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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德长期关注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在这一领域形成了一系列思想，主要包括强调尊重客观规律，

结合实际开展工业建设；强调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注意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强调处理好国家

工业与地方工业间的关系；强调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紧密结合发展；高度重视工业生产的进展、质量和技术进步

等方面。朱德关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思想，对于今天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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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关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思想探析

朱德一生关注中国的工业化建设问题。早

在青少年时期，他就通过书籍和席聘三、吴绍伯

等师友了解到当时机器大工业发展的一些情况

并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在求学和探索救

亡道路的过程中，朱德先后辗转成都、昆明、上

海、柏林、莫斯科等地，对近现代中国和欧洲国

家的工业化情况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意识

到工业化是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必由之

路，并认为“中国需要产业革命”①。新中国成立

后，朱德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视察指导各地的工

业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发表的讲话及作出的

指示等，形成了关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思想。

一、强调尊重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搞工业

化建设

朱德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工业化建

设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盲目开展建设。新中国

成立后，我国国民经济经过恢复，工业生产在

“一五”计划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

随着急躁冒进思想的抬头，特别是各种违背客

观规律的做法，给发展工业化经济建设造成了

损失。对此，朱德在 1962 年 1 月 11日至 2 月 7

日召开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要把

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

去……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

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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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①。这实际上批判了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的做

法，强调包括工业生产在内的各种建设必须尊

重客观规律。

此后，朱德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推进工

业生产的重要性。比如，1962 年 6月，朱德在云

南个旧视察云南锡业公司时，要求红河州负责人

在锡矿开发过程中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强调只有

尊重科学规律才能把矿山建设好、管理好、经营

好②。又如，1963年 10 月 15日，朱德专门致信周

恩来和邓小平，指出由于煤炭价格较低，使得大

部分煤炭生产企业处于亏本状态，进而影响到

了煤炭的产量和质量。对此，朱德指出，“怎样更

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应

当组织一些人，切实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③。

正是从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出发，朱德反

复强调在我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搞工

业化建设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必须从实际出

发。例如，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的国

情，朱德勉励全国化学工业领域的工作者“先把

旧厂恢复起来，然后再加以扩大”④。这种立足客

观实际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理念，反映了朱德尊

重规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态度。同时，针

对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如内蒙古包头钢铁厂

建设过程的过分求新、求大、求多的问题，朱德

提出了严肃批评，指出：“不能犯贪新、贪大、贪

多的毛病……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根据需要

和可能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脑子太热

了，跑得太快了，结果会事与愿违。”⑤此外，针对

类似的问题，朱德总结了教训，特别强调“计划

应当从实际出发，能做到的就去做……而对做

不到的就不做，应分清主次缓急”⑥。

二、强调坚持自力更生，同时注重引进技术

和人才以及借鉴国际经验

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实现工业化提供了

根本的政治前提⑦。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学习

和借鉴了苏联工业化建设的经验，但始终强调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朱德在有关讲

话中反复强调要坚持这一方针。比如，在 1949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重工业会议上，朱德指出：

“搞建设主要靠自己，不是靠外援。不是不要外

援，而是要把自力更生看做是主要的。”⑧国营绵

阳缫丝厂是“一五”期间全国重点建设工程之

一，也是我国第一个使用自动缫丝机的工厂，为

我国缫丝工业由手工操作向自动化、现代化方

向转化迈出了第一步⑨。1957年 3月，当朱德在

视察该厂看到所用缫丝机是日本产品时，勉励

有关人员说：“外国的先进技术我们要学，但主

要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⑩此外，朱德在不

同场合多次提到要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

才，借鉴国外经验。比如，在 1951 年的全国钢铁

质量会议讲话中指出，要把我国的钢铁工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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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推进一步就要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①。又如，

1954 年 8 月，朱德在河北视察山海关桥梁厂生

产武汉长江大桥钢梁的情况，当他听到苏联专

家传授的“机器样板法”工艺比原来的“局部放

样法”工艺精确几倍时说：“咱们国家工业水平

比苏联差，应该好好向专家学习”②。

在争取和接受外援的过程中，当时某些部

门和同志存在一定顾虑。对此，朱德进行了细致

耐心的阐释，说明接受外援的意义，强调不能将

自力更生和外来援助对立起来。他在听取重工

业部副部长何长工汇报时指出，“目前争取苏联

的帮助是可以的……我们有些同志怕与他们建

立联系，结果闭关自守，吃了亏。”③同时，朱德针

对那种盲目排斥外来援助的思想进行了批评，

指出“不接受外援的思想是不对的”“一定要加

强国际合作，内外协作是永久性的”④。朱德的这

些讲话辩证地阐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争

取外来援助的关系。

当然，朱德在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以

及借鉴国际经验时，始终把落脚点放在提升我

国科技水平、培育我国科技人才以及加快我国

的工业化进程上。国家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期间，朱德曾专门致函周恩来，明确提出“为加

