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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卫　东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50）

【内容摘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是近代无数仁人志士的美好愿望和理想追求。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
了中国必须建立独立的工业化体系�分析了中国实现工业化必须充分利用的有利条件�从多方面进行探索�提出了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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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实
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做出了辉煌的
贡献。研究他的工业化道路思想�对我国目前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推进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必须建立独立的工业化体系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通过大量深入的

调查研究�对中国国情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
他充分论证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建立自己独立
的工业化体系的历史必然。

首先�实现工业化是巩固民族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
客观要求。近代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国家
和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二是实现国家和民族的
繁荣与富强。二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历史
证明�没有前者�便没有后者的顺利发展和真正实现。但
是�如果缺乏强大的工业经济做后盾和支撑�要想长久地保
持和巩固前者�也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早在抗
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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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工业
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①之后�毛
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又指出：“新民主
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
现实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
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
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②

其次�实现工业化是富民强国的现实需要。众所周知�
近代中国曾屡遭外敌入侵。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发动一
次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
获得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特权�对中国肆意欺凌。之所以
如此�究其原因�毛泽东指出：“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
……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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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帝国
主义欺侮的就是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
全民族的任务。”⑤

再次�实现工业化是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客观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任务。毛泽东
曾说：“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
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
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
拥护我们。”⑥可见�毛泽东是把工业化问题放在关乎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的大局来认识的�放在关乎共产党生死存亡
的政治战略高度来考虑的。只有发展工业�才能代表人民
利益；而要代表人民利益�就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工业。正是
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
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
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
国。”⑦

最后�实现工业化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
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共和国“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
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⑧�它的实现是需
要客观物质基础的�而中国目前还缺乏这个基础。“中国还
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

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⑨“我们现在还
没有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
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
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的任务。”⑩社
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设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
会化的大生产�尤其是工业的大生产来从事建设。

二、中国工业化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起步

的�是在落后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起步的。步履艰难地走
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效甚微。为了加速中国的工业
化进程�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工业化
所具备的政治前提、制度优势�明确指出了我们实现工业化
必须充分重视的各种条件。

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国家�是实现工业化的
政治前提。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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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
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
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作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因此�“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
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
现。”〇11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工业化提供制度的
保障。1957年3月�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
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的矛盾。并同时认为�新的社会制度对于发展新的社会
生产力起着决定性的动力作用。毛泽东说：“从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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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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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开辟了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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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12“法国、德国、美
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
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〇131956年1月�随着
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推进�毛泽东在最高
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谈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
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
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
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
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明确而又肯定地
指出了中国的工业化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解放生产力来

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只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
第三�利用资本主义�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环节。1945

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时说：“中国
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
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
期内也不会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
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〇14“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
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不仅对国家供给产
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〇15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它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它的影响在某些
时候比工人阶级还大”〇16�他们懂技术�懂管理�必须充分利
用资产阶级现有的技术人才�为工业化建设服务。

第四�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争取外援�是实现工
业化有利的外部条件。毛泽东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
落后的国度里�急需大力发展工业�而要发展工业�则需要
大量资本�其来源“主要的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
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前提下�外
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〇17在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
话时就提出过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主张。抗日战争后期�
他多次表达过这种想法。1944年�他在会见美国记者时说：
“我们鼓励自由竞争及个人企业�并且在相互同意的原则下
我们将允许并欢迎外国在我们的统治区内向商业及工业方

面投资。”〇18“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
由企业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之下才能做到。”〇19新中国成立前
夕�鉴于美国继续坚持敌视中共的政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遂把利用外资、寻求外援的着眼点放在了苏联和
东欧等国家身上。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
“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
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〇20“一五”计划
时期在苏联的援助下�我们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了以156个
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
设�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取得了非凡的成
就。

最后�提倡学习�是加速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途径。早在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
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
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
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
‘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
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再
一次提出了学习的任务�指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
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
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
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〇21随后�他在《论人民民
主专政》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
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
学经济工作。”〇22“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〇23并希望�“所有的省
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
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
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〇24�以加快我国的
工业化进程。

