芽阶段。
1934 年 1 月 24 日 － 25 日，毛泽东向第二次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报告。在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

经验的基础上，他阐述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

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

述，并提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实行国家工业化

政策”［5］289。1936 年 7 月 15 日，在接受美国记者埃

德加·斯诺采访谈论外交问题时，毛泽东表达了对

基础工业的重视，他说:外国借款和投资只能用于发

展中国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

设基础工业”［6］394。
在此阶段，毛泽东提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

实行国家工业化政策”，但没有对此展开论述。毛

泽东初步表现出对基础工业的重视。不过，由于根

据地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主

要是手工业生产，根据地一直面临严酷的战争形势

等多方面的原因，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毛泽

东似乎并没有对中国的工业问题给予太多的关注，

也没有对工业化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二)初步形成

全民族抗战爆发至解放区战场对日发起局部反

攻前，为毛泽东“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

业国”战略构想的初步形成阶段。
1937 年 10 月，毛泽东撰写《目前抗战形势与党

的任务的报告提纲》，提出要“扩大与建立国防工

业”。他指出，国民政府还没有认识到国防工业的

重要性。他认为中央政府应该设立国防工业部，对

国防工业进行统一计划与指导;各省和特区也应该

创办小规模的国防工业;可以通过募集国防公债的

方式来发展国防工业;“国防工业应设置在安全地

带”［7］58。1938 年 10 月 12 日—14 日，毛泽东在六

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应在内地有计划地重新建立国

防工业，“从小规模的急需的部门开始，逐渐发展改

进”［8］615。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

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方针。针对有些同志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

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的情况，他说:发展经济是正确

的，但不能无根据地冒险发展，要考虑现实的具体条

件，不应该“空嚷发展”［9］893。1943 年 10 月 30 日，

毛泽东在文教大会上，指出“要把中国变成工业国

家”［10］174，在工业基础上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事

业。
在此阶段，由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毛泽东

开始特别关注国防工业，他认识到国防工业的重要

性，提出要“扩大与建立国防工业”，并就如何建立、
扩大国防工业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思考;随着全

民族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毛泽东在提出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

依据现实条件目前根据地不宜发展重工业，发展工

业要稳妥，应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发展计划，并明确提

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使中国成为工业国家，

指出应以工业为基础，在工业基础上开展建设。
(三)发展阶段

全民族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为毛泽东“使中

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战略构想的进一

步充实丰富阶段。
1944 年 5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

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

会上讲话。他说:陕甘宁边区进行工业建设的目的，

“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边区工业规模虽小，

但意义重大。“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

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
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他还指

出:中国落后主要是因为没有新式工业，而日本帝国

主义之所以敢于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

大的工业”。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就要建立新式工

业。他认为工业决定社会变化，决定一切。在此基

础上，他要求共产党员学习经济工作，“学习使中国

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11］146 － 1477 月 14 日，毛泽

东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中国需要发展

工业。”“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

础。”［11］183 － 1848 月 31 日，就修改《解放日报》社论草

稿《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一事，

毛泽东写信给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在信中，他

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建立近代工业社

会”，“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

务”［11］206 － 207。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七大上

提交了长篇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在具体

纲领的“工业问题”一节中，他说:为了打败日本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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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者，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没有一

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

业”，“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历史告诉

中国人民，“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

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民主主义国

家建立后，中国“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逐

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

业国”。他号召中国工人阶级不但要为建立新民主

主义国家而斗争，而且要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

代化而斗争
［9］1080 － 1081。最后，他明确指出:没有中国

共产党的奋斗，中国不可能独立和解放，中国的工业

化也不可能实现
［9］1098。

在此阶段，由于全民族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毛泽

东对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深入的思

考。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工业化问题有了更为全

面、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目

的和任务是建立工业社会，使中国社会“由农业基

础到工业基础”。他特别强调了工业的突出地位和

重要作用，认为工业决定一切，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

主要经济基础，工业化是巩固民族独立的保障。他

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领导力量，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明