速我国工业化的建设，必须大量从苏联进口设

备……在大量聘请苏联专家的同时，抓紧培养

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⑤。1955 年 12月到 1956年

3月，朱德率代表团先后访问罗马尼亚、民主德

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和蒙古等

国。访问期间，朱德慰问了在这些国家学习的留

学生，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先进科学技术。

虽然朱德强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以

及注重借鉴国际经验，但他并不迷信国外的设

备、经验和做法。比如，他在 1957年 3月视察云

南昆明跑马山拖拉机站时指出：“外国的机械，

有的是好东西，对我们的建设有帮助。但对我们

是否适用，就靠你们今后在实践中去检验了”⑥。

又如，在 1957年 4月 17 日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

长黄敬谈话时专门谈到了苏联的工业管理体制

问题，指出当时苏联“也正在改变这种管理体

制”⑦。总之，朱德认为引进国外的设备以及学习

借鉴国外的管理体制和经验等，必须结合我国

实际，而不能简单地拿来就用、照搬照抄。

三、强调处理好国家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关

系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提出要注意理顺工业

化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如宏观层面的工农

业协调、轻重工业平衡、兼顾积累与消费等关

系，微观层面的工人福利改善与生产增长、生产

管理制度的继承与变革等关系。其中，他着重强

调要处理好国家工业与地方工业的关系。

地方工业是国家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朱德特别阐释了地方工业与国家工业共同

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发展大规模的国营工

业又必须与发展地方型的公营工业结合起来，

使每个省、每个大中城市和许多专区的工业沸

腾起来……如果我们不对地方工业加以支持，

就不能广泛地调动建设的主动性”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403-1404 页。
②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朱德与河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第 249-251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426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648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441-1442 页。
⑥ 董杨：《“彩云永是现滇南”———朱德的云南情》，《党史博览》2017 年第 12 期。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598-1599 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4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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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对地方工业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朱德对各地工业发展十分关注。以当时四川省

燃气化工产业发展为例，朱德不仅专门听取石

油工业部副部长李人俊、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李

苏等汇报有关情况，还多次视察和了解重庆、隆

昌、泸州等地的天然气开采和综合利用情况。为

了解决四川天然气资源勘探和开发无法满足工

业发展需要的问题，他提出“必须加强这方面的

研究设计工作，对于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一些

困难……应当及时地加以解决，从人力、物力上

给以必要的保证”①。

随着工业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工业领

域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同时一些体制机制弊病

也凸显出来。比如，对于工业管理体制上倾向于

把不少工业领域收归中央层面作为国家工业进

行管理的问题，朱德进行了严谨分析，并指出了

其弊病和进行改革的必要，认为，“我们的工业管

理体制，不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而是把什么

都统到中央来，这是实行不通的，必须改变”②。

同时，朱德分析了不能将所有工业领域都作为

国家工业统制起来的原因“因为国家统制各项

费用太多……要把下面的情况摸透，否则，计划

制订出来也执行不通，因为对下面的情况不了

解”③“什么都由国家包起来，看上去是好事，实

际上根本做不到”④朱德的这些讲话具有鲜明的

现实针对性，提出了体制上要理顺关系才能进

一步促进工业生产的思想。

关于如何发展地方工业的问题，朱德强调

要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管理权限，不能有过多

的限制。他在 1955 年 10 月 8日和中共黑龙江省

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

德等人谈话时强调，“地方工业也不要限死，必

须部办的企业，归中央……其他归地方，不上交

利润，只须报中央备案，这样可发挥地方的积极

性、创造性”⑤。

总体而言，在处理国家工业和地方工业关

系的问题上，朱德强调除重大的关键性的骨干

项目必须以中央为主管理外，将中小型企业、轻

工业划归地方经营，同时各地也只有根据实际

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地方工业，才能增强活力进

而加速经济发展⑥。比如，朱德在 1957年 4月 18

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中

央对地方的机械工业不宜统得太死，不要把稍

微像样的机械厂都收归中央管理……应给每个

省下放个把像样的机械制造厂”⑦。又如，在 1957

年 9 月 4日和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谈话时指

出：“有条件的地方，应该把建筑事业交给地方

去管……一小部分大型建筑工程由中央指导帮

助。这样既能做到统一管理，又能根据当地的不

同条件建设不同风格的建筑，不是一个模式，生

搬硬套。”⑧

四、强调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紧密结合发

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的国际环境尤其是

抗美援朝使我国发展军事工业的任务十分迫

切，在此背景下，朱德对发展军事工业以巩固国

防安全有诸多论述，重点阐述了军事工业建设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朱德调查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44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598-1599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620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736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513-1514 页。
⑥ 鲁杰：《元帅痴情强国梦———朱德与新中国》，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00 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朱德调查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144-145 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6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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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比如，他在 1952 年