三、中国工业化必须走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实现工业化�必须解决道路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毛泽东以中国经济的落后性为前提�指出：中国的
工业化�既不能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也不是苏
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
道路。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推进�鉴
于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
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
最高水平”〇25的教训�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
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
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
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
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
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〇261957年2
月�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中强调：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
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
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
轻工业。”〇27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
路。

首先�以重工业为重心�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既
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实际。从马克思主
义原理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
产的共同规律。列宁也说过：大工业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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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重工业
提供原材料、能源和技术装备。没有重工业�轻工业、国防
工业、农业的发展都会受到限制。从中国实际看�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时�从旧中国所承继的�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工业
基础。当年�使用机器的工业产值�只占整个工农业生产总
值的17％左右�其中的主要成份是轻工业。重工业虽然也
有一点�但大多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修理厂和为帝国
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不但整个工业
不成体系、残缺不全�而且更要命的是�我们既没有真正意
义的机器制造业�也没有现代的国防工业�钢铁工业亦十分
薄弱。正如毛泽东形容的那样：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
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仪器也不能造�许多
东西我们都不能造。所以�毛泽东提出：“重工业是我国建
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
的。”〇28因此�“一五”计划时期我们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
的重点�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
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
速增强国家工业和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五年内完
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5亿元；
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
工业化的基础。

其次�以农业为基础�注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
认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
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〇29�因
此�要想“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就必须注重发展农
业和轻工业。他说：“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
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
业。”〇30两种方法的选择�关键是“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
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
或者想的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
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
业。”〇31由此可见�毛泽东非常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在整个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非常重视产业结构的协调优化对国民经
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三�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
的基础。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关系社会安危极深�也关
系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1） 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日
益增大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需要。毛泽东指出：“我国的
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
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
矛盾。”〇32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和工业原
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
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
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〇33（2）为工业生产提供广大的
市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生产需要广大的市场�“随着农
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
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
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
情况”〇34将会更加突出。（3）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
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的大量资金�相当大
的部分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除农业税外�国家通过工农

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作用�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毛泽
东讲：“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
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〇35农业发展起来了�就
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
不可能单独发展。”〇36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要求全党一
定要重视农业。工业部门要面向农村�支援农业。并认为：
“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〇37

最后�建设内地�兼顾沿海�促进工业在全国各区域的
均衡布局。建国初�我国工业布局极不合理。由于历史的
原因�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70％在沿海�30％在内地。
为了改变工业布局这一不合理现状�毛泽东指示：“沿海的
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
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具体要求是：建立新的工业基地�
利用、改造和扩建原有工业基地。这一平衡生产力分布、加
强内地建设的工业布局政策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同期�国
家工业建设重点在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其次是华东与华
北。相应地�“一五”时期基本建设的重点从沿海地区转到
了内地。“三线”建设时期�将沿海的许多重工业企业�直接
实行了整体搬迁�甚至迁到了交通不便的大三线地区�又在
内地建立了一批初具规模的、行业较为齐全的工业基地。
上述情况表明�虽然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政策导向
曾一度使工业发展偏离了正确的可持续发展轨迹�但不可
否认的是�它为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我国新型工业化发
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
程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理论观点�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
献。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尽管发生过失误�但是无论是
正确还是失误�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历史告诉我们�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开拓�就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艰难探索所取得
的经验和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其失误和教训的纠正和
借鉴的产物。坚持和进一步发展毛泽东的上述理论思想�
正是我们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继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工
业化、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保证。
注释：
①③⑤⑥毛泽东文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②④⑦〇11毛泽东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⑧毛泽东选集：第春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⑨〇20〇21〇22毛泽东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⑩毛泽东书信选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〇12〇13毛泽东文集：第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〇14〇19〇36《党史通讯》1983年�第2期．
〇15〇16经济年谱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〇17《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
〇18《毛泽东思想研究》�1984年�第2期．
〇23毛泽东文集：第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〇24〇25〇26〇27〇28〇29〇30〇31〇32〇33〇34〇35〇3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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