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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道路，主要指建国初期和“一五

计划”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目标模式选择。如果单从时间跨度

上讲，这两个时期前后加在一起也不过八年左右，但这个时

期的经济变革对中国经济进程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是极为

重大的。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道路，主要是在“共同纲领”
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确立和发展的。“共同纲领”是建

国初期的指引经济航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它所指明的经济任

务与目标是通过变革与调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公有制为

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形成独立自主的带

有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系。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共

同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完成以后，根据新的形势发展提出新

的发展目标与任务。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制定并比

较顺利地完成了“一五计划”中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并通过三

大改造，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使国民经济走上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的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早期所走过的经济发展

道路，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值得我们深思、总
结与借鉴。

一、“共同纲领”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的确立与反思

新中国早期经济的第一次重大转变，是在共同纲领指导

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变。这次转

变是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完成的。《共同纲领》是在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

的。《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主要经济政策是：取消帝国主义国

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国家所有，有步

骤地进行土地改革，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

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它的财政金融政策是：在财政方面，建立国家的财政预决算

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厉行精简节约，平衡

财政收支，努力积累国家的生产资金。税收应以保证革命战

争的供给和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

则，做到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在金融方面，强调国家对

货币金融的严格管理，货币的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

国内的流通，外汇外币金融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统一办理。凡
依法经营的私人金融业，应接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对社会

的金融投机予以严厉打击。
建国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在“共同纲领”指导下确

立起来的。它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之点是：彻底否定和清除三

座大山所代表的经济基础，使之转化为公有制的经济成分，

铲除这个长期以来压榨、掠夺中国人民，使中国贫穷落后的

经济根源。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

情和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断壮大公有制经济成分、加
强公有制主导地位的同时，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

结构。在从制度上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同时，建立维护并

加强广大农民和城乡手工业者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所

有权和经营权，使劳动者在经济上的民主权利通过产权和经

营自主权充分体现出来。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权与

合法经营权，发挥其在国家经济恢复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限制其惟利是图的错误倾向，等等。以上内容构成了建国初

期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内涵。它的贯彻落实，使新中

国经济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走上了新民主主义

的发展道路，实现了新中国经济的第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和深远影响的历史跨越。
“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建国初期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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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产物。其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

在 1940 年 1 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无

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实际，并吸收孙中山有关节

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了精辟的分

析与表述。他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

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

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

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

‘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

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

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

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

为农民的私产。”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就成为建国初期制定

“共同纲领”的思想基础。
建国初期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是符合当时中

国的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这一选择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了新中国的国情，党和国家以清

醒冷静和非常慎重的态度，估计了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历史发

展阶段，深思熟虑，审时度势，严格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和形势

发展需要制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提出过高的

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任务，而是以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加快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

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有针对性地提出

建国初期所要实现的目标任务及其所规定的方针政策。无论

是所有制变革与调整，还是财政金融体制与政策的目标模式

选择，都非常注意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吻合，该彻底解决的

就坚决彻底解决，该保护的保护，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并严

格规定了政策界限。没有头脑发热，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思

想情绪。实实在在地坚持了民主、求真务实的精神。坚持以公

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使人民的意愿在产权与

经营权上有充分的自主权与决定权，从而使激励机制得以发

挥巨大的作用，大大加快了新中国经济恢复的步伐。如果我

们转换一下思维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一下，新中国是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

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不过多地

考虑当时国情及所处的历史阶段，而是以政权的力量，在没

收了官僚资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解决了地主土地所有制

后，不选择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而是通过指令

性的行政行为，组织发动农民走集体经营的发展道路，同时

把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变为公有制企业，这在当时来讲也并不

是完全做不到的。但如果那样做，就会脱离建国初期的生产

力发展水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在政策

与方法上就等于以行政手段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不仅负面

影响很大，而且最终还是会受到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就可

能重新走回头路。
如果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认识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

济，它既不是计划经济，也算不上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但由于

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必须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份额占

相当大的比重，在当时的背景下，国家虽然看重指令性的行

政行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客观必然

性与必要性。在抗美援朝时期，曾出台过搞活城乡市场、帮助

农民推销农副产品的各项政策措施。大力扶持各类市场的发

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为建国初期重视市场作用的一个

个亮点。在打击投机资本哄抬物价的斗争中，政府采取的手

段和政策措施也是根据不同情况有所区别的。对那些有反动

政治目的和构成违法犯罪的投机资本，则坚决利用政权的力

量和强有力的法制及行政手段予以打击。对那些惟利是图

但尚未构成违法犯罪的投机资本，则根据市场运行规律，运

用各种经济杠杆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注意充分发挥市场

的调节作用，从而成功地稳定了物价，抑制了通胀的发展，

缓解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建国初期，“共同纲领”在指

导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过程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

