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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2 年公私企业推广先进工作方法                   
和先进科学技术探析

——基于《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考察

■ 杨丽萍

[ 摘 要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恢复和发展公私企业的生产，需要充分调动其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

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而无论是根据地经验，还是苏联经验，都需要结合企业的生产管理实际，调整为有实

践意义的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为此，党和政府通过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推动先进工作方法和

先进科学技术与公私企业的生产管理实际相结合；通过组织各类生产竞赛，调动群众使用和推广先进工作

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积极性；通过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宣传和推广其先进事迹和有效经验。这些实践

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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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

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社论明确

指出：“我国的一切公私企业中的工人，工程

技术人员，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管理人员，

都应该广泛开展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学习先

进的工作方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一步挖掘

潜在力量，把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都充分利用

起来，加强企业的技术管理，改善企业的经营，

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完成、提

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和

交通运输计划而斗争。”［1］作为新中国国民经

济恢复后的第一个元旦社论，其承前启后的意

味不言而喻。社论肯定了公私企业为恢复生产

所采取一系列措施的积极作用，其中特别肯定

了公私企业通过开展生产竞赛推广先进工作方

法和先进科学技术，进而改善经营、增加生产，

最终实现国家建设计划这样的做法。通过梳理

1949 至 1952 年间的相关文献发现，生产竞赛的

大规模和经常性开展，极大地推动了先进工作

［1］《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人民日报》

1953 年 1 月 1 日。　

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另外，同一时期

的创造新纪录运动和评选表彰劳动模范的做法，

也拓宽了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推广的

渠道，助力公私企业恢复生产的同时，从经济

和思想上为公私企业的生产管理革新进行了必

要的准备和酝酿。

一、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

术的历史背景

1949 年 1 月，毛泽东指出：“国家一解放，

接踵而来的任务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2］

这是因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党的工

作重心面临向城市转移，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

复和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

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然而，长期的战争致

使国民经济破坏严重，如“许多工商业突然萧

条，停工、歇业、失业的现象大量发生”［3］，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50 页。　

［3］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

的状况》，《人民日报》1950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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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种 主 要 工 业 产 品 的 产 量 都 出 现 严 重 缩 水，

“一九四九年的生产量与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

比较，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了百分

之八十以上，棉纺织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1］。

要恢复广大公私企业的生产，就需要充分调动

其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旧中国大量存在

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一些“不统一、不合理、

无政府、无组织的混乱现象和某些腐败制度暂

时地继承下来了”。如在纺织部门，“业务和

生产管理制度，都还没有统一起来。不仅上海、

天津、青岛纺织局各有一套办法，甚至在同一

城市的工厂也常常有各不相同的制度”。［2］这

些旧的生产管理方式和习惯，广泛留存在公私

企业内部，严重制约企业的发展。随着国家各

项工作步入正轨，经济建设顺次拉开，公私企

业生产管理上落后、低效等乱象迫切需要革新。

面对这种局面，该怎么办呢？党和政府主要作

了两个方面的努力和尝试。

一是沿用根据地经验。这是首先想到的一

个做法。公私企业被接管后，一些曾经卓有成

效的根据地经验，如“生产竞赛经验”等被集

中推广。［3］同时，还进行了一些企业制度上的

调整和改革。然而，根据地经验主要源于农业

生产和革命，直接拿来用于城市公私企业生产

管理的毕竟有限。

二是在推广根据地经验的同时，也尝试学

习苏联先进经验。1949 年 8 月，刘少奇结束访

苏回国时，有 200 名苏联专家同行。［4］之后，

有更多的苏联各方面技术专家来华。苏联专家

除参与新中国重要建设项目的规划外，还作专

题报告介绍苏联经验。从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9 月，仅苏联煤矿专家就向各大国营煤矿作

