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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80 年来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主线表明 : 解决土地问题、解决温饱问题是为了

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 始终主张合作经济、扶助集体经济是重视人民群众的合力效应 ; 建立新

民主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 实现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是要把中国建设

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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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之际 , 回顾 80 年间

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主线 , 对 21 世纪我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一、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 ,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

的侧重点是革命。这个革命 , 就是要变革旧经济制

度 , 要改变穷人过的那种既饥寒交迫又没有人身自

由的生活。“我们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穷人。”[1 ] “新

民主主义的政治 , 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 针对

农民来说 ,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没收地主的土

地 , 实行“耕者有其田”, “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

产”。[2 ]新中国成立后 ,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侧重

点是建设 , 就是发展经济 , 改善人民生活。改善生

活指提高生活层次 , 具体为消除绝对贫困并达到温

饱水平 , 再上升到小康水平 ⋯⋯

旧中国 , 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约占 80 % , 贫

农和雇农约占农村人口的 70 %。按照毛泽东的看

法 , 既受经济剥削又受政治压迫的贫雇农 (贫农基

本上都属于佃农) , 同农奴没有什么区别。“农民问

题 , 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革命实

质上是农民革命”。[2 ]让穷苦农民翻身 , 分给翻身的

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土地 , 使无地的贫雇

农成为有产者 , 这一内容突出地反映在建国前中国

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中。

1922 年 ,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中已出现“没

收军阀官僚的财产 , 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

的内容。1925 年中共中央《告农民书》提出 , 解

决农民困苦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要实行“耕地农有”,

也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李大钊说 ,

“耕地农有”在佃农“最多数最困苦”的现实状况

下 ,“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3 ]1927

年中共五大明确提出《土地问题决议案》, 指出解

决土地问题首先必须土地国有 , 然后按照“平均享

用地权的原则”,“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土地国

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

则”。[4 ]值得注意的是 , 早在 1926 年中国共产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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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预见到“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 , 则

国民党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5 ]结果 , 没能解决

农民土地问题恰恰成为国民党政权在 1949 年垮台

的主要原因之一。

1927 年“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方针。土

地革命涉及没收土地和土地国有 ,具体方法是在共

产党领导下 ,通过自下而上的农民运动 ,没收一切土

地归国有。1930 —1931 年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将土地

国有政策改为土地农有政策 ,农民土地私有权的确

立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37 年 ,中共中央从

抗日全局利益着眼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

这样土地革命方针就改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

地方针。改善贫雇农生活相应地采用了一增二减的

办法 ,即增加雇农工资、减租、减息。1946 年 ,中共

中央的“五四指示”以允许农民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解

决土地问题的表态 ,从侧面再次展示出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的消灭地主经济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民主

革命纲领。由“五四指示”引导 ,各解放区掀起了大

规模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强调“必须满足贫农和

雇农的要求 ,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同时

也指出“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2 ]新中国建立后 ,随

着土地改革的完成 ,又面对一个中国农村经济如何

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 , 党内基本上确定

了一个设想 , 就是利用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向

社会主义。按苏联集体农庄样式 , 组织起来搞农业

合作化 , 具体步骤从建立互助组向发展合作社推

进。1955 年下半年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1956 年 1

月 , 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

义高潮》一书出版 , 它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起到了很

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到 1956 年底 , 全国基本实

现了高级社化。1958 年毛泽东提出应该并大社 ,

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决议 , 号召

并大社、转公社、一步到位建成人民公社。同年

10 月底 , 全国公社化全部完成 , 出现 216 万多个

人民公社 , 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 99 %以上。毛泽

东力争尽快缩短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的过程 ,

作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 他的初衷应该说是好的。

他的假设前提以及推理是 : 人民公社 →劳动大协作

→分配上共产主义供给制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

钱”→就是共产主义 ; 而“吃饭不要钱”的“放开

肚皮吃饭”等于完全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人人

都能吃饱饭 , 这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人民过上好日

子的最起码标准。然而客观现实与美好愿望毕竟还

存在着差距。随之而来的是“1959、1960、1961 年

3 年非常困难 , 人民饭都吃不饱”。[1 ]1957 —1966 年

的 10 年间 , “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

但是“同旧中国相比 , 还是进步了”。[1 ]

70 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 , 首先就是解决温

饱问题。农民占全国人口 80 % , 改革首先从农村

开始。1984 年邓小平说 , “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

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 不过也比过去好多了”。1987

年邓小平又说 , “经过将近 9 年的努力 , 百分之九

十的农村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 , 全国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提前两年完成了原定 10 年内翻一番的任

