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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和急于求成，
我们党在经济建设上出现了严重失误，轻率地发动了“大
跃进”，结果欲速则不达，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一次
严重的挫折。关于“大跃进”的发动原因，直到今天仍然值
得我们反思。

一、突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赶超”思潮是“大跃

进”发动的外部诱因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
的国家基本上都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逐渐走上经济发展
时期，但是两大阵营的对抗相持不下。对于中国来说，“我
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仍然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以美国为
首的侵略集团无时不希望颠覆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
果我们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建设，不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
间内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安全就不
能认为有充分的保证”[1]。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对我们党形
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存在广泛的“赶超”思
潮。1956年苏共二十大提出:要争取“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
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1957年10月、11月，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
卫星。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64
个国家共产党负责人参加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15
年赶超美国”的目标，我国也提出了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
的口号。接着，社会主义各国掀起了“赶超”热潮。1958年朝
鲜劳动党发动了“千里马运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1958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五大”号召“迅速发展生产力，大
力开展技术革新，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一种“赶超”资本主
义国家的跃进思潮，这给中国共产党也带来压力，而此时，
中苏两党关系正处于非正常化阶段，毛泽东倍感压力，他
在同西方国家开展竞赛的同时也开展同苏联的竞赛[2]。毛

泽东也轻率地提出赶超思想，他认为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
计划就完成了工业化，六年左右时间实现农业集体化，中
国也应该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工业化。这样，“十五年
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3]。随后，刘少奇在代表中共
中央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正
式宣布了这个目标，成为全党行动的纲领。如何实现这个
目标？“大跃进”就在这种赶超思潮的外部刺激下轻率地发
动了。可见，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以及社会主义阵营普遍
存在的“赶超”思潮诱发大跃进的产生。

二、摆脱苏联模式，急于改变国内贫穷落后的面貌是

“大跃进”形成的内部动力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客观地选择苏联模式来发展中
国社会主义，因为当时的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毫无经验，
经过民主革命的中国一穷二白，底子薄人口多，急需发展
以巩固新生的政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已有30多年的建设经验，两国情况又相似，苏联模式为中
国提供了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因此，
选择苏联模式的确是当年中国一种最现实的选择，事实证
明，这种选择确实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另一
面也形成了我国经济过分依赖苏联的弊端，随着时间的推
移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暴露。同时，自斯大林去世后，苏联
大国沙文主义不断膨胀，并想利用我国经济上的弱点，从
军事上控制我们，这对从战争年代中走过来具有深切体验
的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政治上独立的中
国，不得不开始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起独立完
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免受制于人。所以从50年代中期开
始，毛泽东就特别强调经济建设的独立性问题，其《论十大
关系》的发表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实
际情况的工业化道路的标志。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广大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1956年中共八大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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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
后的生产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从一定意
义上说，寻找中国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以建立独立完整
的工业体系是后来发动“大跃进”的原始动机。

三、党内与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左”倾思想是“大跃进”
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

新中国建设取得骄人的成绩，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胜
利完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建立，于是党内逐
渐地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并逐渐地产生了“左”倾思想。
从1957年开始，随着国内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
东把当时对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实事求是地批评或纠正
经济工作中确已存在的急躁冒进偏向的做法，说成是“右”
倾，“促退”，当作“右派进攻”。这给广大干部群众造成很大
压力，党内外普遍形成一种宁“左”勿右的政治心理。

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批评了
1956年的反冒进，“1956年经济文化事业有了一个伟大的
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
吹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
东西都吹了，影响了今年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标志着党内
开始产生了偏离党的八大正确路线的“左”倾错误。党全面
地肯定了反右派斗争，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
错误地批判了1956年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正确决
策，背弃了八大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
步前进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
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
国家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这次会议以后，
随着对1956年的反冒进的正确方针进行错误的批判，党内
在经济建设上的“左”倾指导思想膨胀起来。在1958年1月
举行的党中央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十分尖锐地批评
了反冒进的正确方针。他说，反冒进给群众拨了冷水，泄了
气，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反冒进使右派钻了
我们的空子，右派进攻把一些同志搞到了离右派只有50米
远的地方了。在批评了反冒进的所谓右倾保守以后，毛泽
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代替了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开展
起来，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
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广泛存在着“左”倾思潮，盲目的、
无意识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对“大跃进”运动的发生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1958年，自上而下都洋溢着热火朝天的
气氛，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大部分群众似乎都被应接不暇
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充满了意气风发的热情和干劲，这与
党中央互相渲染，全社会上下干群都存在“左”倾思想，为
“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提供了社会土壤。

四、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产生的强力推动者
大跃进，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强国梦”[4]。毛泽东是

当时的主要决策者，“大跃进”的产生与毛泽东个人有着千
丝万缕的情结。在毛泽东的身上有着不畏艰险的革命精
神，有着深邃的洞察力与异于常人的思维，有着无所畏惧
的胆识魄力和冒险精神，更有永不服输的志气不甘人后的
倔强，还有着诗人般浪漫主义情怀……这些让毛泽东充满
了魅力。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屡建奇功，因此他有着崇

高的威望，他的成功也让他更加自信。毛泽东的思维方式
一向是迎难而上，出奇制胜，在他看来没有办不到的事，人
的主观能动性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定胜天。也就是这股豪
情壮志，他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成立了新中国。但从毛泽东到许多中国人的心里，始终有
个打不开的结，即一方面自豪于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和历
史，一方面又深陷在上百年来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情之
中。新中国的成立后，戎马一生的毛泽东将其一贯的豪情
壮志和自信应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大跃进”，正是
这样一种情绪和环境交互刺激的产物。

所谓“大跃进”就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高速度，其
目标是要用15年或更短的时间赶上并超过英国，其指导思
想可以概括为：争取以尽量短的时间“赶英超美”。在具体
部署上，要求1958年钢的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
上翻一番，达到1 070万吨，要求1958年粮食产量在1957年
的3 901亿斤的基础上提高到7 000亿斤。仅从数字指标上
的追加，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雄心。

遗憾的是，当时党内还是有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反对
冒进，但是毛泽东的威望使得他在党内处于绝对的主导和
权威地位，造成“一言堂”的色彩，使领导体制蒙上个人专
断“人治”的色彩。然而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又是在个人崇拜
中建立起来的。自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
后，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获得一个又一个的
胜利。丰功伟绩不仅成了毛泽东功绩和能力的证明，更使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树立了神一般的伟大形象，
党内的同志们也都是对他钦佩之至，心悦诚服。加之两千
年的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崇拜权威在国民心里一直存
在，这也使毛泽东顺理成章地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
的威信。当个人崇拜得以在党内盛行，便形成了毛泽东的
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
集体领导原则，使党失去了纠正领袖错误的能力。因此，当
毛泽东同志振臂一呼，错误地发动“大跃进”时，全中国人
民就开始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即使有人反对冒进，也
无法力挽狂澜，理性力量在盲目的普遍的个人崇拜下已无
法得到正视，这归根结底又是我们党内民主制度的缺乏。
所以，毛泽东尽管是“大跃进”运动的强力推动者，但是真
正酿成悲剧的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

总之，历史已经过去，我们再回过头去讨论过去所发
生事情的原因都已无力回天，但是史可鉴今。“大跃进”运
动的错误发动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但却忽视了客观条件，片
面夸大了主观能动性，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
民主化是党领导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的保障。因此，科学
地认识和阐释“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和经验教训，对于我们
今天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实际出发，脚踏实
地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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