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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辩证法思想来认识、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给我们留下一笔丰富的思想财

富。把握周恩来主持编制与实施四个 五年计划 过程中的思想特色, 对于当前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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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在担任国务院总理的 26年国,为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从第

一到第四个 五年计划 的草拟、审议到实施,周

恩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一切从实

际出发的工作作风,辩证地处理经济建设中的

一系列矛盾关系。从四个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

的整个过程来看,无论是在内容、速度,还是方

法的设计上,都体现出周恩来辩证统一的思想

特色。

一、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经济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要遵循客观规
律,首先要摸准情况。早在 1950 年 3 月,周恩

来就指出: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

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他坚决反

对盲目行事,不顾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

1956年,针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 周

恩来反复强调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 搞计划

必须注意实事求是 ,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

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

实事求是 , 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

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 1]。周恩来认为,不

仅计划的编制要注重实事求是,而且计划的实

施同样要从实际出发。计划是人制定的,人具

有主观能动性,应当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

但它必须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周恩来在八届二

中全会上指出: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

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 关于

八大建议的数字,这只是个建议,是可以修改

的 , 过去说计划就是法律,这实际上行不通 ,

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

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 [ 1]。这就是

说,要把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统一

起来。实践证明,遵循了这一原则,计划就能得

到有效的实现,相反,违背了这一原则,计划则

无法成功地实施。

二、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改善

  周恩来向来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建
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他不止一次地强

调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1952

年,周恩来在其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
年建设的任务∀中写道,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
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

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

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

进[ 2]。1956年,在党的 八大 会议上,周恩来明

确提出: 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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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我们现

在所做的工作当然是不够的,必须继续加强,但

是我们目前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把

它同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

来。[ 3]周恩来一直认为,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

民生活的改善不能割裂,他指出: 在我们的国

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

不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

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

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

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 3]周恩来在总结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磋商 1957年国民

经济计划时强调,我们不能像苏联东欧国家那

样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忽视人民生活福利。在

1962年 3 月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提出要

先搞五年计划,再搞十年规划,为此首先要对重

工业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 伤筋动骨 的压缩的

观点时,周恩来插话道: 可以写幅对联,上联是

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

衡。[ 4]之后,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大

都赞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要集中力量解决吃、穿、

用的问题,摆好农、轻、重的次序。

周恩来主张既 要重工业, 又要人民 。

1956年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指出:

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

谋长远利益 , 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

求人民过分地勒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

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

应,那么,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

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

得停下来 [ 3]。所以,从 1964年起,周恩来在负

责组织和审议 三五 计划草案时,进一步提出

了 先抓吃、穿、用,兼顾国防,实现农、轻、重 的

思想。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深

刻总结,同时对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起了重大

的指导作用。

三、坚持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协调发展的综合工
程。单径独进地抓经济发展,往往会事与愿违。

周恩来不但注重编制 五年计划 的严谨、细致,

积极稳妥 ,还特别注意 综合平衡, 协调发

展 。在 二五计划 实施期间,他反复强调计划

要 全面安排 ,注意 综合平衡 。

针对国民经济计划实施前的经济和文化建

设现状,周恩来主张坚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

须统一。早在 一五计划 实施前的 1952 年 10

月,周恩来即指出: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象

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 5]为此,周恩

来反复提醒全党认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统

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 我们要建

设,而培养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其他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 人才, 也是不行

的。[ 5]培养干部、人才,正是文化建设的主要任

务,完成这一主要任务的主力军则是知识分子,

而当时知识分子 不是太多了,而是少了 [ 6] ,进

行 恢复和建设工作, 马上就感到知识分子不

够 [ 6]。因此,要大力发展教育。1952年 7月,周

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 146次政务会议时,提到了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兼顾问题,他指出:我国

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是经济建设,另一方

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又是教育、卫

生当先。教育方面的问题,一是普及,一是提高。

在提高方面,一是培养大批的知识分子,一是提

高现有知识分子。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的发

展,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部

门[ 6]。周恩来认为,教育不仅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的基础,还是整个四化建设的基础。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中没有教育和人才的规划是不全