务”。[1 ]中国在 1987 年解决了温饱问题 , 实现了第

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进入小康。所谓“小康”,

是指消灭了贫困 , 没有太富的人 , 也没有太穷的

人 , 日子普遍好过。1999 年农村贫困人口已降到

3 % , 这是党在农村一系列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的成

果 , 其中关键又是把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 , 它尊

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 重视农民的经济利益 ,

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1949 年仅有 44 元 ,

1978 年为 134 元 , 到 1998 年则已提高到 2 162 元 ,

扣除价格因素 , 1978 —1998 年平均每年增长

719 %。此外 ,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在 1998 年为5 425

元 , 扣除价格因素 , 比 1978 年实际增长 213 倍。

1999 年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了小康水平 , 第二

个目标也实现了。事实证明 ,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让

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二、重视合作经济产出
巨大效益的功能

主张合作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又一重

要组成部分。合作经济有个特点 , 即有计划前提下

的劳动协作。[6 ] “合作”具体又要以一种经济组织

形式存在 , 其类型多种多样。土地革命时期 , 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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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府领导各根据地农民建立了耕田队、劳动

互助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等 , 通过有组织地调剂劳

动力以及耕牛农具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抗战期

间发展合作经济 , 在农业方面主要是劳动互助 , 如

变工队 ; 工商业方面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服务合

作社等。土地改革期间 , 毛泽东针对平分土地后发

展生产问题说 : “劝告农民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或

换工班一类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2 ]

1948 年“中央九月会议”上 , 刘少奇提出新

民主主义经济 5 种经济成分即包括“半社会主义性

质的合作社经济”, 而且要“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路

线去经营合作社”。同年 , 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关

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提

到 , 供销合作社是把小生产者的生产合作社与国家

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的一条必不可少的经济纽带。

这样就突出了商品交换在合作经济中的地位。1949

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 :

“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 为整个人

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

展 , 并给以优待。”这些毛泽东在 1940 年前后已经

设想到了 :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发展的社会主义

因素中 , 包括“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

的合作经济”,“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

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 , 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2 ]

建国后 ,农村经历了互助合作运动到农业合作

化运动 ,个体手工业经历了从供销合作到手工业合

作化运动 ,这种合作经济也叫集体经济。又出现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则预期把集体经济快速升级过渡到

单一的全民经济 ,“一大二公”式的公社实际就是“大

跃进”的共生物。有人甚至把人民公社叫“共产主义

公社”。当时中农抵触公社化 ,其原因无非是“怕归

公”。在某些领导人的眼里 ,集体角度的公有与全民

角度的公有这两者的界限一度被消除。1960 年中

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

示信》,纠正了办人民公社时“一平二调”的过左错

误 ,就对待农民利益问题特别强调“不能剥夺农民”。

1961 年《农业六十条》规定 ,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

制 ,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2 年中共八届

十中全会重申 ,这个制度“30 年不变”。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经过对农

村管理体制的改革 ,到 1984 年底 ,人民公社体制完

全不存在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体制从单

一形式转变为多种形式并存 ,合作经济开始增加新

的内容。1987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农村改革引向

深入》文件指出 ,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合作经济内

部的责任制形式 ,乡、村合作组织主要承担生产服

务、管理协调和资产积累 3 项职能。乡镇企业经党

中央认定多数属于合作经济 ,[7 ]它们为改革开放后

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做出了很大

贡献。投资合作带有合作经济因素 ,比如股份制原

本应叫合股制。马克思曾经预言 ,股份制是资本主

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点 ,股份制形式带有超制度

性。这意味着合作经济也包括资金联合等形式。50

年代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公私合营应当是

既有投资合作又有经营合作。《共同纲领》第 31 条

指出这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当时

又叫国家资本主义 ,毛泽东说“这是合作的事业”。[8 ]

中共十五大报告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应用股

份制这种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 ,关键只是在谁

掌握控股权。对于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合作制经济 ,

中共十五大报告也予以肯定 ,认为“劳动者的劳动联

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 ,尤其要提

倡和鼓励”。[9 ]

利用外资也是投资合作的一种形式。实际上股

份制最早在建国初期利用外资中已经采用过 , 如中

苏石油股份公司、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

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中苏轮船修理建造股份公

司 , 后来鉴于中国共产党提出采用单一公有制的社

会主义模式 , 1954 年苏联就将 4 个合资公司中的

股份移交给中国。

公有制包括集体经济成分 ,也包括全民经济和

集体经济的联合经济成分 ,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

中的集体经济成分 ,这些在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中

是与强调全民经济处在同等位置的。国有经济的主

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生产某些特殊产品的公司、军工

企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可见 ,除

此以外很大一部分主要还得通过合作经济来解决。

三、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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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阶段是“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 ,属于“新式的民主革命”或“新式的特殊的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