［1］李富春：《三年来我国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人

民日报》1952 年 10 月 2 日。　

［2］ 《学会管理企业》，《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6 日。　

［3］《通过组织全国工人阶级等决定  全国工会工作会

议闭幕  朱总司令号召学习苏联工人艰苦斗争努力恢复发

展生产》，《人民日报》1949 年 8 月 24 日。　

［4］  参见《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600 页。 　

过 70 次 专 题 报 告， 开 过 50 多 次 座 谈 会。［5］

中央重工业部设计公司在培养训练技术干部的

报告中就指出，“我们的技术干部之所以能够

很 快 提 高， 和 苏 联 专 家 的 帮 助 是 密 切 分 不 开

的”［6］。但是，由于中苏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

在引入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出现了“水土不服”

的情况。如在苏联专家参与的新疆汽车修理厂

的设计中，仅房屋兴建就列支了 2600 万斤米的

经费，而在其草拟设计的医院规划中，建设周

期设定长达 10 年。［7］

综上，恢复和发展公私企业生产面临的问

题是：旧中国的企业管理落后低效，需要取缔

或废弃；根据地经验需要丰富并适应新环境、

新任务；苏联经验则须根据中国实际作出调整。

总之，公私企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需要更多、

更适合自身实际的新经验，而不是简单复制和

照搬根据地经验或苏联经验。

二、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

术的具体做法

从方法论上讲，要恢复和发展公私企业的

生产，就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先进与落后、

革命与建设、国内与国外等一系列重大关系。

无论是根据地经验，还是苏联经验，都需要在

实践中调整为适合新中国公私企业生产管理实

际的有实践意义的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

术。

（一）通过创造新纪录运动，推动先进工

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实际相结合。

推动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与公私

企业的生产管理实际相结合，主要通过创造新

纪录这一运动来达成。东北机械管理局是东北

推行创造新纪录运动较早的一个部门。各工厂

自开展这一运动后，1949 年 8 月份平均生产效

［5］参见《苏联专家对于中国燃料工业建设的帮助——

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而作》，《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8 日。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2 页。　

［7］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中央文献

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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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超过 7 月份 1/3，9 月份又超过 8 月份的 1/3，

