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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关于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考与谋划

■ 黄显中 唐 韵

[ 摘 要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基于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现实国情、内外形势，围绕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积极谋划。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的奋斗目标；强调要努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强调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

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强调要打破常规，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强国目标；强调

要把先进科学技术作为强国建设的着力重点；强调要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毛泽东关于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考与谋划，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道路、创造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提供了重要指导，也对我们在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 关键词 ] 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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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不懈追求。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际国内

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人民勇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

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进行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

这一时期，毛泽东基于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

现实国情、内外形势，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积极谋划。这

些思考和谋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

现代化的开创奠定了重要基础、产生了深远影

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

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早在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上指明了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

发展方向，并提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1］的目标。1954 年 9 月 15 日，在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

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

并构想“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实现这一

目标。［2］1956 年 4 月 25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为把我国建设成

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3］，初步

提出了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奋斗目标。1956 年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

的社会主义建设。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

不断推进，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社

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的奋斗目标。

（一）明确强调工业化的基础性地位

［1］《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37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50 页。　

［3］《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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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工业化是前提

和基础。毛泽东对工业化问题高度重视，多次

强调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基础性

地位。他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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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 1953 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工作有

计划地在全国展开，工业化加快推进。1955 年

3 月 21 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

词中，毛泽东提出了建设“强大的高度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国家”［2］的目标。1956 年 9 月，党

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

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

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

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

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3］，并明确提出

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4］的目标，指

出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

业化。1956 年 11 月，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

先生》一文，展望 21 世纪“中国将变为一个强

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5］。

（二）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只有工业化，还要注

重全面、均衡，抓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的关键和重点，推动经济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

发展进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和重点进

行了更为清晰的思考与谋划，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目标图景也越来越清晰明确。1954 年 9

月 23 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

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

［1］《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080 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57 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4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8 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4 年版，第 150 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9 页。　

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6］这是

“四个现代化”最早的提法，初步明确了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架构。1957 年，毛

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提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

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

标。［7］1959 年 12 月 19 日，毛泽东提出，“建

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

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

化”［8］。这样就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明确

表述。12 月 24 日，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

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表述，

提出要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使我们的国家

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

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9］。1963

年 1 月 29 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

周恩来进一步调整“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顺序，

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

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0］的表述。这更符

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成为“四个现代化”

长期沿用的规范化表达。1964 年 12 月 11 日，

周恩来在呈报给毛泽东审阅的《政府工作报告》

草稿中明确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

任务”，是“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

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1］12

月 13 日，毛泽东在审阅这份报告草稿时加写了

一段内容，其中再次强调，要“在一个不太长

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

［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3 年版，第 584 页。　

［7］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07、268 页。　

［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0 页。　

［9］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08 页。　

［10］《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412 页。　

［11］《周恩来选集》（下），第 4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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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的强国”［1］。毛泽东的这个提法，把

社会主义强国目标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更为清晰、更为凝

练的概括，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奋斗目标。

二、内在逻辑：“巩固我们的新制度，

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毛泽

东深刻研判和清醒认识当时我国面临的内外形

势，站在巩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

上郑重提出的。他明确提出，要在复杂严峻的

国际国内形势下，努力“巩固我们的新制度，

建设我们的新国家”［2］。

新中国是在美苏“冷战”和“两种制度”

对立的格局下诞生的，巩固人民政权、确立并

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新中国面临的首要政治

任务。经过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到 1956 年底，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

性胜利，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

立。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

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

全巩固”，还需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

程”［3］。巩固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

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一方面要成功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带来的风

险挑战，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内部矛

盾，把精力集中到建设上来。

（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提

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打破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围堵、“和平演变”及各

种颠覆活动，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

权的安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敌对、封锁、打压政策，

［1］《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41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16 页。

［3］《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14、216 页。　

企图把社会主义中国扼杀在摇篮里。1955 年 3

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加强

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援助，加紧制造“两个中国”，

干涉中国内政、武装插足台湾。与此同时，英

国等其他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也趁机攻击并试

图分裂中国。1959 年 3 月，英国帝国主义分子、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

发动了武装叛乱，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1959 年 8 月以后，印度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领土，

