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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雷石山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摘要：为了应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高度重视科技工作，阐发了丰富的科技创
新观点和见解。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的主要内容涉及技术革命、科研方针、科技发展原则、科技创新人才、科技创
新策略等方面。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中国梦”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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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
命与建设时期，科技工作都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
尤其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
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他在有关著作、讲话以及文件的批
语里留下了大量关于科技创新的论述，阐发了丰富的
科技创新观点和见解。探讨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不
仅能够进一步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而且对于我
国当前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１　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的形成背景

任何伟大思想理论的诞生都同某一具体历史时
代的需要紧密相联，亦即有着特定的形成背景，毛泽
东科技创新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在应对严峻的国际

形势和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

１．１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

严峻

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的形成与新中国所面临的

严峻国际形势密不可分，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中之

一是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

“扶蒋反共”政策失败后的美国对新中国的成立颇为

不满，联合一些西方国家想方设法扼制和破坏新中

国，企图通过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

胁等措施，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朝鲜战争爆发

后，美国更是将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并派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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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公然侵犯我国主权，对我国
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面对恶劣的国际环境，毛泽东
一方面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以
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并出于国家安全需
要做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另一方面他又深
刻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所处的不利国际局
面，关键要增强自身实力，其中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国
防实力，而这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毛泽东指出，
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中国没有原
子弹，“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１〕３７４。正
因如此，毛泽东高度关注国防科技的发展，提出不仅
要制造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要“搞一点原子弹、
氢弹、洲际导弹”〔１〕３７４。严峻国际形势的第二个方面
是源自中苏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
新中国，并于１９５０年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
同盟条约》。之后，苏联政府派遣了大批优秀专家来
华，并提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在新中国的科技起步
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自５０年代后期起中苏关系
逐渐恶化，后果之一是苏联政府于１９６０年单方面撤
走了中国境内的所有专家，全面撕毁与我国技术合
作的合同，给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重大损失。在困
境面前毛泽东并没有悲观泄气，反倒乐观地指出，苏
联态度的变化“正好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坏事一定会
变成好事”〔２〕２５２，并于１９６０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树立“搞尖端技术”〔３〕１００的决心。可以
说，中苏关系的恶化和苏联专家的撤走进一步激发
了毛泽东科技创新的勇气和决心。总之，严峻的国
际形势对新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毛
泽东科技创新思想正是在这种挑战的推压下孕育和
形成的。

１．２　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任重道远
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主要是在建设伟大社会主

义国家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新民主主
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毛泽东心中开始勾勒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新中国成立前后他
曾多次强调要将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
１９４９年３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到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有关社会主
义总路线的阐述，再到１９５４年６月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等多个场合，毛泽东都提到了
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至５０年代后
期，毛泽东对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说得更
加具体，并逐渐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然而由于近代以来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摧
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新中国成立之初
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农业生

产十分落后。国民经济处于全面崩溃边缘，不仅远
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比不上许多亚洲国家。
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
不谓任重而道远。毛泽东从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
史中获得了深刻警示：一个国家的强大与科技实力
密不可分。早在１９２７年他同湘乡农民座谈时就已
经意识到科技落后是导致中国贫穷与挨打的重要因
素，指出“别国工业发达，有飞机大炮，我国仍是大刀
长矛多”〔４〕１８９。１９６３年他对我国近代一百多年来被
侵略、受欺侮的历史作了进一步总结，强调中国在侵
略战争中屡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技术方
面的落后。正是由于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于一个国家
独立与富强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建设伟大社会主义
国家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和创新。

２　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没有写过科技创新方面的专著，也没有
使用过“科技创新”这样的表达，而是运用诸如“技术
革命”、“技术革新”等词汇，甚至通过其它一些个性
化的口语如“搞一点原子弹”等来表达类似意思。但
表达的形式与风格并不影响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的
丰富性和深刻性。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
试将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归纳为５个
方面。

