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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探索及其历史作用

∗

季春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在开国领袖毛泽东领导下ꎬ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ꎬ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了开山辟路的艰辛探索ꎬ取得了彪炳史册的重大成就ꎬ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在内政上ꎬ筑牢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稳定根基ꎮ 新中国建

构了政治制度ꎬ提供了建设发展的政治保障ꎻ革新了生产关系ꎬ奠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济基

础ꎻ繁荣了思想文化ꎬ注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ꎮ 在外交上ꎬ赢得了新中国建设发展的良

好环境ꎮ 新中国意志坚定地确立了外交政策的原则立场ꎬ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

整ꎬ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ꎻ灵活

机动地开创了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ꎬ与世界多国建立稳定外交关系ꎬ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发挥重

要作用ꎮ 在国防上ꎬ增强了维护中国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ꎮ 抗美援朝的胜利ꎬ极大提高了中

国的国际地位ꎻ国防建设的加强ꎬ有效提升了中国实力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伟大探索ꎬ开创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范式ꎬ建构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ꎬ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ꎬ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打下了坚实基础ꎬ
也为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重要根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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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ꎬ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

进和内生性演化的结果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表述ꎬ却有着对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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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伟大探索ꎮ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ꎬ“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

的情况办事” [１]５５７ꎬ对建构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封建王朝ꎬ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模式的全新的

国家治理方式进行了艰苦探索ꎮ 至 １９５６ 年底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时ꎬ新中国“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

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ꎬ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２]ꎬ在内政上为

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了稳定根基ꎬ在外交上为中国的建设发展赢得了良好环境ꎬ在国防上为中国

和世界和平注入了强大力量ꎮ 当前ꎬ深化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及其历史

作用的研究ꎬ对于汲取经验、知往鉴今ꎬ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扎实走好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ꎬ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一、在内政上ꎬ筑牢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稳定根基

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ꎬ从根本上革新了生产关系ꎬ繁荣发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ꎬ通过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举措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ꎬ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了稳定根基ꎮ

(一)建立政治制度ꎬ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特殊的国情ꎮ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导下ꎬ毛泽东立足我国客观现

实ꎬ有步骤、分阶段地创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ꎬ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

根本政治保障ꎮ
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设计的蓝图ꎬ依据新中国的具体情况ꎬ在国体上ꎬ新中国实行人民

民主专政ꎮ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ꎬ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ꎮ 在这种制

度的基础上ꎬ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ꎮ” [３]１８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ꎬ是新中国捍卫革命胜利

果实和社会主义事业、反对内外敌人复辟的有力武器ꎬ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ꎮ 在政体上ꎬ随着人民

民主政权逐步巩固ꎬ新中国具备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ꎮ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ꎬ由此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我国的根

本政治制度[４]２２２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ꎬ确保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ꎬ保证了最广泛的民主ꎮ 新中国

的国体和政体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ꎬ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和

期望ꎮ
在政党制度上ꎬ新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ꎮ 民主党派在经历历史

性变化后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实践ꎮ 在 １９５０ 年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ꎬ
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政策ꎬ并以之为指导帮助民主党派团结、进步和发展ꎬ在国家政

治生活和祖国建设中同民主党派真诚合作ꎬ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５]ꎮ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毛泽

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ꎬ中国要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ꎬ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ꎬ并以“长期共存ꎬ互相监督” [６]３４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ꎮ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ꎬ进一步阐释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重

要意义[６]２３４￣２３５ꎮ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ꎬ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ꎬ有利于各民主

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致力于国家发展ꎬ促进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ꎮ
在国家结构形式上ꎬ新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ꎮ 毛泽东高度重视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ꎬ早在起

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对草案进行修改的过程中ꎬ他就指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ꎬ
还是搞统一共和国ꎬ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ꎮ” [７]９８４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８ 日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ꎬ对单一制国家结构下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行政地位

及自治权利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８]ꎮ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ꎬ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ꎮ «宪法»正式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国家的政治制度ꎬ进一步明