面的。因此,在第二个 五年计划 实施前,周恩

来再次强调: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要建

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进行国家建设和

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就必须努力培养建设

人才。[ 5]1956年 9月,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

本任务中增写了: 应当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

科学研究工作。[ 6]

当然,重视文化建设,也必须从实际出发。

大力发展不等于盲目乱上,这里也有一个适应国

情的问题。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就必须坚持经济

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统一。1962年 1月周恩来在

修改中央工作会议报告稿中的经验教训时增加

了第一条,即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要与经

济建设相适应,不能过快[ 7]。周恩来的这一辩证

思想,帮助人们克服了认识上的片面性,使我国

在几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经济

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

坚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统一,这一高

瞻远瞩的主张,成为我们今天 坚持物质文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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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基础,它仍然是我们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应当遵循的指导原则。

四、农业建设与工业建设

  在几次编制 五年计划 中,一直存在着如

何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农业与工

业的关系问题。对此,周恩来始终坚持二者的

统一。他指出: 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

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

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

导,农业就无法发展。[ 3]他还特别强调: 谁忽

视了农业和农民,谁就要犯错误。[ 3]在 一五

计划实施期间,周恩来强调指出: 经验证明,以

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

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方面的配合,特别是

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

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1]因此, 必须正确地

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

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

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 [ 3]。他认

为计划工作中,必须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确保

农业和工业协调一致发展。 把农业放在发展

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

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 3] ,这是任何时候都

不能忽视的。

农业是基础, 工业是主导。关于如何正确

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周

恩来指出: 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

三者的比例关系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

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 3] 一五 期间,

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基本是协调的。 二

五 期间,没有处理好, 1960 年与 1957年相比,

工业总产值增加 1 3 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

23 6% ;在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 2 2倍,

而消费资料产值却只增加 47% ,农轻重比例严

重失调。尽管周恩来 1957年 10 月仍就工业与

农业之间的关系强调: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

中将要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

同时并举的方针,如果农业不能进一步发展,工

业发展就将被拖后腿[ 7] ,然而, 二五计划 未能

有效实施, 以钢为纲 、超英赶美 的思想导致

二五 期间出现了工农业失调的结果。为此,

周恩来总结了经验教训, 1962年 12月,他在!吸
取经验教训,做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报告
中再次强调: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两者

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农业、工业、科

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总的方向是要把国

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都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

的轨道上来,只有基础发展了,工业和其他部门

才能发展。[ 7]由于周恩来的这些明确的指导思

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效地避免了

前苏联发生的错误,少走了弯路。

五、宏伟目标与分阶段实施

  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上,周恩来坚
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积极而又

稳步前进的方针,主张把宏伟目标与分阶段实

施相结合,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相统一。

1951年 2 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 三年准

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 的决策[ 6]。1954 年 9

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向全国
人民提出在我国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

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

国防 的宏伟目标[ 3]。他认为,既要充分认识到

我国已经具备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利条件,又

要正视前进过程中诸多制约因素,脚踏实地地

工作,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实施。对此,

周恩来在 二五 至 三五 期间,多次阐明 四个

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循序渐进地实现 的观点。

1956年 9月 16 日,在中共 八大 所做的!关于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
中,周恩来对有步骤分阶段实施的意义作了说

明,他指出: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

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

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

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

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

计划的时候,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

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

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

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

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

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必须注

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

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

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年度和下年度

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每个年度都能

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3]。

针对分阶段实现宏伟目标的具体步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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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分别在 1963年和 1964 年两次作了详细阐

述。1963年 9月 6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

幕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国民经济计划时指出:

三年过渡之后,我们打算搞一个 15 年的设想,

就是基本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

体系或工业体系。然后,再有 15年左右,在 20

世纪内,建成一个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

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事情

非常重要[ 7]。1964年 12月,对于上述观点他再

次作了阐明。这就把树立宏伟目标与脚踏实地

的努力步骤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避免了盲目乐

观、急躁冒进的倾向,又克服了不思前进、缩手

缩脚的畏难情绪,从而确保每个年度,每个 五

年计划 能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逐步向大目标

靠近。这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重要的

经验之一。

六、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

  周恩来认为,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
地发展,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