能就资源配置的方式问题提出明确的指导思想，但在纲领

指导下建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也就同时

决定了有些资源配置必须经过市场的客观必然性。这也就

决定了政府在坚持公有制发展方向的同时，也认识到市场

调节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注意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

作用。
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符合当时生产

力发展需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关系，其存在发挥作用的时间

实在是太短了。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

性的发展阶段，不是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更不是一个完整

的社会形态，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如果

对此暂且不论，即便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个过渡性的经济，

它所建立的新的经济关系也要有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到

1952 年底，我国历时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虽然取得了显

著成就，但只能说是处于基本完成阶段，国营经济刚刚进入

规范有序的发展阶段，分到土地的农民享受热炕头也不过才

一二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合理调整正处于发挥积

极作用的大好时机。也就是说，在“共同纲领”指导下所建立

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仍然是很大的，

需要有一个巩固完善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结束新民

主主义发展阶段，不能不说是一种认识上的失误与局限性。

二、新中国向计划经济转变中的理论与实

践述评

新中国早期有关经济发展道路的目标模式选择的第二

次重大变革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的“一五计划”
时期。

当时的主要背景是，在“共同纲领”指导下，新中国经济

完成了由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

的转变，与旧中国相比，这次转变使生产关系、所有制结构、
经营体制、分配关系和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等诸多方面都发

生了新的变化，而这种转变与后来的计划经济又有所区别，

所以这可以看作是新中国经济的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

大转变。当时认为这次转变到 1952 年底已基本完成了。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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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任务已经完成，新中国经济要继续

向前发展，就需要有新的指导思想，而这种指导思想必须通

过统领全局的纲领性路线、方针政策体现出来，“过渡时期总

路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通过“一五计划”的制定加以

体现和实施的。由此，新中国经济也就开始了在变革中向计

划经济转变的过程。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于 1952 年底由毛泽东建议，中共中

央正式提出的。此后，毛泽东又于 1953 年 6 月和 8 月作了多

次说明。如果按照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 1953 年夏季全国财

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所作的批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

基本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

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

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

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这
条总路线在当时被看作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并把违背总

路线视为“左”右倾错误的原则表现，这说明总路线在过渡时

期的指导地位和不可动摇性。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涵是：通过有计划的发展生产

力和变革非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以此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

会主义经济转变，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推动中国经济向

现代化目标迈进。由 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思想安排了发展生产力和三

大改造计划。可以说，“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五计划”的理

论基础，“一五计划”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具体体现。其主

要特点是，以实现工业化为中心，通过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

产关系同步进行，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当时认为，“总路线”和“一五计划”体现了加强社会主义

工业化同进行三大改造的辩证关系。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

既有利于提高我国工业生产力水平，又可以壮大社会主义公

有制的经济成分，有助于促进三大改造的实现。而三大改造

的进行，又有助于工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加快我国工

业化的进程。因此，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三

大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它以工业化为主体，以三大改造为

两翼，推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并

逐步达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战略目标。
新中国早期关于有计划的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在第一个

五年计划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计划的制定、资金的安排和

计划的执行过程中，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意调

查研究，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力求协调发展。既加强了重工

业和基础工业，也促进了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科技、文教

卫生的全面发展，从而有力地增强了民族经济的独立性，基

本解决了旧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成功地进行了

新中国经济结构的第一次战略调整。另外，在当时各种背景

的影响下，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并指导完成了对农业、手工

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有计划地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实现了新民主主义

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具有重大

意义的探索与实践，对后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如果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结合历史实践经验，重

新认识新中国早期有关经济发展道路变革的思想与实践，我

们就会发现，“总路线”和“一五计划”既有积极正确的一面，

也有局限性。提出发展工农业生产力，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

础这当然是正确的，是符合形势发展需要的。但提出在这个

时期就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是高了一些，因为“过渡

时期总路线”为这个目标所规定的时限是在整个过渡时期

以内，也就是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即 1956 年也就是在第

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前一年就应实现。后来的事实证明，“一

五计划”虽然一些主要指标完成的比较好，但是不是真正实

现了国家基本工业化的目标，很难断定。因为，如果基本实现

工业化，那就意味着我国农业国的状况已基本改变，这在当

时来讲是不符合实际的。至于提出进行三大改造，把发展生

产力同变革生产关系同步进行，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时机的

选择上，在方式方法和实现的速度上等诸多方面是否是利大

于弊的正确选择，则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分析。
按照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