7月 8日的全国军工会议上发出号召：“军工建

设是艰巨的，时间是紧迫的……我们今天的设

备、技术与国防需要还相差太远，所以希望同志

们努力工作，发展军事工业。”①

随着我国国防实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环境

日趋稳定，朱德更多地强调将军事工业和民用

工业紧密结合以促进共同发展。1956年 5月 29

日，他专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在

山西省视察了解到的情况并提出，“把军事工厂

和民用工厂的生产如何有效地紧密地结合起来

配合生产，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件

事”②。不仅如此，朱德十分重视军事工业和民用

工业脱节造成的问题。比如，1957年 3月 19日，

他在视察重庆一零一厂、一零二厂后致电中共

中央指出：“重庆各军工厂的生产任务不足，人

员、设备浪费很大……将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军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军工厂生产与民用生产相

结合的问题，是迟早非解决不可的。”③同年 4月

18日，朱德在外出视察后再次就这一问题给党

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指出军事工业与民用

工业没有很好结合起来发展的问题在当时具有

相当普遍性。针对这一全国性问题，朱德分析了

兵工厂具有的“投资大、厂房好、职工多、设备

新、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大”特点，并在此基础

上就其产能过剩的情况提出“兵工生产在和平时

期兼产一些民用物品或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

题，迟早非解决不可”④。

朱德关于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紧密结合

起来发展的思想，与其对国际形势变化的敏锐

判断和科学认识有着密切关系。1956年 4月 25

日，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

“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

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生产结合起来的

问题”⑤。此后，他在其他一些场合也谈到了类似

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德进一步深化了对战

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尤其是中美关系开始走

向正常化后，他更加明确地指出，“世界大战一

时打不起来，应把军工和民用工业结合起来

……有条件的话，多生产些民用产品”⑥。

五、重视工业生产进展、质量和技术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

国转变的目标任务以及当时我国工业十分落后

的客观现实，朱德在各种讲话、指示、函电、报告

等中多次提到如何加快推进工业生产的问题。

比如，1949 年 11 月 2日在和燃料工业部煤矿系

统负责干部谈话时强调，“一方面要把原有的煤

炭生产恢复起来，同时还要进一步建立起新式

的有现代化设备的煤炭工业”⑦。

针对工业生产的一些重点领域和重大工

程，如玻璃纤维工业的发展和石景山钢铁厂的

扩建等，朱德特别留意其具体开展情况和实施

细节。1957年 11 月，朱德致信中共中央，就发展

玻璃纤维工业提出建议，认为当时建材部党组

提出的请苏联设计一个总投资约为一亿元的大

型玻璃纤维工厂及供应设备的建议是可行的，

并指出这“可以为我国的玻璃纤维工业树立起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43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朱德调查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94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957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朱德自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年，第 265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546 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980 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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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636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725-1726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550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697 页。
⑤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朱德与河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第 327 页。
⑥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朱德与河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第 329 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562 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804 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新中国 60 年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500 页。

一个重要的骨干”①。1959 年 5 月 22日，朱德致

函邓小平并转中共中央，反映石景山钢铁厂扩

建问题。针对该厂有没有可能建成一个大型钢

铁基地的问题，朱德在认真分析了场地、原材

料、交通、技术力量等方面的条件的基础上，建

议有关部门注意和支持石景山钢铁厂的扩建计

划②。

同时，朱德特别重视我国工业生产的质量

问题。1956年 5 月 24日，他在和黄敬谈话时就

学习借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验指出：“东德

的蔡斯工厂技术很高，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的自

动检验的。宁愿废品多一些，也不愿损害自己的

名誉……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③此后，朱

德在视察各地工业生产情况时反复强调质量问

题。比如，1958 年 9 月 27 日在视察太原钢铁厂

时指出：“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还要注意

产品的品种和质量。”④在 1961 年和 1964 年两次

视察华北制药厂时，反复提到“一要搞好产品质

量，创世界名牌”⑤，认为“提高质量是个大问题；

质量不好光便宜不行，质量好了又便宜才好”⑥。

此外，朱德还特别重视工业生产的技术进

步问题。比如，1956年 10 月 18日，他在视察北

京七一八厂时，专门题词“掌握现代技术，赶上

国际水平”，勉励其不断提升技术水平⑦。又如，

1961 年 5 月 2日，朱德在陕西宝鸡视察二一二

仪表厂。当了解到该厂在技术革新中研制成“一

刀多刃”和“多头钻”等技术时，他对有关人员给

予高度评价，称赞他们在困难时期攻克难关，依

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尖端产品”⑧。此外，朱德

还在其他不同场合强调要加强科学研究和进行

技术革命，以此推动国家工业化建设。

综上所述可见，朱德关于新中国工业化建

设的思想源于实际，也应用于实际⑨，它鲜明地

反映了当时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过程中

的现实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工业生产取得

了巨大成就，但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尤其是在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赋予工业化新的内容的

新形势下，如何实现新型工业化仍然是我国面

临的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虽然今天我国推进新

型工业化建设的内外环境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但朱德强调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

坚持自力更生的思想，对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建

设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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