确了新中国国家结构形式与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９]ꎮ 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ꎬ促进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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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大团结ꎬ强化了国家认同感ꎬ有利于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政治局面ꎬ确保国家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ꎬ推
动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ꎮ

(二)革新生产关系ꎬ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经济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ꎬ这就必然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ꎬ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ꎬ建
设现代化的新中国ꎮ 在毛泽东领导下ꎬ新中国在恢复发展生产的同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了改造ꎬ基
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ꎬ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ꎬ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经济

基础ꎮ
从根本上铲除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ꎬ完成土地改革ꎬ是实行新的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前提ꎮ 新中国

刚成立时ꎬ还有占全国人口一半多的新解放区尚未完成土地改革ꎮ 在农村占农户总数不到 ４.７５％的地

主ꎬ占有总耕地的 ３２.３％ꎬ而占全国农户 ５２.３％的贫农、雇农ꎬ仅占有耕地总数的 １４.２％[１０]ꎮ 这一封建制

度的生产关系ꎬ严重制约着国家治理现代化ꎮ １９５０ 年ꎬ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ꎬ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陆续展开ꎮ 到 １９５２ 年底ꎬ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地区外ꎬ全国土地改

革基本完成ꎬ实现了中国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从未有过的最彻底的改革ꎬ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

反封建斗争取得了历史性胜利ꎮ 通过土地改革ꎬ基层政权得以建立ꎬ工农联盟得以巩固ꎬ人民民主专政得

到进一步加强ꎮ 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ꎬ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ꎬ是探索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重要一步ꎮ
没收官僚资本为人民的国家所有ꎬ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必然要求ꎬ也是国家掌握经济命脉、

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国营经济的重要前提ꎮ 官僚资本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特有的经济

成分ꎮ 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ꎬ官僚资本迅速膨胀ꎬ控制了全国大部分的银行产业资本ꎬ以及全部的铁路、
公路和航空运输等行业部门ꎮ 依据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解放沈阳时创造的“各按系统ꎬ自上而下ꎬ原封不动ꎬ先
接后分” [１１]的经验ꎬ新中国没收了由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ꎬ“四大家族”和其他国民党大官僚经营

的企业ꎬ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的法西斯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ꎬ还有隐藏在

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ꎮ 官僚资本企业较完整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ꎬ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

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ꎬ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ꎮ
“一化三改”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１９５３ 年ꎬ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

线ꎬ即“一化三改”ꎮ 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ꎬ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

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ꎮ” [３]３１６“一化三改”是新中国革新生产关系的重要举措ꎬ奠定

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济基础ꎮ “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ꎬ是“一化三改”的主体ꎮ
通过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ꎬ中国逐渐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ꎬ社会主

义工业成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ꎮ 这一转变ꎬ不仅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ꎬ也为国

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ꎮ “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ꎮ 在农业改造方面ꎬ通过农业合作化ꎬ将农民的个体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ꎬ提高

了农业生产效率ꎬ为工业化提供了稳定的农产品供应ꎬ同时也为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组织基础ꎮ 在

手工业改造方面ꎬ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ꎬ使其逐步融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ꎬ提高了手工业的生产水

平和市场竞争力ꎬ也为手工业者提供了更好的社会保障ꎮ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ꎬ通过和平赎买等

方式ꎬ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ꎬ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过渡

和有效管理ꎬ为国家治理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ꎮ “一化三改”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

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ꎬ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ꎮ 由此ꎬ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ꎬ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ꎬ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石ꎮ

(三)繁荣思想文化ꎬ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内在动力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ꎬ对国家治理有着深远影响ꎮ 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ꎬ毛泽东有着深

０３



刻思考:“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ꎬ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

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１２]６６３￣６６４ꎮ 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思想引领和

理论指导ꎬ激发了全民族的奋斗精神ꎬ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ꎬ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ꎬ推动国

家治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稳步前进ꎮ
在指导思想上ꎬ新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ꎮ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

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ꎮ 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ꎬ强调“主义譬如一面旗子ꎬ旗子立

起了ꎬ大家才有所指望ꎬ才知所趋赴” [１３]ꎬ并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指出:“指导