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

靠的基础上,这是周恩来在主持制定第二个五

年计划时,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和实施结

果的首要一条经验,且被党的 八大 正式肯定

了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1956年 2月周恩来

就明确指出: 经济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

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

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

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

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

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1]针对

某些领导者头脑发热现象,周恩来指出: 各部

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

年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

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

的头脑发热了的, 用冷水洗洗, 可能会清醒

些。[ 1] 1956年 6 月,周恩来在发现急躁冒进的

倾向有所增长时,及时提醒说: 生产的发展和

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

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

急躁冒进的倾向,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1]在

编制第二个 五年计划 时周恩来非常注意这一

点,据王光伟回忆说: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

议中的数字各方面都是经过反复平衡的,都是

总理呕心沥血考虑的,他不仅过问每一个数字

##连文字都是他亲自定下来的##总理对建
议数字和基建项目都亲自审查,特别是重大项

目是反复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专家意见才

确定的。[ 8]然而,在以 超英赶美 为目标,以大

炼钢铁为主要内容的 大跃进 运动的冲击下,

二五 计划建设的报告被抛到九霄云外, 大跃

进 使党和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给国民经济和人

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1960年 6 月,毛泽东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
中无限感慨地说: 1956 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

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

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 9]后来,周恩来

在 1967 年 2月 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会上,对 二五 期间出现的大跃进批评道:不切

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

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

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

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

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必须认识到,如果不按比

例,不搞综合平衡,不认识客观规律,不按客观

规律办事,就要受客观规律的处罚[ 7]。实践证

明,只有坚持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的统一,

才能科学地编制出有利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的计划,牢牢掌握实施计划中的主动权。

七、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确实对前苏联有一定的依赖性。例如, 1952年

6月,周恩来、陈云领导中财委根据各大区和各

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勾画了!1953
年至 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可是,由于缺乏
经验,这一草案十分粗糙,有的地方甚至连一些

计划的专用名词都没有弄清楚。因此必须虚心

向前苏联政府请教并学习其经验。我国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都得到苏联的帮助。

据!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国民经济的协
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 91 个工业项

目,加上 1950年签约的 50个和 1954年 10月又

增加的 15个,共 156个项目。同时苏联也派了

许多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建设。但是,在依赖苏

联的同时, 我国充分注意到坚持独立自主的重

要性。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

头脑。他在人大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指出: 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

442

Journal of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Vol .24 4, 2002



本立脚点 , 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

基础上 ,当然, 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

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 3]。独立自主决不意

味着排斥外国的帮助。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

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但决不能将二者割裂开,

走向两个极端。1956年 9月周恩来在经济工作

报告中指出, 进行建设可以依赖外国援助,不

要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想法是错

误的 ; 另一种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

的 。他还指出: 由于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

主、独立的力量日益增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

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

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

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 3]

他强调: 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

##但是,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
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 , 我们固然以自力更

生为主,但还要以争取外援为辅 [ 10]。

周恩来主张学习外国一切长处,但应遵循

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 的原则和 一

学、二用、三改、四创 的方针。1972 年 2 月 5

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国民经

济计划,批示同意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
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时强调,对引进技术,
只能 一学、二用、三改、四创 ,即在消化吸收

后,再创新改革[ 11 ]。周恩来的这些真知灼见早

已被实践所证明,是今天和将来的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中仍应坚持的重要思想。

此外,周恩来在领导制定 五年计划 过程

中,还十分注重上下结合、领导负责与群众参与

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是党强有力的思想

武器。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正确地运用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我们的工作就能顺利

进展,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反之,就会遭遇曲

折甚至失败。周恩来在领导编制和实施四个

五年计划 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

例,也给了我们丰富的启迪。在新世纪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面临的矛盾更

大,关系更复杂,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些方面的问

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为武器,对于推

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颇

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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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Enlai 's Thought of Dialectical Unity in the Four Five year Plans

YANG Cheng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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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k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first four five year plans, Zhou Enlai stuck to dialectic ideas of Marxism and applied them to

understanding and solving a series of major problems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left us a rich legacy of thought. It is of guiding signifi

cance to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master the features of Zhou 's thought in his presidency of

mak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four five year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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