即在两个月之内，提高了 77% 以上。［1］太原

西 北 钢 铁 公 司 炼 铁 部“ 首 创 生 产 新 纪 录， 一

号炉日产生铁八十余吨，质量标准也提高了一

步”［2］。石景山钢铁厂炼铁厂在 1949 年 12 月

26 日创下新纪录——“日产量达到日伪与国民

党时期最高产量的百分之一八四”［3］。

创造新纪录运动不是指一味刷新生产纪录，

而是强调“发挥先进工人的经验及创造精神，

带动全体工人提高整个生产效能”［4］，从而为

“创造新的生产标准”［5］提供依据。

由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公私企业的

实际生产状况与新纪录之间存在不少差距。如

果企业在生产组织和领导方面落后于运动的发

展，便会产生与整个生产过程不相适应、不能

配合的现象。比如，可能会出现“一方面在叫

机器少设备不够，而另一方面却有大量机器和

设备不去利用。在同一个厂这部分工人很紧张，

另一部分工人空闲着没有工作”［6］等情况。那

么，究竟该如何制定新的生产标准呢？有两种

解决办法：

其一，以“介乎先进生产者所达到的新纪

录和现在实际上的技术标准之间”［7］为标尺

制定新定额。也就是说，标准定额应该是而且

［1］参见《东北机械管理局沈阳各厂  展开群众性的创

造运动  产量超过伪满时代一倍  第三机械厂一百五十余

人受奖》，《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15 日。　

［2］《西北钢铁公司炼铁部一号炉  创日产八十吨新纪

录  发明铁模铸造炼铁质量提高》，《人民日报》1949 年

12 月 3 日。　

［3］《石景山钢铁的新纪录》，《人民日报》1949 年

12 月 29 日。　

［4］《东北机械管理局沈阳各厂  展开群众性的创造运

动  产量超过伪满时代一倍  第三机械厂一百五十余人受

奖》，《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15 日。　

［5］《东北创造生产新纪录的模范赵国有》，《人民日

报》1949 年 12 月 10 日。

［6］《东北工业部颁布指示  普遍订立联系合同逐渐确

定合理定额  进一步组织和推广新纪录运动》，《人民日

报》1949 年 12 月 3 日。　

［7］《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关于继续贯彻经济核算制的

指示》，《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14 日。

必须是工人群众所能接受的高于现在实际上技

术标准的定额。按照这一办法，在原料、燃料

及水、电等的使用方面，行业内外渐渐有了统

一的标准，陆续制定出新的行业定额和生产规

程。天津中纺一厂织布厂还将“采用标准工作

法的试验拍成了照片，发到各车间，进行教育

鼓励”［8］。

其二，直接对生产组织、管理制度等进行

调整以适应新纪录。针对企业生产组织与生产

过程不能配合的情况，东北各国营厂矿采取签

订联系合同的办法，以便“及时地克服各部门、

工序之间脱节的现象，使某些部门中的生产新

纪录，得到有关部门的相应配合，并使整个生

产工作能够提高一步”［9］。沈阳毛织厂制毛

部调和组过去为了创造节省调和油的新纪录，

无限制地多掺水少加油，使毛条质量降低，增

加了纺毛困难，在与纺毛部签订联系合同后，

“油水比例调和准确，毛条质量即有改进，不

良品由全部毛条的百分之九点二减为百分之五

点五”［10］。

在这里，新的定额或标准或许不是当时最

先进、最有效率的，甚至与根据地经验、苏联

经验，以及新纪录本身有一定差距，但它们却

是在企业生产管理中被反复实践和调整了的，

更适合企业生产管理实际的先进工作方法和先

进科学技术。

（二）组织各类生产竞赛，调动工人群众

使用和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积

极性。

如 何 使 这 些 与 企 业 生 产 管 理 实 际 相 结 合

的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呢？首先就要充分调动工人群众使用和推

广它们的积极性。为此，党和政府通过开展各

类生产竞赛，以“提高群众觉悟，锻炼与建设

［8］《天津中纺一厂织布厂实行标准工作法  创造质量

新纪录》，《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17 日。　

［9］《东北生产创纪录运动中的联系合同与集体合同》，

《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9 日。　

［10］《克服新纪录运动不平衡现象  东北各企业订联系

合同  密切了各生产部门间的配合》，《人民日报》1949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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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行政与工会组织，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制

度”［1］。

一是重要节日、纪念日全覆盖。选择在重

要节日、纪念日开展生产运动是党自革命时期

便形成的传统。五月份因囊括“五一”“五三（济

南惨案）”“五四”“五五（马克思诞辰）”“五九

（‘二十一条’国耻日）”“五二一（马日事变）”