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３]３５０ꎬ鼓励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ꎮ
在毛泽东领导下ꎬ新中国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

人才等方式ꎬ促进广大人民逐步“辨明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的实质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ꎬ树立国际主

义与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ꎬ从而加深认识社会发展规律ꎬ明确封建主义的罪恶、资本主义的日趋没落

与必然覆灭的道路ꎬ明确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 [１４]ꎬ这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

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具有重要作用ꎮ 同时ꎬ新中国还着力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ꎬ大力弘扬大

公无私、扶老携幼、见义勇为等道德作风ꎬ在全社会营造了优良的思想风尚ꎮ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ꎬ举
国上下众志成城ꎬ人民群众斗志昂扬、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饱满热情ꎬ为国家治理现代化

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ꎮ
在文学艺术上ꎬ新中国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 [１５]的基本方针ꎬ积极推动中国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合ꎬ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１６]ꎬ亦催生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

展的生动局面ꎮ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ꎬ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ꎬ毛泽东写下了“百花齐放ꎬ推陈出新”的题词ꎮ 同年 ５
月ꎬ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ꎬ广大戏曲工作者由此深入生活ꎬ创作出一批内容健康向上、群众

喜闻乐见的作品ꎮ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ꎬ文艺界召开第二次文代会ꎬ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

评的最高准则ꎬ明确在新的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ꎮ 由于全面贯彻了党的文艺方针ꎬ
按照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建设新文艺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ꎮ «桥» «白毛女»
«上甘岭»等电影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保卫延安»«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文学著作ꎬ以及歌剧«刘胡兰»、
歌曲«歌唱祖国»、舞蹈«采茶扑蝶»等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大批涌现、精彩纷呈ꎬ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在教育科技上ꎬ新中国本着一切学校“向工农兵开门”的方针ꎬ对旧有学校进行了有益改造ꎬ使其真

正能够为人民服务ꎮ 此外ꎬ毛泽东高度重视扫盲问题ꎬ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ꎬ是新中国

的一项重要工作ꎮ” [１７]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ꎬ并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实施

扫盲教育的办法[１８]ꎮ 全国各地随之掀起识字扫盲热潮ꎬ学习知识文化蔚然成风ꎮ 新中国还采取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发展科学技术ꎬ陆续接收了各地原有的研究机构ꎬ建立了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一系列科研

机构ꎬ创建了现代科学的新分支ꎻ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ꎬ争取了大量海外科学家回国ꎻ启动了中苏科技

交流活动ꎬ积极开展科技外交ꎮ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ꎬ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后ꎬ全国形成了“向科学进军”
的热潮[１]５１０￣５１１ꎮ 这一时期ꎬ我国实现了现代科技领域的多项重大突破ꎬ无线电、半导体、自动化等新兴技

术突飞猛进ꎬ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科技体系ꎬ为后续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ꎮ 而这些科技成果的应

用ꎬ也使国家在面对各种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应对ꎬ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ꎮ

二、在外交上ꎬ赢得了新中国建设发展的良好环境

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ꎬ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ꎬ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

交” [１９]ꎮ 毛泽东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中国面临的具体形势ꎬ科学制定外交政策ꎬ灵活调整外交方

针ꎬ促进了国际局势的缓和ꎬ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联系ꎬ显示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ꎮ 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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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为我国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开辟了道路ꎬ也为我国的国家治

理现代化争取到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ꎮ

(一)意志坚定地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立场

外交政策的原则立场ꎬ直接关系着具体的外交工作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在毛泽东领导下ꎬ党和国家用实

际行动确立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立场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性问题治理ꎬ承担相应国际义务ꎬ推动

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ꎮ
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ꎬ是中国人民的坚定原则ꎮ 新中国成立当天ꎬ毛泽东就在开国

大典上宣告这一原则ꎬ表明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ꎬ也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遵循ꎮ 毛泽东

始终坚持:“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ꎮ” [２０]１１６２这一硬朗态度ꎬ与旧中国软弱屈辱的外交形

