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计划经济实践与中国的改革历程

n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
发生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因为那里的工
人阶级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更深，解放自身的愿望
也更为迫切。但是在现实中，无产阶级革命却发生
在贫穷落后的俄国。当时的俄国小农经济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无产阶级尚在发展之中，无论
是从人数上还是从力量上都比较弱小。

n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估计在17100万人口中，无产
阶级从300万到900万都有可能，所以俄国无产阶级
工人占总人口的2%到8%，而1911年英国的无产阶
级比重则在21%到30%之间。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n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生产、经济管理和资本走向
全面社会化，为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在全社会范围
内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准备着客观的物质基础，因此，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
主义的入口。

n 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经济时，列宁说：“全体公
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
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
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
等地领取报酬。……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
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国家与革命》）



n 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
最薄弱的一环”
q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可以得出结
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
胜利。（《论社会主义》）

q 在二月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始终没有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在
这个过程中，布尔什维克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只举足轻重和最具
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党派。这为接下来的十月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而
建立起了苏维埃制度。可见，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发展，是重
重社会危机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使俄国工人阶级最终通过无产阶级革
命夺取了政权。



列宁对国家和国有制的理解

n 国家的引入使马克思关于公有制的学说发生了变化
q 恩格斯：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
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
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
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
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反杜林论》）

q 列宁：应当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
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即加以监督。（《无产阶级在我国革
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

q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则进一步就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
用和任务加以阐发，指出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甚至更明显
更鲜明地说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国家以整个
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的事，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事。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



军事共产主义

n 按照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构想，国有制应当渗
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q 军事共产主义：①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管理，采用的方
法是行政命令的办法，国家机关——中央总管理局直接
管理企业，企业只是执行国家计划的工具；②严格限制
市场和私人贸易，国家对粮食、农产品和工业品实行垄
断，取缔私人商业；③努力实现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和取
消中间环节，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的结算采用簿
记的方式，国家向企业无偿供应原料，企业的产品及其
他一切收入也无偿上缴，职工的工资大部分也通过实物
支付；④在分配领域中实行平均主义，集中平均分配有
限的物资。



列宁的反思

n 新经济政策
n 1920年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已经看到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
国家是没有能力全面排除市场经济作用的

n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
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实
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
（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比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
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
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
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
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
社会主义”。



新经济政策

n 他从具体国情出发，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调整为“
新经济政策”，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大生产，
在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存在。要
“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恢复“商品交换”，发
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商业”，并在一切工商企
业中实行“商业化原则”和“商业核算”。

q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使农民可以自由支配余粮，从物质利益
上关心生产；

q 允许私人经营手工业和小工业，发展租让制，租赁制和国家与私人
合营等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
分并存和斗争；

q 发展自由贸易，在国家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
q 学会用经济办法来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推行经济核算制和按劳分

配，使工人关心物质利益，关心生产。 



经济赶超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n 农业全盘集体化
n 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款之外，还应当通过工、农产品价格
的剪刀差，缴纳一笔超额税。这笔超额税是为了推进工业化的发
展，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而缴纳的。（斯大林）

n 单一的国有制
n 重积累轻消费



• 中国的历史特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

• 官僚资本主义

Ø 地主阶级
• 农民阶级

Ø 官僚资产阶级
Ø 民族资产阶级
• 工人阶级

p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p戊戌变法（君主立宪）
p辛亥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

p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Ø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 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中国的计划经济实践



为什么要照搬苏联经验？
n 富国强民的共同目标
n 苏联的示范效应

q 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重要作用。新生社会主义国家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国
内外战争的严重威胁，计划经济体制在战时和准战时情况下显示出了它的适应
能力和优越性。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集中一切力量打击敌人，巩固新生的
社会主义制度。

q 有助于尽快恢复国民生产。新生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战后经济重建的艰巨任务，
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将国民经济纳入计划发展的轨道，从而为尽快恢复国民生产
发挥了重要作用。

q 可以集中力量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大大加快国家工业化的步伐。计划经济体
制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集中稀缺资源服务于一些明确、简
单的目标，比如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
主义的封锁下，都面临着资金紧缺的巨大压力，这一计划经济体制有助于集中
有限的资金建立本国的工业基础，实现国家关于经济发展优先性的目标。

q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体制下巨大的动员、号召能力和极高的调动、组
织效率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n 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干预浪潮
q 发达国家：凯恩斯主义
q 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n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

q 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
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n 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n 1956年2月 苏共二十大
n 以苏为鉴  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1.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
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

2.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
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
走路的方针

3. 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
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n 从1953年起，农产品统购统销

q 陈云发现：过去共产党号召卖什么产品，农民会抢先来
卖，但在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以后，农民突然
间不愿意再把自己的农产品卖给政府了。

n 迅速推进农村公社化
n 工业发展需要投入，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

n 人为地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和产品的相对价格，
将农业剩余转移至工业

n 低利率
n 高估本币币值
n 低工资和低成本（能源、原材料）
n 低生活消费品价格
n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



美国和苏联的年平均增长率比较

n 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在苏联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突
出的体现，使苏联的世界经济地位从欧洲的第四位、世界
的第五位一跃为欧洲的第一位、世界的第二位，成为两个
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之一。而在这个时期内，苏联遭受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美国不仅未受到战争破坏，反
而发了战争财。尽管苏联的条件还不如美国，但两国的差
距却缩小了。



中国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变化（%）

农业 轻工业 重工业重工业 其他

一五（1953-
1957）

7.1 6.4 36.236.2 50.3

二五（1958-
1962）

11.3 6.4 54.054.0 28.3

       （1963-
1965）

17.6 3.9 45.945.9 32.6

三五（1966-
1970）

10.7 4.4 51.151.1 33.8

四五（1971-
1975）

9.8 5.8 49.649.6 34.8



中国各部门占国民收入份额变化（%）

年份 1952 1957 1965 1970 1975 1978

农业 57.7 46.8 46.2 40.4 37.8 32.8

工业工业 19.519.5 28.328.3 36.436.4 41.041.0 46.046.0 49.449.4

其他产业 22.8 24.5 17.4 18.6 16.2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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