及“五卅”等多个重要时间节点，历来是群众

革命热情高涨的月份。自兴起“红五月运动”后，

在 5 月前后开展生产竞赛即成为惯例。在 1950

年的“红五月”生产竞赛中，上海钢铁公司第

一厂的炼钢产量，月初 8 天就完成月规定任务

的 42%。［2］全国 2800 多个工厂、矿山和企业

单位，220 多万工人群众投入了给 1951 年劳动

节献礼的生产竞赛。［3］国庆节也是开展生产竞

赛的重要时机。1950 年 9 月底，为迎接新中国

第一个国庆节，全国各大行政区的大中小城市

普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生产竞赛。［4］还有其他

各类纪念日也被作为生产高涨的时机，组织各

类生产竞赛。

二是重大政治事件强化。除重要节日和纪

念日外，一些事关民族危亡、国家安全的重大

政治事件也能够激发群众凝聚力，形成利于生

产竞赛开展的氛围。典型的例子是，抗美援朝

战争期间，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密集开

展起来。1950 年 10 月，东北机械管理局第三机

器厂赵国有车间的工人向全东北工人发出了“开

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挑战书”［5］。这场竞赛

获得普遍响应，一个月的时间仅东北区就有 40

［1］上海总工会调查研究室编《生产竞赛经验介绍》，

劳动出版社 1950 年，第 9 页。　

［2］参见《沪津展开红五月生产竞赛  若干工厂生产效

率已显著提高》，《人民日报》1950 年 5 月 21 日。　

［3］参见《为“五一”劳动节献礼！ 各地工人进一步开

展爱国生产竞赛》，《人民日报》1951 年 4 月 23 日。　

［4］参见《各地广大职工迎接国庆献礼  争取完成生产

提高质量》，《人民日报》1950 年 9 月 30 日。　

［5］《战斗着的赵国有车间》，《人民日报》1950 年

10 月 29 日。　

多个生产单位应战。［6］到 12 月初，生产竞赛已

在全国 24 个省及 13 个城市中展开。［7］爱国主

义热情与生产竞赛结合后产生强大效应，各地

竞赛成绩斐然。到 1951 年新年前夕，全国国营

工矿企业已有 180 多个单位提前完成或超过了

全年生产任务。［8］

（三）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宣传和推广

其先进事迹和有效经验。

1951 年 9 月，朱德在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

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要“大力推广先进

的工作方法，……如果每一个劳动模范都能带

两个徒弟，则全国就可以多增加千万个先进工

作者。我们要用这样的办法来巩固和发扬已有

的成绩”［9］。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

各类生产运动的实践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

型。通过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进而宣传和推

广其先进事迹和有效经验，启发并带动中间和

落 后， 形 成 广 大 群 众 自 觉 学 习 先 进 经 验 的 热

潮。［10］实际上，“有意识地发现积极分子，培

养模范工人，模范小组，树立先进的旗帜”，

这样就“把死的抽象的奋斗目标变成活的具体

的范例”，从而产生很强的示范效应。［11］

首先，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示范性强，便

于推广。劳动模范的入选标准与其在企业生产

管理中的表现紧密挂钩。例如，太原市在 1951

年评选出的所有先进生产小组，都是按中共太

原市委公布的条件评选出来的，他们“都能做

到经常保证质量、提高产量、改进技术、节省

［6］参见《东北华北西北等地职工  热爱祖国广泛展开

生产竞赛  东北区四十多个单位已响应赵国有车工部挑战   

天津市电工二厂马达组一天中创造四项新纪录》，《人

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4 日。　

［7］参见《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扩展全国  六十余厂矿提

前完成全年计划》，《人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10 日。　

［8］参见《百八十余厂矿提前完成全年生产》，《人民

日报》1950 年 12 月 31 日。　

［9］《朱德副主席的讲话》，《人民日报》1951 年 9 月

21 日。

［10］参见刘秀峰：《目前华北工业生产竞赛运动中的几

个问题》，《人民日报》1952 年 8 月 13 日。　

［11］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中南区领导生产竞

赛的几条经验》，《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21 日。　



94

党 的 文 献
LITERATURE OF CPC

2019 年第 5 期

原料、减低成本、贯彻生产责任制、自觉遵守

劳动纪律”［1］。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各国

营、公营企业也纷纷召开大会，“奖励工业生

产中的劳动模范、新纪录创造者、合理化建议

者及优秀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2］。成为模

范典型后，这些先进生产者的示范行动逐渐得

到推广。仅在东北便产生了“成百上千的赵国

有、李永、张德容、宋春化等类似的模范英雄

人物”［3］。

其次，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具有感召力，

利于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劳动模范作为万千

普通劳动大军一员，凭借着拼搏精神取得了不

凡的成绩。除生产管理经验外，他们新的身份、

地位以及美好的职业前景都极具感召力。如劳

模赵国有，他过去“穿不暖，吃不饱，……今

天呢？家里堆满高粱、装满大米，住着楼房，

穿 的 是 崭 新 衣 裳， 上 北 京， 去 苏 联， 参 加 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到处都受人欢迎和尊

敬”［4］。事实证明，在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

进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劳动模范的引领带动作

用较为明显。在江西劳模仇业衡的推动下，江

西机器厂职工向全省 60 万工人发出竞赛挑战，

引发“全省铁路、公路、煤矿、电力、纺织、

邮电等各产业单位”的应战。［5］天津铁路管理

局自从开展以劳动英雄李永为首的超轴运动后，

“全路曾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员工卷入生产竞

赛”［6］。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的挑战，引发了

各地劳动模范，如李书和、魏振华，以及各模

［1］《 把 生 产 竞 赛 与 抗 美 援 朝 结 合 起 来  太 原 出 现

一百六十五个马恒昌式小组》，《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25 日。　

［2］《东北华北等地公营企业召开劳动模范大会  交流

先进生产经验》，《人民日报》1950 年 3 月 3 日。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53 页。 　