成了鲜明对比ꎮ 尤其是在涉及台湾以及中国进入联合国等问题上ꎬ毛泽东更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ꎮ 他

曾多次强调ꎬ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ꎬ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ꎬ并指出:“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

个中国ꎬ不仅要进入联合国大会ꎬ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ꎬ否则就不干ꎮ” [２０]１０５５毛泽东维

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坚定态度ꎬ是新中国外交政策原则立场的重要体现ꎬ重塑了中国在国际上的

形象ꎮ
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ꎬ是中国人民的美好心愿ꎮ 毛泽东曾多次表达创造一

个和平国际环境的强烈意愿ꎬ并为之作出了不懈努力ꎮ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ꎬ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领袖、
前首相艾德礼时谈道:“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ꎬ不愿打仗ꎻ二、各人搞自己的

建设ꎬ因此也要做生意ꎮ” [２０]９３９此次谈话向西方政要表明了中国拥护和平、寻求合作的外交意愿ꎬ为打开

新中国外交局面释放了重要信号ꎮ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ꎬ毛泽东又在中共八大上鲜明指出ꎬ积极支持亚非拉

各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ꎬ支持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６]１１６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我国

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ꎬ维护了印度支那的和平ꎻ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ꎬ赢得了世界认同ꎻ提出“求同存

异”方针ꎬ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创造了重要条件ꎮ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ꎬ是中国人民的鲜明立场ꎮ 近代中国曾饱受侵略ꎬ国家蒙辱、人

民蒙难、文明蒙尘ꎮ 但新中国成立后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挺直了民族脊梁ꎬ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开展和平外

交事业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ꎮ 我们不仅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霸权

主义ꎬ而且针对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干涉ꎬ毛泽东亦掷地有声地指出其“是完全没有道理的ꎬ
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ꎬ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

面” [２０]１１４７ꎬ并要求 “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ꎬ进行充分的准备ꎬ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

衅” [２０]１１４７ꎮ 此外ꎬ毛泽东在鼓舞被侵略、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人民斗志的同时ꎬ还特别强调斗争策略的重要

性ꎬ指出帝国主义“不会自己消灭掉ꎬ需要风吹雨打” [６]７３ꎬ这对世界人民主动反霸制霸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ꎮ

(二)灵活机动地开创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ꎬ世界局势异常复杂ꎮ 深具国际战略视野的毛泽东在理性分析全球格局、
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ꎬ领导新中国与世界多国建立了稳定的外交关系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ꎬ灵活机动地开创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ꎮ
新中国与世界多国建立了稳定的外交关系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ꎬ苏联即与新中国建交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毛泽东受邀抵达苏联进行国事访问[７]９９４ꎮ 其间ꎬ毛泽东以其过人的政治智慧ꎬ与对新

中国尚存疑虑的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ꎬ取代了苏联之前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

好同盟条约» [７]１０１６ꎮ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ꎬ苏联给予了中国多方面帮助ꎮ 在政治上ꎬ苏联支

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ꎬ支持中国在国际领域揭露美国侵略台湾的丑恶行径ꎬ支持中国反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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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单独媾和ꎮ 在经济上ꎬ苏联提供的大量贷款使新中国的经济恢复获得了启动资金ꎬ苏联援建与改建的

大批工程项目促进了新中国的工业发展ꎬ苏联派遣的赴华专家使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人才支撑ꎮ 在

科学技术上ꎬ苏联向中国提供资料 ８ ４００ 多份ꎬ并分期分批派出数千名科技人员到中国进行相关工作指

导ꎬ同时接受中国选派的 １ ０００ 多名专家、２ ０００ 多名实习生赴苏联考察、研究和学习[２１]ꎮ 除苏联外ꎬ新中

国还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ꎮ
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兼具历史担当和责任担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发挥了应有的大国作用ꎮ 当时ꎬ朝鲜半岛悬而未决的统一问题ꎬ印度支那越南、
老挝、柬埔寨的和平问题ꎬ都加剧了亚洲局势的紧张乃至世界局势的紧张ꎮ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中、苏、美、
英、法及相关国家就上述问题在日内瓦召开会议[１]２３７ꎮ 中国代表团力求以协商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