２．１　实施一个战略：大力开展技术革命
从５０年代初至６０年代末，毛泽东在有关报告、

讲话和批语中多次阐述了有关技术革命的思想，体
现了他将技术革命视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一个重
大战略。诚然，毛泽东并不是自始至终使用“技术革
命”的提法，他最初的表达是“在技术上起一个革
命”〔５〕３１６，直到５０年代后期才正式使用“技术革命”
一词。关于“技术革命”的内涵，毛泽东在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理解。在５０年代，毛泽东所理解的“技术
革命”主要是指在生产中用现代化机器代替简单落
后的手工工具和农具。５０年代末以后，毛泽东有时
将“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两词并用，表明他渐渐
意识到“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有不同的内涵。

１９６９年６月他对两词的涵义明确予以了区别，指出
具体的技术改革应当称为技术革新，只有诸如电力、
原子能的发明等才可称得上是技术革命。应当说，
毛泽东这一阐述基本合乎我们今天对两词的通常理
解，即技术革新主要是指技术上的局部改进，技术革
命则通常指技术上的重大突破。由此可知，毛泽东
在明确区分这两词的差异之前所论及的“技术革命”
是包含“技术革新”意思在内的。关于开展技术革命
的目的，毛泽东１９５３年在阐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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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路线时予以了具体说明，他认为技术革命主要是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强国防力量，以及反对
帝国主义侵略和巩固人民政权。从毛泽东后来的阐
述看，他重视技术革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
实现“赶超”战略的需要，即通过技术革命来促进生
产力的快速发展，增强国家实力，达到赶超英、美发
达国家之目的。

２．２　坚持一个原则：学习外国与独立自主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时，科学技术十分落后。为了尽快

改变这一状况，自然要考虑向科技水平先进的国家
学习。由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一边倒”外交政
策的实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果断地选择首先
向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苏联学习，其中包括虚
心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他在多个场合的讲话
中对此予以了强调。《中苏友好互助同盟》签订后，
在新中国的请求下，苏联先后帮助中国援建了１５６
个重大项目。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先进设备的支援，
对于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全面起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后，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
斯大林错误的揭露，毛泽东比以往更加重视独立自
主地建设本国的社会主义，而将争取外国的支援放
在辅助地位。就学习外国科学技术而言，他认为要
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反对一切照抄和
机械搬用的做法。后来他还进一步提出了独立自主
地干技术革命的思想，并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
跟在世界各国后面一步一步爬行，“必须打破常规，
尽量采用先进技术”〔６〕３４１。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既
重视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
的原则，重视发挥本国人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积极
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２．３　实行一条方针：“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倡导的科学研究方针。早

在１９５３年时毛泽东就提到了这一方针，不过当时是
专门针对历史研究问题而言的。毛泽东首次明确提
出在科学研究中实行这一方针则是１９５６年４月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强调：“这
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
压倒一切。”〔７〕５４之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阐述了这一方针，认
为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应当允许自由争论，要通过自
由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反对运用
行政力量去加以干预，认为那样会有害科学的发展。
后来在１９５７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
的好方法，认为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
家。应当说，在科学研究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有利于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创造性，使他们
敢于批判和置疑，勇于提出新观点与新见解，从而推
动科技创新。因此，这一方针自毛泽东提出后，备受
历代中共领导集体尊崇，它至今依然是我国科研领
域的基本方针。

２．４　采取一种策略：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毛泽东的科技创新措施中蕴含着一种策略，即

“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所谓“整体推进”，就是指各
个领域的科技创新都不能忽视。毛泽东不仅十分重
视工业 、国防领域的科技创新，也十分重视农业领
域的科技创新。他主张进行农业技术改革，试制新
式农具，提高耕作技术等。此外，他既重视应用科学
研究，也重视理论科学研究，强调理论研究也“要有
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６〕３５１。在“整体推进”的
同时，毛泽东也讲究“重点突破”，即对近期急迫需求
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学技术集中进行攻关与率
先取得突破。例如，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
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提升国家影响力，毛泽东特
别重视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集中全国大量的人力、
财力研制原子弹、氢弹等高科技武器，使中国在较短
的时间内取得了“两弹一星”的伟大科技成就。另一
方面，对于那些相对来说近期不是十分紧迫需求的
先进科技，毛泽东则不强求迅速掌握和推广，而是主
张采取逐步推进的办法。例如在农业科技发展问题
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
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
得过多 了，会使 人们 看 不起 半机 械 化 和 土 法
生产。”〔６〕１２５