［4］《赵国有谈爱国生产竞赛》，《人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18 日。　

［5］《南京青岛及中南各地  开展爱国生产竞赛》，《人

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29 日。　

［6］《全国铁路员工普遍开展爱国生产竞赛  提前完成

全年营业品运输任务  重量不重质的偏向已获纠正》，《人

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25 日。　

范小组，如“毛泽东号”机车、“赵国有车工部”

先后带动所在工厂的班、组应战。［7］

三、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

术的成效

1949 至 1952 年间，党和政府通过开展创造

新纪录运动，推动了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

技术与公私企业的生产管理实际相结合；通过

组织各类生产竞赛，充分调动了工人群众使用

和推广的积极性；通过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

引发了群众自觉学习先进经验的热潮。这三种

实践活动虽各有侧重，但又有交叉，三者相互

配合，相辅相成，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首先，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

广，促成公私企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实践，

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充分调动。

例如，创造新纪录运动开始后，全国各个产业

部门包括钢铁、机械制造、煤矿，还有铁路、

自来水公司等纷纷开展活动。生产竞赛的参与

情况更是盛况空前。东北地区在 20 天内有近 70

万、天津有近 6 万、上海有 10 万以上的工人展

开了爱国竞赛。［8］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51

年 4 月，全国各地参加生产竞赛的厂矿单位达

2811 个，比上一年 12 月份增加了 134% 以上。

参加竞赛的职工有 223.2 万名，较上一年 12 月

份增加了 86% 以上，仅向马恒昌小组应战的就

有 5522 个小组。［9］

正是群众的广泛参与，以及劳动模范的示

范带头作用，全国公私企业的生产不仅在短时

期内恢复，且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据统计，

到 1951 年后半年，仅在全国铁路干线上就涌

现了 3 万多个劳动模范，创造了许多新纪录，

［7］参见《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的新高涨——各地

生产小组向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应战》，《人民日报》

1951 年 2 月 7 日。　

［8］参见《伟大的爱国生产竞赛运动》，《人民日报》

1950 年 12 月 25 日。　

［9］参见《全国二百多万职工  参加爱国主义生产竞

赛 某些单位竞赛运动向正常方向发展》，《人民日报》

1951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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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 调 车 模 范 把 停 留 时 间 由 15.5 小 时 缩 短

到 10.5 小时；司机模范将列车牵引重量由规定

的 2000 吨提高到 6700 余吨；货运机车将每日

运行公里由规定的 358 公里提高到 1100 余公

里。［1］1952 年与 1949 年相比，电力设备利用

率提高了 82%。国营煤矿的总回采率从 30% 提

高到 75%，煤矿工人的全员效率自 0.33 吨提高

到 0.62 吨，炼铁高炉的利用系数已接近苏联水

平。［2］

通过对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

广，使其密集渗透到公私企业的日常生产和经

营管理中，这为公私企业生产管理的革新奠定

了基础。

其次，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

广，促进了公私企业生产管理的革新。

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目的

是使各公私企业“更合理地组织劳动力，更经

济地使用原材料，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设备与更

科学地组织生产，充分发掘企业内部的一切潜

在力量来完成国家给予他们的任务”［3］。这为

公私企业的生产管理革新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和

思想准备。

例如，天津工人及技术人员改进了技术，

汽车制配厂职工试制四缸引擎成功，开创了我

国自造内燃机的道路。电车公司修理厂职工试

制无轨电车成功，成为我国第一个无轨电车制

造厂。造纸分厂自制绝缘纸成功，我国电器工

业用的绝缘纸，从此可以自制了。［4］这样的突

破和创新不胜枚举。不仅如此，通过推广先进

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劳动力、生产资料

为适应新纪录、新定额、新经验而不断进行调整，

［1］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13-114 页。　

［2］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

资料》（七）（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4 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51 页。　

