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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三个初始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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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结束于 80 年代初，大致经历了 27 年时间，是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一项重大工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

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拟从引发并持续近 30 年之久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始动因入手，

探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这一问题的发展轨迹。

一、减轻城镇就业压力，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

个初始动因

知识青年问题实质上是个就业问题，而就业问题归根结底是个经济问题，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如

何，对城镇就业问题影响极大。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是异

常艰难而艰巨的事业。20 世纪 50 年代下半期，无论是毛泽东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

为，还是刘少奇主持写成的 《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

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1〕，这些都毫无疑问是以开垦荒地、多搞粮食、安排就业为其基本初

衷的。
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

管着。”对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
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2〕。很显然，有计划地安排城市青年到

农村去，是包含在当时的统包统配就业政策和规划之中的。同年 10 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 39 条写道: “从 1956 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

别在 5 年或者 7 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

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

45



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3〕当时在解决城市失业人员问题上，亦把

组织青年“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作为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上半期，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进程中，无论是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在全国开

展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还是党和国家决定在相当长时期内开展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以及正

式编制 15 年的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安置规划，其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压缩城镇

人口、开辟就业渠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停止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城镇中学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

无法分配工作。国家面临三届毕业生如何分配的难题，正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 “毕业生分配是个普

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在此时，无论是国家开初设想的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

矿、面向基层的“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还是毛泽东发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事实上

把上山下乡作为主要分配方向，以至后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注入更多的政治因

素，这些都仍然离不开当时严峻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都仍然摆脱不了以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分配出

路为重要出发点这一客观事实。
减轻城镇就业压力、解决知识青年就业分配出路问题，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不同历史阶段有

不同的实际情况，其思想指导、分配重点、安置原则等都有所区别甚至根本区别，但它作为党和国家

决策开展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却是共同的。
2012 年 9 月，经中央审定并批准正式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对此有如下述评: 为了解

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改变农村落后面貌，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党和国家就提出了知青到农村去安

家落户的号召。1962 年，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和精减职工政策的同时，知青上山下乡开始有计

划地开展。1962 年到 1966 年，共有 129 万城镇知青来到农村，其代表人物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

受到广泛宣传，几乎家喻户晓。“文革”发动后，“停课闹革命”和大学停止招生造成应届大中学生

积压，不能毕业和升学。到 1968 年，积压在校的 1966 年、1967 年、1968 年应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

达 400 多万人。由于经济发展迟缓使城市就业问题严重，无法容纳如此巨大的就业人口。在极左思潮

影响下，青年学生又被当作接受 “再教育”的对象，于是上山下乡成为主要出路。〔4〕这里的分析是符

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又一个初始动因

1964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

定 ( 草案) 》中指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

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5〕这是中共中央在涉及知识青年的专门文件中第一次把上

山下乡与培养接班人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
作出这样的论述在当时是有深刻国际背景的。1956 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

卿杜勒斯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

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 年

11 月 12 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 “和平演变”的问题;〔6〕此后，

他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有被 “和平演变”的危险。这样，毛泽东把由来已久的防止党内变质与

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而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确保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出发，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

略任务。
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含义，不仅包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而且还包括整个青年一代。

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途径，就是要使青年把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就是要使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要使青年经受大风大浪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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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锻炼，就是要使青年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毛泽东对培养接班人途径的思考，与对保持党

和国家永不变质的思想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党和国家在作出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内的许多重

大决策时无不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魄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考量，党和国家在推进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战略部署中始终坚定不移，就是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 “怀疑一切”、“打倒

一切”的氛围中亦没有动摇过。尽管这一部署在实施的不同阶段都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甚至受到过极左思潮的影响，但历史证明，这仍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仍是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

决策。
在如何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说，中学毕业后，

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

书就行了。〔7〕无独有偶，三年后的 12 月 21 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经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播发。这里，虽然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从中可知毛泽东此时对到基层和在实践中培养接班

人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工农相结合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脉络。
接班人的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

实践证明，倡导和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与人民大众结合在一

起，让他们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锻炼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

在，以至将来，都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须臾不可放松的长期战略任务。值得庆幸的是，从新中

国成立初期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在这方面有过长谋远虑并实施了这样的战

略思考，其间尽管走过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再一个初始动因

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思路和指示集

中体现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 草案) 》上。正是在这个纲领文

件中，党和国家明确指出: “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

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8〕改变农村落后状况，不仅有物质上的急需，而且

还有文化上的要求。毛泽东此时在一篇按语中指出: “列宁说过: ‘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

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

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 “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

决”〔9〕。这就迫切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指出，为了进

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农业

战线，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

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10〕这里，最高决策层再次对动员组

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作出了明确表述。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8 年初，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受到冲击时，周恩来站出来旗帜鲜明地

阐释了上山下乡与农村建设的关系问题。他说，青年到山区和农村去是毛主席的号召，其目的是要我

们关注乡村建设，改变半殖民地经济所遗留的畸形发展状况，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以在更加平衡

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11〕在全国大规模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夕，周恩来作出这番阐述，不仅

是针对返城“造反”知识青年动员他们回农村去而言的，而且是从国家建设、农村发展的全局论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深远影响。
1968 年 12 月，全国大规模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到边疆以后，尽管对这场运动一度被

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等重大政治意义，但仍在 1970 年 5 月中共中央 ( 1970) 26 号文件中提到这

场运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 仍在 1973 年 8 月中共中央 ( 1973) 30 号文件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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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目的是 “两个为了”，即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

人，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状况如何，对于我国经

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既能经风雨，见世面，得到很好的锻炼，又

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增添力量，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1978 年 12 月，中共

中央 ( 1978) 74 号文件指出，全国 1700 多万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

了觉悟，作出了贡献。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农村锻

炼，走上其他战线的下乡知识青年，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中共中央这一系列有关知识青年问题的文

件，都一以贯之地阐述并重申了党和国家对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

设新农村的这一重要基本动因。
减轻就业压力、培养接班人、建设新农村这三大历史性问题，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地开展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紧密联系在一起。周恩来在 1965 年 2 月就指出，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

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 “三个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12〕中国共

产党在领导这场艰辛曲折的探索实践中，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动员和组织城镇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这对于缓解当时的城镇青年就业压力、在艰苦实践的磨练中培养革命事业

接班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党和国家把城镇青年就业问题、接班人

培养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解决，并把这三者辩证统一于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实践之中，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是十

分必要的，很有价值的。在这场探索实践中取得的经验以及教训，都是党和国家极其宝贵的精神财

富，都是党和国家自新时期以来开创、发展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持续解决这三大

历史性任务的重要基础和弥足珍贵的历史借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和国家致力于解决这三大历史性问题，是支撑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能够持续开展近 30 年之久的主要 “基石”。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根据当时

中国所处国内外经济、政治和国防等实际状况出发，而集体决策并致力推进实施的一项具有长远意义

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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