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
(四)最终形成

全民族抗战结束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一时

期是毛泽东“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

国”战略构想的最终形成阶段。
1946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通知，要

求各地汇报工业及工运情况
［12］92，28 日在《中共中

央关于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稿中加写了第七项，

指出解放区工业生产须取劳资合作方针
［12］101 － 102。

1948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指

出:“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

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4］131612 月 30 日，毛

泽东在 1949 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

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立，将“造成由农业国变为

工业国的先决条件”［4］1375。1949 年 3 月 5 日—13
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
3 月 5 日，毛泽东向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工作报告，

这个报告是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从中国的基

本国情出发，他科学地阐明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

系列战略、策略、政策上的问题。他作出转移党的工

作重心的战略决策，他提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

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恢复和发展生

产，“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

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要

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它服务。他指出:

中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百分之十左

右，农业和手工业为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在革

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

发点”。中国现代工业产值虽小却极为集中，最大

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

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所有，就掌握了

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

领导成分。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

量，要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

国民经济的发展。他还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完整的

工业体系”的问题，认为“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

进 的 工 业 国，才 算 最 后 地 解 决 了 这 个 问

题”。［4］1427 － 1437

在此阶段，毛泽东指出进行土地改革是实现中

国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

建立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先决条件;首次提出中国

工业化的近期目标和具体任务是“建立独立的完整

的工业体系”;指出要解决中国的基本矛盾，必须实

现两个转变———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

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正式提出“使中

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

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工业化与社会主义联

系在一起，虽然这时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

概念，但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为中国如何由农业

国转变为工业国作出初步规划，“使中国稳步地由

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伟大战略构想最终形成。
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战

略构想的影响

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共同纲领》总纲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必须“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13］2。第四章经

济政策第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

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13］6
第三十五条规定:

“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

……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13］8
毛泽东“使中

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战略构想为起临

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正式吸纳。10 月 1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共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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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
由此，毛泽东“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

工业国”战略构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以付诸实

践，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新解放区土地改

革，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为“一五”计

划的制订与实施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

切实的思想保障，并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到 1952 年底，除台湾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

外，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为国家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的国

民经济全面恢复并有了较大发展:与 1949 年相比，

按可比价格计算，1952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77．
6%，工业总产值增长 145． 1%。1952 年钢、生铁、原
油、水泥、电力、原煤均超历史最高产量

［14］177。
1953 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并载入中国共产

党的正式文件。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化三改”、
“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其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
为了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任务工业化，我国

政府着手编制了“一五”计划。
1957 年底，“一五”计划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

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巨大进展。“一五”计划的实

施，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工业技术水平大

大提 高，为 社 会 主 义 工 业 化 奠 定 了 初 步 的 基 础。
“一五”计划的实施，使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目标的

认识进一步深化，加快了工业化建设的步伐。

在毛泽东“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

国”伟大战略构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在

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仅仅十余年

就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并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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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o Zedong’s Strategic Thinking of“Making China Transform
from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nto An Industrial Country Steadily”

YANG Yong
(History Department，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reat renaissa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in the period of new － democratic revolution，Mao Zedong
gradually formed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Making China transform from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nto an industrial country steadily”．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war，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at the Soviet Ｒepublic of China“shall implement the State Industrial Pol-
icy”． Since the break out of the whole nation Anti － Japanese War and before the liberated areas begin to fight back partially，Mao Ze-
dong put forward the goal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o make China into an industrial country． On the stage of comprehensive
counter － attack to the Japanese，Mao Zedong clearly put forward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ll realize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 At the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7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Mao Zedong formally proposed
the great strategic thinking of“Making China transform from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nto an industrial country steadily”，which had
played a huge role in guiding for new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Mao Zedong;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gricultural country; industrial country; strategic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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