［4］参见《工人在爱国生产竞赛中发挥高度积极性创造

性 天津有些工厂已能自制多种重要机器》，《人民日报》

1951 年 10 月 5 日。　

使企业生产管理更加规范，技术上有了统一的

标准。公私企业中大部分不合理的管理制度、

奖励制度等也都一一作了调整。

通过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

公私企业的生产管理事故也大大减少。华北、

华东 27 个国营电业单位在生产竞赛中，与上

一 年 第 三 季 相 比， 各 发 电 厂 的 事 故 平 均 减 少

48.9%，各电业局的事故平均减少 61.51%，人

身死亡事故在各厂、局内完全消灭。［5］上海铁

路管理分局上海列车段职工，经过 4 个月的努力，

创造了 200 万公里安全运行全国新纪录，由此

减少的国家财产损失在 30 亿元以上。［6］

最后，先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

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生产管理中的具体

贯彻和体现。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必须贯穿于党的全部工作中。先进工作方法和

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企

业生产管理中的具体贯彻和体现。一是利用节

日、纪念日、重大政治事件等易于产生群众凝

聚力的特殊契机发动生产运动，使参与行为成

为群众的主动选择。如山东省贾汪煤矿职工群

众在接受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后讲道：

“只有搞好生产，努力抗美援朝，打垮美帝国

主义的侵略进攻，才能保卫住咱们的胜利果实，

保卫住和平不受侵犯。”［7］正是在爱国主义的

感召下，不仅该厂，全国各公私企业职工积极

主动参与了各类生产运动，并屡创佳绩。二是

政府对生产运动中出现的突击、单纯增加劳动

强度的现象进行了严肃处理。因为枉顾“生产

竞赛不是加班加点”的指示而肆意延长劳动时

间 的 行 为，“ 严 重 地 违 犯 政 府 的 劳 动 政 策 法

令，危害工人身体的健康，（下转第 121 页）

［5］参见《华北华东二十七个国营电业单位  首期生产

竞赛结束  各厂、局责任事故普遍减少》，《人民日报》

1951 年 1 月 29 日。　

［6］参见《全国各地工人发扬高度劳动热情  创造生产

新纪录庆祝“五一”节》，《人民日报》1952 年 5 月 3 日。　

［7］《抗美援朝爱国教育必须结合实际工作  贾汪煤矿

经过抗美援朝教育爱国生产竞赛连创新纪录  工业劳动模

范王景全来信报告》，《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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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订与探讨 指导台共建党大会的中共中央代表“彭荣”身份再辨

解，因此将武汉的国民党误认为小资产阶级政

党，与其妥协，并任其实行压制罢工和农民运

动等，犯了最大的错误。

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失误，是犯了机会主

义的错误。

从中国革命的历程来看，资产阶级的革命

性是非常有限的。今后台湾（地区）的革命必

须充分意识到这点，决不能重蹈中国共产党的

机会主义错误的覆辙。

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民族革命是不可

或缺的。但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向社会主义革

命发展，实行土地革命，扫清封建势力。共产

党还需与无产阶级紧密联合，建立以工农为主

体的势力，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才能推动革命

的发展。

鄙人的报告非常简短，但希望诸君在台湾

（地区）的革命当中，吸取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台湾（地区）革命不能走入犯机会主义的误区，

这就是鄙人报告的最大目的所在。

（宋帮强译自〔日〕山边健太郎：《现代史

资料 22：〈台湾〉（二）》，（日本）美铃书

房 1971 年版，第 246-251 页。原文为日文。）

（责任编辑：王梦昕）

（上接第 95 页）也将使我们的爱国主义生产竞

赛不能持久下去”。［1］

1949 年 3 月， 毛 泽 东 在 中 共 七 届 二 中 全

会上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

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

和发展。……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

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

［1］《生产竞赛不是加班加点  佳木斯市某些工厂应扭

转突击偏向》，《人民日报》1951 年 4 月 17 日。　

法”［2］。在这一指示的推动下，1949 至 1952

年间，党和政府通过采取创造新纪录运动、生

产竞赛以及评选表彰劳动模范等系列举措，先

进工作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推广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推动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作者杨丽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上海 201824 〕

（责任编辑：程莹莹）

［2］《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2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