引起边界武装冲突。1962 年 10 月，印军发动大

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历时 33 天，收复了 1959 年 8 月以后被印军侵

占的中国领土。

在采取军事行动等“硬”办法的同时，西

方国家还用“和平演变”等“软”办法，企图

从根本上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时任美国国

务卿约翰·杜勒斯公开断言，“共产主义将从

内部瓦解”。1957 年 6 月，他宣称要把“和平

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

毛泽东对杜勒斯言论发出的危险信号高度

警惕，他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很快识破了美国

搞“和平演变”策略的企图。1959 年 12 月 4 日，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敌人有

“硬的软的两种策略”，其中第一手策略是“硬

的”策略，即“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

义”，第二手策略是“软的”策略，即在“和平”

的旗帜下“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毛泽东指出：

“周总理讲了三条：一、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二、

突破国防尖端；三、党的团结。这三条提得很对，

再加一条：四、建立技术队伍。”［4］毛泽东、

周恩来提出的这四条对策，明确了我们应对美

国等西方国家“硬的软的两种策略”的工作重点，

其主要目的和内在逻辑，就是要以这四条对策

为工作重点，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为巩固

和保卫新中国，维护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提供

必要条件和保障。

（二）及时、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

矛盾，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第 245-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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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上来，为继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他明确指

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

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为了处理好社

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强调：“我们

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

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

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1］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胜利召开，明

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

强调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

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

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解决矛盾是为了巩固社

会主义制度，进而实现更好发展。1957 年 3 月

18 日，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要“转到搞建设，

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

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2］。

3 月 20 日，毛泽东在南京发表讲话，指出我们

要“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

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3］。

6 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发表，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

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提出要把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进一步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矛

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现

在，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

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

们才刚刚开始。”“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

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

建设。”［4］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类矛盾

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这一战

略性调整，为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加快社

［1］《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44 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16 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19 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19、

120 页。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三、道路探索：“找到别的办法，比

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

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探索适合中国

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苏

为鉴”，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探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

（一）明确提出“以苏为鉴”，避免走苏联、

东欧的“弯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对搞建设“还是懵

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

这虽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觉得不满

意，心情不舒畅”。［5］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

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进行全盘

否定，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和思

想混乱”［6］。下半年，东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

利事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波折。社

会主义阵营的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

促使他思考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

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1956 年

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

点和错误进一步暴露出来。毛泽东明确提出“以

苏为鉴”，指出：“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

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

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7］1956

年 4 月 18 日， 毛 泽 东 再 次 强 调，“ 要 向 苏 联

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8］。同年 11 月，毛

泽东指出，“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

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

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

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

［5］《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117 页。　

［6］《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

社 2021 年版，第 190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 页。　

［8］《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 4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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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

题”［1］。1958 年 3 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

指出：“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当接受，不

好的应当拒绝。”［2］

（二）明确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

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现代化强国之路

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

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如

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

合”，是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大问

题。［3］1956 年 4 月 4 日，在最后一次讨论《关

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修改稿的会议上，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

任务。他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在党的八大召开

前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实践相结

合。1956 年 4 月 25 日，在《论十大关系》中，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一定要

继 续 努 力 学 习”。“ 我 们 要 学 的 是 属 于 普 遍

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

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5］1956

年 8 月 30 日，在党的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毛

泽东在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

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

一。”［6］1962 年 9 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

幕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现在讲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

是结合了还是没有结合，是结合得好一些还是

［1］ 《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 605-606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70 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 605 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 506 页。

［5］《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42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90 页。　

差一些”［7］。

毛 泽 东 强 调“ 以 苏 为 鉴” 和 进 行“ 第 二

次结合”，目的就是要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建

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同时避免走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弯路。正是基于独