建议ꎬ得到了与会多国的认可ꎬ而中国推动印度支那全境停火、努力促成亚洲和平的举动ꎬ也树立了新中

国坚持正义、维护和平的形象ꎬ有效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ꎮ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ꎬ首次由亚非

国家发起而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２２]ꎮ 此次会议反映了亚非人民反对殖

民统治、维护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愿望ꎬ却遭到了美国的阻挠破坏ꎮ 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宗

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美国的从中挑拨ꎬ中国在亚非会议的开始阶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孤立和攻讦ꎮ
但其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ꎬ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ꎬ也赢得了多国的信任和尊重ꎮ

三、在国防上ꎬ增强了维护中国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国无防不立ꎬ新中国“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ꎬ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

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 [３]９４ꎮ 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ꎬ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国防事业进行了高

瞻远瞩的系统谋划ꎬ领导新中国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ꎬ取得了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ꎬ对国家治

理现代化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ꎮ

(一)抗美援朝的胜利ꎬ极大提高了中国地位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ꎮ 抗美援朝战争锤炼了国家的领导力和决

策力ꎬ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维护和平的决心和力量ꎬ其伟大胜利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ꎬ加重

了中国在处理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分量ꎬ也为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ꎬ为国家

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国防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ꎮ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朝鲜内战爆发ꎮ ６ 月 ２７ 日ꎬ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驻太平洋第七舰队从菲律

宾侵入台湾海峡ꎬ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４]８５ꎮ 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ꎬ操纵联合国安理

会组织所谓“联合国军”ꎬ武装入侵朝鲜ꎬ并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ꎬ严重威胁中国安全ꎮ 毛泽东从国家长

远发展的战略视野出发ꎬ对是否要出兵朝鲜的问题进行了深度考量和反复斟酌ꎮ 最终ꎬ在朝鲜党和政府

的请求下ꎬ中国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ꎮ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ꎬ毛泽东下令:“为了援助朝

鲜人民解放战争ꎬ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ꎬ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

益ꎬ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ꎬ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ꎬ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

的胜利ꎮ” [３]１００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ꎬ开始从安东(今丹东)、
长甸河口和辑安(今集安)三个口岸ꎬ秘密渡过鸭绿江ꎬ开入朝鲜战场ꎬ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２３]１９１ꎮ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仗ꎬ揭开了第一次战役的序幕[４]８７ꎮ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

场双方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现代化战争ꎮ 美国国力雄厚ꎬ武器装备先进ꎬ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无论是在综

合国力还是军事力量方面ꎬ都与美国相差甚远ꎮ 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ꎬ中国人民志愿军同

朝鲜军民密切配合ꎬ构筑纵深防御阵地ꎬ发起多次进攻战役ꎬ终于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ꎬ迫使嚣张狂

妄的侵略者于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４]９１ꎬ粉碎了侵略者的阴险图谋ꎬ可谓“打得一拳开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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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百拳来” [２４]ꎮ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ꎬ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ꎬ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ꎬ展现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

中的重要地位ꎮ 正如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的ꎬ“外国帝国主

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ꎬ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ꎮ” [３]１８５在抗美援朝战争上的果敢

亮剑ꎬ凸显了中国在现代化战争中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ꎬ也向美国及其盟国展示了新中国的强大ꎮ 抗

美援朝战争的胜利ꎬ“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ꎬ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 [２５]ꎬ使
得美国及其他国家开始重新估量中国的军事力量ꎮ 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ꎬ美国地面部队始终不敢越过中

国警告的北纬 １７ 度线ꎬ这无疑是受到了朝鲜战争前车之鉴的影响ꎬ充分显示了中国在国际军事舞台上的

话语权ꎮ

(二)国防建设的加强ꎬ有效提升了中国实力

国防建设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ꎬ并为国家治理的其他领域提供安全保障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毛
泽东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开展我国的国防建设ꎬ在国防尖端科技、合成型军队和军队正规化等方面取得