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但历史唯物论同时认为，生产力是最

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有相对稳定性。并不是说，一发展生产

力就要变革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

一定阶段，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生产力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

革才真正提到历史日程上来。三大改造要进行的生产关系变

革，与“共同纲领”要解决的三座大山所代表的生产关系是有

很大区别的。它原则上是要在人民内部把非公有制的经济成

分变为公有制经济，这种改造要比建国初期对三座大山的改

造难度要大得多。从一般意义上讲，当某种生产关系已经不

能容纳生产力发展，为了加快生产力发展，在各种条件都比

较成熟的情况下，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搞全民所有制的大

工业和集体农业、集体手工业，当然是可行的选择，但必须是

出自于客观规律发展的需要，出自劳动者的自愿，尤其是应

全面地分析形势，准确地把握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应
该看到，“总路线”提出三大改造思想当时有一些可以理解的

思想背景和现实背景，农业合作化是想消除农村因私有制经

济产生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基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公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想从根本上消除工商业中产生惟利是

图和剥削的温床。另外，当时认为，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

义工商业规模有限，长此以往与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不相适

应，不改变这种状况，会影响现代化的进程。这在理论上和实

践上是无可厚非的，是可以而且能够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

讲，20 世纪 50 年代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所提出并

实施的三大改造，一方面从当时的背景看有其必然性，是可

以理解的一次重大的公有化制度模式选择的尝试，并积累了

这方面的一些宝贵经验，在加快工业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由于新中国刚建立，人们对旧中国三

座大山压榨下的私有制经济记忆犹新，不希望新中国成立后

也因为大量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而出现贫富差别和两极分

化，希望能通过走公有制的道路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对

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研究 赵梦涵，李维林 新中国早期经济发展道路的经验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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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农业、手工业走集体化道路容易接受，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最终能够接受改造也有信心。另一方面，三大改造的指导

思想、选择的时机、采取的方法和实践的效果等有些是值得

反思的。判断生产关系变革正确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其

是不是真正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

展。而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收益

中的激励机制。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是劳动者,他们在长

期的个体经济中养成了浓厚的私有观念和自利心态，如果集

体经济能够使他们的劳动收益和致富的速度与水平高于私

有制条件下的水平，他们自然会有从事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否则就很难使他们保持在集体经济中的勤奋与自觉性。经过

土地改革，我国农村的土地关系和生产生活资料进行了彻底

的调整、规范与确认，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和生

产资料，实现了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这种生产关系对

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勤劳致富，发展农业生产力，具有极

大的激励作用，要取代这种生产关系，应该有一个发展稳定

的过程。当生产资料掌握在农民自己的手里时，他具有充分

的经营自主权,他的劳动收益固然也包含着国家的利益，而在

农民自已看来他确实是在为自己的收益劳动，他自然会自觉

地精打细算，充分考虑他的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在广大农

民普遍存在私有观念与自利心态且尚未基本改变的情况下，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合作化，把农民原有的土地与生产资

料归于集体经济，而这种集体经济又基本是平均主义大锅饭

的分配方式，想让农民保持个体经济条件下的那种积极性是

很难做到的。当千千万万的个体农民都是以这种心态进入集

体经济，他们所形成的综合力量就会大大影响农业生产力的

发展速度与效率，这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

早期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的思想

与实践，是有局限性的。
但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

划”实施的过程，是新中国早期第二次经济大变革的过程，

“一五计划”的完成，特别是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是我国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确立的重要标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

于进行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变革，尽管存在一些对形

势估计和把握不当之处，如对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的判断，

对汪洋大海的个体农民和城市个体手工业者在以往长期的

生产经营中所养成的私有观念对集体经济不适应可能会产

生的负面影响等诸多方面估计不足，在时机的选择和方式方

法上，也存在过急、过快、过粗，过乱，大轰大嗡。但它毕竟是

一次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公有制经济发展道路的前所未有的

探索与实践，意义重大而深远。它的历史价值和对后世留下

的经验与启示不可低估，是宝贵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珍惜、
分析、研究与借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89.
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