个革命 ,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社

会主义革命是第二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的革命不同”,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

在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可以说 ,“新民主主义的三民

主义 ⋯⋯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 ,是在中国革命作

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 ⋯⋯只有

这种三民主义 ,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

的政纲 ,即其最低纲领 ,基本上相同”;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又一方

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 ,这种革命既“为资

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又“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

清更广大的道路”。[2 ]毛泽东说 :“若问一个共产主义

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

制度而斗争 ,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那

答复是 :走历史必由之路。”[2 ]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制度 , 具体在中国怎样

实现它 , 建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还在思考中。理论

方面给予指导的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实践方面

可供参照的有斯大林的苏联模式 , 于是社会主义制

度就确定为以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高

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为特征。中共八大前

后 ,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苏联模式本身存在

的弊病以及中国照抄它后所出现的弊病有了比较清

醒的认识 , 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又将怎么

走还需要重新探索。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带着摸索社会主义建设经济规律这种设想 , 对适合

中国国情的“道路”问题做出了初步解答。1956

年陈云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 , 以“三个主体、三个

补充”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格式这一新构思 : 在

生产的计划性方面 , 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

体 , 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

生产作为补充 ;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 , 国家经营和集

体经营是主体 , 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

充 ; 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 , 国家市场是主体 ,

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10 ]

中共八大成为中国“由革命到建设”这个历史性转

变的标志。

1958 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 ,

力争上游 ,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

其中作为“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的“快”, 集中

反映出党的领导人以超英赶美为鼓干劲的动员令从

而尽快使国家“改变落后面貌”的急切心情和良好

愿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但是片面图快 , 结

果“好”变成差 , “多”导致费 (浪费) , “省”也

就自动消失。总路线实际成了快建社会主义 , “大

跃进”运动自然随之冒出来。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

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 , 它确立了社会主义

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十年动乱中的“抓

革命、促生产”误导和之后徘徊行进两年中的“洋

跃进”偏向得到彻底纠正。中共十二大规定了到

20 世纪末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 , 并提出“走自己

的道路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

中共十三大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

阶段”, 按邓小平解释 , 它的特点是“不发达的阶

段”。[1 ]中共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

的核心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

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中共十五大江泽

民的报告指出 ,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

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9 ]

公有制和计划体制双单一前提下的结合 , 曾直接造

成僵化的所有制下的僵化的社会主义“短缺经济”,

因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并非单一地、只包括国

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 它还应当包括“混合所有制经

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9 ]

毛泽东曾有过主张“让资本主义绝种”到允许

“又搞资本主义”这种认识上的变化 ,[8 ]后者作为一

种新思路 , 是指暂时保留某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

与此不同 , 改革开放后出现了要中国全盘西化、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调。很明显 , 让

资本主义绝种与暂时保留某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是

同一物质的纯成分与非纯成分的区别 , 而暂时保留

某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两个不

同物质的区别。对此 , 邓小平特别指出 : “中国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 , 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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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更快地富起来 , 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 产生

一批百万富翁 , 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

一 , 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 , 甚至连温饱问

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而且旧中国那段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告诉我们 , 中国走资本

主义道路不行 , 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

道路可走”。当然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

社会主义 , 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

义 , 首先必须摆脱贫穷”。[1 ]

四、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

要把新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 就必须实

现工业化。50 年代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优先发展重工

业。毛泽东认为 ,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首先发

展国营工业 , 并发展国营交通运输业、国营商业。

这反映出工业化的重点是使国营经济迅速发展壮

大。从 1953 年到 2000 年我国制定过 9 个经济建设

的五年计划 , 将 9 个五年计划作为特殊的视角 , 通

过它可以观察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

的国家这一经济思想。

编制“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有两点很重要 :

突出重点 , 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增强国家工业基础的

建设上 ; 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 , 充分发挥现有企

业潜力。“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

同时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 积极争取利用外援。

“一五”计划时期 (1953 —1957 年) , 工业建设以苏

联帮助的 156 个重点项目及其配套工程为中心内

容 , 工业总产值由 1952 年的 349 亿元增长到 1957

年的 704 亿元 , 年均增长速度为 1810 %。基础工业

和关键性的机器制造业迅速建立 , 初步奠定了我国

工业化的基础。

“二五”计划在制定过程中设想过改革经济管

理体制 , 也反映出反冒进思想。但由于“大跃进”