了重大成就ꎬ有效提升了中国实力ꎬ保障了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ꎮ
国防尖端科技是提升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通过在我国周边

建立军事基地、部署战略轰炸机和导弹等方式ꎬ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ꎮ 为维护国家安全ꎬ打破美国核讹

诈ꎬ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以原子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技ꎮ 经过多方论证和科学规划ꎬ１９５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正式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１]３３８ꎮ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ꎬ国务院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２６]ꎮ 同年 ５ 月 ２６ 日ꎬ中央军委会议作出

了发展导弹的决定[２７]ꎮ 虽然当时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基础还很薄弱ꎬ生产建设的任务也很重ꎬ但为应对严

峻的国际形势ꎬ党和国家对发展国防尖端科技作出了合理安排ꎮ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２８]３２ꎮ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我国又试制成功了第一颗氢弹[２８]３６ꎮ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ꎬ我国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２９]ꎮ 这些丰硕成果凝聚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心血和智慧ꎬ亦离不开

毛泽东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ꎮ
建设合成型军队是国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ꎮ 在革命战争年代ꎬ人民军队基本上是单一陆军军种ꎮ 随

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大规模战争的结束ꎬ建立新的军兵种的条件逐渐成熟ꎮ 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ꎬ让我们

感受到了建设多兵种的紧迫性ꎬ而渡海解放台湾也对合成型军队提出了客观要求ꎮ 毛泽东高度重视新的

军兵种建设ꎬ要求“海军和空军应该加强ꎬ尤其是空军ꎬ更应该要加强” [３０]ꎮ 在这一指示下ꎬ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ꎮ 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成立时ꎬ共有航空人员 ２ ９３８ 人、各种

飞机 １５９ 架ꎬ其中包括保卫首都北京的第一支人民空军飞行中队ꎬ共有飞行员 ３０ 余人ꎬＰ￣５１ 战斗机、蚊式

轰炸机等各式飞机 ３２ 架[２３]５３ꎮ 与此同时ꎬ人民海军也蓬勃发展ꎮ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ꎬ华东军区海军在江

苏渡江作战指挥部成立ꎮ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ꎮ 此时ꎬ海军总人数

约 ３.８ 万ꎬ拥有各种舰艇 ９２ 艘、舰炮 ３０９ 门、海岸炮 １２２ 门[２３]５０ꎮ 此外ꎬ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部队、
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军兵种也相继建立ꎬ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建设上取得

了重要突破ꎮ
军队正规化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毛泽东在推进军队正规化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努力ꎮ 确

保枪杆子听党指挥ꎬ建立正规化的管理体制ꎬ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整体战斗力ꎮ 毛泽东早在革命年代就曾

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ꎬ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ꎮ” [１２]５４７新中国成立后ꎬ毛泽东再次强调军队的正规

化管理ꎬ认为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３]２３５ꎮ 根据毛泽东的

指示ꎬ１９５０ 年秋ꎬ中央军委指示军委军训部成立条令编修委员会ꎬ负责编写共同条令ꎮ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１ 日ꎬ
总参谋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内务、队列和纪律等一系列条令(草案)ꎮ 同时ꎬ各军兵种还组织力量

翻译和颁发苏军的一些专业和勤务部门的战斗条令、条例和教范等供部队试行[３１]ꎮ 上述举措ꎬ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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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ꎬ提升了军队的正规化管理水平ꎬ促进了国防现代化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段凯歌行进的重要时期ꎮ 这一时期ꎬ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现

代化进行了伟大探索并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ꎬ开创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范式ꎬ建构了新中国国家治

理的基本框架ꎬ并为其后中国的国家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ꎮ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ꎬ是
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ꎬ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ꎬ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ꎮ” [３２]新中国

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艰辛探索ꎬ促进了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ꎬ推进社会主义建

设ꎬ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１９]ꎬ也为当

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重要根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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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ｔ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ｂｏｔｈ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ｏ Ｒｅｓｉｓｔ ＵＳ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ｉｄ Ｋｏｒｅａ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ｒａｉｓ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ｓ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ａ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ｌａｉｄ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ａｉ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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