２．５　抓住一个关键：努力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并充分
发挥其作用

为了加速推进新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毛泽
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人才建设。他强调，要使我国
的科学技术在几十年内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起
关键作用的因素之一是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
学技术专家”〔７〕２。然而新中国当时的科技创新人才
数量少得可怜，“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
十万”〔７〕１０１－１０２。因此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成为一项十
分紧迫的任务。毛泽东要求“各级特别是省、地、县
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７〕３１０，提
出了“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
高级知识分子”〔７〕１０２的目标。与此同时，毛泽东也重
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人才的作用。他强调应当“争
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
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７〕４６４，并提
出要信任那些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
分子，积极“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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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解决的问题”〔７〕２２５，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对
于那些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不尊重知识分子劳动，
不适当地干预知识分子科学研究工作的行为，毛泽
东提出了批评并强调必须克服这些缺点。

３　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国的一
系列现代科学技术实现了从无到有并逐渐得到发
展，特别是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主要代表的伟大
科技成就。随着科技实力的增强，新中国的国际地
位也与日俱增，最典型的体现就是１９７１年联合国正
式接纳中国为成员国，之后一大批国家与我国建立
了外交关系。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不仅过去在新中
国的发展与崛起中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当下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指导
价值。

３．１　实现“中国梦”必须大力推进自主创新
习近平指出：“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８〕。只有大力推进自主
创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经
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为实现“中国梦”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
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在关键领域科学研究实现原创
性重大突破，在战略性高技术领域技术研发实现跨
越式发展，才能大大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
响力，才能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更好维护国家主权
和国家尊严；只有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才能更好解决
关系人民衣食住行的科技问题，让人民生活得更安
全更健康更舒适，幸福指数更高。我国当前的科技
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有些领域已经走在
世界前列甚至成为世界的领跑者，如高铁技术等。

３．２　自主创新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应该在统筹安排，整体推进的基础上，重点解决

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等方
面的重大科技问题。要在诸如物质科学、生命科学
等前沿领域加强前瞻布局，致力于取得原始性突破，
“着力在关系未来长远发展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能源技术等关键领域加强先导技术研究，致力于推
动变革性创新”〔９〕。同时，应当坚持创新为民，把自
主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健康素质等结合起
来，努力攻克关系食品与饮水安全、空气质量提升、
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灾害监测等方面的科技问题，大
力发展一些重大疾病的医疗技术，让人民群众生活
得更健康、更舒适、更安全、更幸福。总之，只有坚持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才能让一定的人力、物
力、财力实现最优的自主创新成效。

３．３　加强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并充分激发其
创新热情

建设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既要重视自主培养，
也要重视全球引进。自主培养方面应当从基础教育
抓起，要坚持不懈地实施素质教育，使学生具有“敢
于怀疑、勇于批判、善于创造”的创新品质。同时要
继续大力推进并不断完善我国正在实施的一系列重
大人才工程，培养和引进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国际一
流的科技领军人物和青年拔尖人才。另一方面，为
了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还应当想方设法激发
科技人才的创新热情。要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氛
围，在全社会树立“创新伟大、创新光荣”的时代风
尚，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
持；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鼓励科技人才创新的分配
制度，杜绝平均主义，“真正形成岗位靠竞争、报酬靠
贡献的激励机制”〔１０〕５０３；要进一步完善科技法律体
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
法律环境。不仅如此，还应当允许和宽容科技人才
创新中遇到的挫折乃至失败，为他们营造宽松和谐
的科技创新心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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