给经济造成严重损失 , “二五”计划时期 (1958 —

1963 年) 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 0106 % ,

其中 , 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则为 - 414 %。1961 年

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国民经济 , 这样国民经济从

1963 年起开始恢复 , 并逐步实现了较快增长。

1963 —1965 年 , 工业生产年均递增 1719 % , 农业生

产年均递增 1111 %。钢和原油产量分别由 1963 年

的 762 万吨、648 万吨增加到 1965 年1 223万吨、

1 131万吨。

“三五”计划时期 (1966 —1970 年) 和“四五”

计划时期 (1971 —1975 年) 正赶上十年动乱。前者

追求“双高”发展 (高指标、高速度) , 后者带有

“备战 + 跃进”特点。“跃进”涉及高速发展钢铁工

业 , 加快发展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工业。“五五”

计划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仍处在十年动乱之中。这

10 年期间 , 经济效益严重下降 , 国民经济总量是

靠 1966 年以前初步建立的工业体系开始发挥作用 ,

再加上新崛起的石油工业 , 才保持了增长。而这种

经济增长 , 另一方面又包含有利用高积累率的因

素。如“三五”时期积累率为 2613 % , “四五”时

期为 3310 %。这 10 年间 , 周恩来在 1972 年和 1973

年全面整顿过经济 , 邓小平在 1975 年全面整顿过

经济 , 都对扭转经济形势起了重大作用。

“五五”计划实际属于年度计划。1977 年在

“抓纲治国”思想指导下 , 主要是全面整顿和恢复

经济建设 , 为 1978 —1980 年国民经济的大发展作

好准备。在 1978 年 , 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分

别由 1976 年的 3 158 亿元、1 378 亿元增加到 4 067

亿元、1 567 亿元。这两年 , 由于把经济发展过多

过急地建立在依靠引进上 , 致使出现了“洋跃进”

新的失误 , 经济建设在徘徊中前进。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 , 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

针 , 从 1979 年开始进入 3 年调整期。

“六五”计划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 体现出

在 3 个发展 (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社会发展) 相

结合基础上的一种通盘规划。“六五”计划时期

(1981 —1985 年) 大部分指标提前或超额完成 , 使

这 5 年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如

GDP 年均增长 1017 % , 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110 %。

“七五”计划时期 (1986 —1990 年) 经济发展

很快 , 如 GDP、工农业总产值等的年均增长率都超

过计划的要求。但同时出现的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等

问题 , 使中共中央在 1988 年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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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经济。治理整顿期间 , 国民经济增长出现大波

动。就 GDP 年增长率看 , 1989 年和 1990 年与前 3

年相比 , 分别为 411 %、318 %与 818 %、1116 %、

1113 %。

“八五”计划与 1991 —2000 年十年规划是一同

制定的。“八五”计划期间 (1991 —1995 年) , 中共

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

标 , 改革开放进程大大加快 , 5 年中 GDP 年均增长

1210 %。1995 年提前完成了中共十三大确定的到

2000 年实现 GNP 比 1980 年翻两番的战略任务。

“九五”计划与 2010 年远景目标一同制定。

“九五”计划时期 (1996 —2000 年) 提出的目标之

一是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 2010 年的目标是人

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这一时期 , 既保持了经济

的快速增长 , 又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 , 经济发展成

果相当显著。以 1996、1997、1998 这 3 年为例 ,

GDP 分别增长 916 %、818 %和 718 % , 人均 GDP 分

别增长 814 %、716 %和 617 %。在党的经济思想指

导下 , 共和国经济发展成绩巨大。1979 —1998 年我

国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917 % , 保持了全世界最快

的经济增长速度 , GDP 达到 9 020 亿美元 , 世界排

名第七。1998 年的工业增加值为 33 541 亿元 , 按

可比价格计算 , 是 1949 年的 159 倍。1978 —1998

年 , 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为 1519 %。1997 年 , 我国

的煤炭、钢材、服装、水泥、化肥和电视机的产量

均居世界第一位 , 发电量、化学纤维、棉布产量居

世界第二位。所有这一切 , 都离不开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这个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正是中国共产

党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的重要

历史结论。今天 , 我们再次领会中共十三大提出的

“三步走”战略 , 更能悟出“发展是硬道理”与圆

富强之国梦二者关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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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YEARS OF CCP : MAINLINE OF ITS ECONOMIC THOUGHTS

CHEN Yong2qin

(School of Economics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872 , China)

Abstract : The mainline of CCP economic thoughts for 80 years shows that settling land problems and basic living

probems is for the sake of Chinese people’s better lives , maintaining all the time cooperative economy and supporting

collective economy reveals its recognition of people’s cooperation effects , establishing new democratist economy and so2
cialist i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le road , and realiz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s for a strong China.

Key words : CCP ; economic thought ; mainline ; directive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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