立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道路的理

论自觉和历史主动，1958 年 5 月 18 日，毛泽

东明确指出：“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

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

好。”［8］1960 年 6 月 18 日，毛泽东在《十年

总结》中写道：“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

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9］

正是沿着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和

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一大方向，经过不懈努力，

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迈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坚定步伐。

四、发展方式：不能“跟在别人后面

一步一步地爬行”，“必须打破常规”

建设的规模与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一个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

的基础上，同时基于对我国自身情况的深刻把

握和对国际形势的深远考量，毛泽东以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而“必

须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式发展。［10］

（一）基于我国建设成就和实际，满怀信

心谋划强国建设的时间线

“一五”计划期间，毛泽东就对建设社会

主义强国的时间作出谋划。1955 年 3 月 21 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

东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

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

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建成

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

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

［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53 页。　

［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353 页。　 

［9］   《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 485-486 页。　

［10］《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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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他还

说，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要努力“在大约几

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

家”。［1］10 月 29 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

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明确说，“我

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

而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至 少 是 五 十 年 吧， 也 许

七十五年”。［2］1957 年 7 月，毛泽东又提出了“准

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

美国”［3］的设想。毛泽东认为赶超发达国家，

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

一种责任”［4］。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国际形势风云突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也遭遇挫折，毛泽东进一步修正对赶超发展的

谋划。1962 年 1 月 30 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毛

泽东指出，要赶超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5］。

（二）以避免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

紧迫感谋划和推动赶超发展

落后就要挨打。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

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不能不奋发图强、奋力赶超。1956 年 8 月，

毛泽东指出，如果不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

超过美国，那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就不

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6］。

1958 年 8 月，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

毛泽东强调：“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

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

一个大工业国。”［7］1962 年 3 月，毛泽东指出：

“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

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

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8］1963 年 9 月，

［1］《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390、392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500 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93 页。　

［4］《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89 页。　

［5］《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02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89 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415 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6 年版，第 63 页。　

他又指出，我国经济技术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

家的状态，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彻底改变，

那么“挨打是不可避免的”［9］。因此，他强调，

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

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

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

就要犯错误”［10］。他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提出，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跟在别人后面

亦步亦趋，用几百年的时间去搞，而必须“打

破常规”，集中精力发展尖端技术，争取在“一

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目标。［11］毛泽东所说的“打破常规”，是

以西方实现现代化的 300 年时间为参照的，是

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通过

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争取在几十年至上百年

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坚定指出，

实现这一目标“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而“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

不了的”。［12］

五、着力重点：“把党的工作的着重

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

进，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仍处于初创阶段。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认识到发展科学

技术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意义，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果断

作出重大部署，加快发展科学技术，努力为更

好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强

大动力。

（一）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把

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发展科学技术上

1956 年 1 月，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会议，强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鼓励知识分子发挥作用，

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贡献。周恩来在会上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他 指 出， 世 界 科 学 技 术 在 近

［9］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40 页。　

［10］《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40 页。　

［11］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41 页。　

［12］《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41-3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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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大的进步，已经把我们远

远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他还代表中

央郑重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动员令。毛

泽东在会上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

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

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956 年 2 月，党中央主

持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

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是我国第一个长期科

技发展规划，确立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

的方针。《规划纲要》的实施，使我国的科学

技术事业快速发展，很快便取得突出成就。

毛泽东对于发展科学技术极为重视。1957

年 3 月 20 日，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

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如果不进行科学

技术的革命，仅是改变了政治和社会制度，“我

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1］，还是一个手工业、

手工技术的国家，还不能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

国的转变。1958 年 1 月，毛泽东指出：“要在

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

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

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2］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

1962 年 党 中 央 又 主 持 制 定 了《 一 九 六 三 ——

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规划》。毛泽东对此规划

高 度 重 视， 他 在 听 取 聂 荣 臻 的 汇 报 时 强 调：

“ 科 学 技 术 这 一 仗， 一 定 要 打， 而 且 必 须 打

好。”［3］1963 年 1 月，周恩来明确提出，“把

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

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4］。1964 年底，

在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毛泽东

提出，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5］，实现跨越

式发展。

（二）强调搞科技要坚持独立自主，不能

受制于人

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之后，毛泽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19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50-351 页。　

［3］《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51 页。

［4］《周恩来选集》（下），第 412 页。　

［5］《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40 页。　

东将科技发展的重点转向了搞技术革命。在风

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他格外强调独立自主的

基本原则，要求一方面要努力学习别国技术和

经验，另一方面必须坚决依靠自己，避免受制

于人。1958 年 6 月，毛泽东审阅“二五”计划

提要时，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

为辅”［6］的方针，强调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

农业、干技术革命。20 世纪 50 年代末，苏联停

止了对中国建设项目的援助。对此，毛泽东表示：

“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

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7］1960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

强调“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8］。

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导和谋划

下，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下，我国科学技术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和突出成就。到 1964 年

11 月底，“已经向国家登记的三千项科学技术

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是一九六○年以来的科

学技术研究的新成就”［9］。其中，国防尖端技

术攻关成效显著。比如，1960 年 11 月，“东风

一号”近程液体弹道导弹发射成功；1964 年 6

月 29 日 , 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中近程

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

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 年

10 月 27 日又实现了原子弹与导弹“两弹结合”

的成功试验。所有这些科学与技术的创新，“集

中地表现了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自力更

生力量的强大”［10］。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作为“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有计划有组

织地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极大推动了我

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支撑和保

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了坚实基

础。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370 页。　

［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0 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第 431 页。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98 年版，第 465 页。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第 4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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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靠力量：团结“全党、全国人

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为了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同时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团结

起全党全国人民的磅礴力量。毛泽东指出，我

们必须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

奋斗”［1］，推进和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

化的强国”的奋斗目标。

（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

奋斗伟力

在毛泽东看来，搞建设就是要团结一切积

极力量。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决

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

奋斗”［2］。1954 年 9 月 15 日，在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

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

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而奋斗”［3］。他指出，建设社会主

义强国，“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4］，在此

基础上，“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5］，都是可

以团结和依靠的力量。因此，他明确强调，要

“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

义事业服务”［6］。1956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

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提出，要“团结全党，团

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

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7］。1962 年 1

月 30 日，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指出：“要把党

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

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

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

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第 35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9 页。　

［3］《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350 页。　

［4］《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 页。　

［5］《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05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14 页。　

好。”［8］

（二）要以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推

进强国建设

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毛泽

东尤为强调激发人民群众的干劲和热情。1955

年 3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

东强调，所有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9］。

1957 年 3 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

讲话中指出，要“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

好发扬起来”［10］。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才能

敢想、敢做、敢为，才能不畏难、不松劲、不

泄气。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党中央多次发出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号召。

1964 年 12 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只要我们继续发扬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

命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

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伟大

任务”［11］。1965 年 1 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一九六五

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提出了 1965 年

的国民经济发展任务。会议号召，“全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发

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英雄气概，为争取在

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

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

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2］。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

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团结一心、

英勇顽强，展现出鲜明的艰苦奋斗、奋发图强

的精神面貌，涌现出了雷锋、王进喜、焦裕禄

等先进典型和模范榜样，形成了雷锋精神、铁

人精神、焦裕禄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这样的

［8］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833 页。　

［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第 360 页。　

［10］《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84 页。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第 498 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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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面貌和这些精神财富，为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七、结语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两种制度”对立

的世界格局下，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毛

泽东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统筹国际国

内两个大局，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围绕实现这一目标，毛

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积极

探索“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的适

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道

路，提出要采取“打破常规”的发展方式以实

现跨越式发展，把技术革命作为工作着重点和

关键支撑，努力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图强、

艰苦奋斗。重温毛泽东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考与谋划，研究

和借鉴其中蕴含的智慧和方法，对于我们在新

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期实

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毛泽东思想对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研究”的阶段性成

果，项目编号为 22ZDA026）

〔作者黄显中，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

中心教授；唐韵，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

心博士生，湖南湘潭 411105〕

（责任编辑：杜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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