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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56 年，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比中

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

制定 “一五” 计划时设想用三个 “五年计划” 的时

间提前了 10 多年。 为什么会这样？ 新中国成立之

初，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与生

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原理， 曾经设想在实现工业

化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因此主张实

行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共同纲领》 没有

写入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后来刘少奇等人提出

“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 也是按照这个思维。 但

是 1953 年毛泽东用 “过桥” 说和 “变动” 说说服

了全党， 将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同步进行， 即在实现

工业化的过程中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当工业化实

现之日， 也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时。 党在过渡时

期总路线和 “一五” 计划就是这个思想的体现。 本

文想探究的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工业化实现

之前就提前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 它与当时中国的

工业化条件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工业化面临着 “贫

困陷阱”

所谓 “贫困陷阱”， 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
家庭、 群体、 区域等主体因贫困而不断再生产出贫

困、 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自拔。 美国

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根据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根

源的考察， 提出了 “贫困的恶性循环” 理论。 他认

为： 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 是由若干个相互

联系和相互作用的 “恶性循环系列” 造成的， 其

中， “贫困的恶性循环” 居于支配地位； 从资本的

供给看， 发展中国家存在 “低收入———低储蓄 水

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

收入” 的恶性循环， 而从需求上看， 存在 “低收

入———投 资 引 诱 不 足———低 资 本 形 成———低 生 产

率———低收入” 的恶性循环； 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恶

性循环之所以会形成， 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

过低， 人均收入过低是因为资本稀缺， 而资本稀缺

的根源又在于人均收入过低， 低收入和贫困无法创

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储蓄， 由此就没有投资和资本

形成， 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 新中

国成立之时正面临着类似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时， 100 多年的战乱、 帝国主义的

侵略掠夺以及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

削， 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衰弱。 以旧中

国最好的发展时期 1931—1936 年为例， 其消费率

和投资率分别依次为： 104.1%和-4.1%， 97.5%和

2.5%， 102.0%和-2.0%， 109.1%和-9.1%，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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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 “贫困陷阱”， 即人口多、 底子薄、 人均资源少， 积累能力

极低， 剩余高度分散。 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势必要求国家加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实行单一公有制， 建

立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计划经济， 以 “集中力量办大事”。 而这一时期国际局势的紧张和 1954 年灾荒造成的农产品短缺，

又进一步促使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使改造提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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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8%， 94.0%和 6.0%。 这说明投 资 率 极 低， 6
年中甚至有 4 年为负数。 ①因此， 中国经济学界在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探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时， 几

乎一致认为仅靠中国自己不能解决资金匮乏问题。

1949 年， 美国政府有关中国政策的白皮书也认为

中国共产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在 1949 年 7 月 30 日关于送呈 《美国与中国的关

系》 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即说： “在形成现

代 中 国 之 命 运 中， 有 两 个 因 素 起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第一个因素） 是中国的人口， 在十八、 十九世纪

增加了一倍， 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

力。 （近代史上） 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

个问题， 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到现在为止， 没

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 ②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 人口众

多是基本国情之一， 决定了中国人均资源的相对稀

少。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 人口与耕地的矛盾由来已

久。 清代中期以后， 人口的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人

口与农业资源的矛盾， 形成农业的过度开发。 新中

国成立时， 中国有 5.4 亿人口， 其中 4.8 亿是农民，
靠传统农业吃饭， 而当时中国的人均耕地仅 2.65
亩， 人均粮食仅 209 公斤。

1949 年， 全国农民每人平均消费粮食只有 370
斤 （毛粮）， 1952 年达到 444 斤； 1951 年粮食的商

品率为 28.2%， 1952 年降为 25.7%。 ③据姚依林回

忆， 他 自 己 于 20 世 纪 60 年 代 在 农 村 调 查 时 问：
“请教你， 怎么就能吃饱？” 老贫农不假思索地说：
“连人吃带喂牲口， 大口小口合一块算， 一人一年

得有七百斤谷子！” ④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

是吃不饱的， 而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 农民必然要

增加对农产品的消费， 即自行解决温饱问题， 因此

在一定时期内， 虽然粮食产量增加， 但是农民通过

市场提供的剩余粮食可能还会下降。

1952 年， 虽然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

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 83.5%， 但由于农业人均生

产资料非常缺乏， 人多地少， 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

供的剩余非常少。 另外， 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17.6%， 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⑤。 同

年， 我国人均产量仅为钢 2 公斤、 煤 115 公斤、 原

油 0．8 公斤、 电 13 千瓦时； 而同期世界主要国家

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 钢 82 公斤， 煤 724

公斤， 原油 242 公斤， 电 448 千瓦时。 正如当 时

毛泽东所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
能造茶碗茶壶， 能种粮食， 还能磨成面粉， 还能造

纸， 但是， 一辆汽车、 一架飞机、 一辆坦克、 一辆

拖拉机都不能造。” ⑥这种积累能力极低和剩余高

度分散的情况， 使得成立之初的新中国很容易陷入

发展经济学所说的 “贫困陷阱”。

二、 国家安全要求集中资源以加快重工业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出和提前完成， 与这个时期

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 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 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和避免损

失， 在对西方贸易方面， 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 全

盘统筹， 统一对外； 同时， 封锁也导致中国的对外

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 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

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 不仅私营进出口商

被排斥在外， 甚至供销合作社和地方国营企业也难

直接参与。 二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国防压力增

大， 国防费用增加。 中国鉴于 “落后就要挨打” 的

历史教训，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必须加快重工业

的发展， 而这就不仅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 而且要

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 甚至中央政府手中， 因

此， 实行单一公有制及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就不可

避免了。 三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 苏联是唯一愿意

和能够大规模援助中国的国家， 苏联的援助是有前

提的， 那就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 站在社

会主义阵营一边。 同时， 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

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 而不是私营企业和个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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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 “一五” 计划的工业建设

重点和布局， 都促进了中国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

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 及随后的台湾海峡

危机等， 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时不

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来考虑。 美国阻止中国统

一和直接威胁中国安全的行径， 除了意识形态和政

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外， 都是建立在中美之间相差悬

殊的武器装备上面， 进一步说， 是建立在相差悬殊

的工业化水平上面。 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兵进

驻台湾， 到 1955 年用原子弹威胁中国以阻止中国

的统一， 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坚定

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心。 如经过毛泽东亲自

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 “因为

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 经济上不能独

立， 国防不能巩固， 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
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 如果现在我们

还不建立重工业， 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

的。” ①而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 就必须优

先发展投资规模大、 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
复杂的国际局势要求新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的

步伐， 而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

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 就

在此时， 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 特别是

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 成为难得的历史机遇。 西方

国家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 以及中国与苏

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 决定了新中国只

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 这意味着中

国必须依靠自身迅速实现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

工业化进程， 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获取这

种积累的唯一途径。 为了加速工业化， 中国就需要

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以确保国家

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 而新民主主义经

济体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不仅农业个体经济不

能满足这种要求， 甚至互助组、 初级社也不行。 所

以， 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

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

三、 关于工业化与小农经济之间矛盾的认识

关于小农经济与工业化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

怎样认识这种矛盾的问题， 在 1949 年至 1952 年的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并不突出。 当时正进行土地改

革， 就是要建立农民的个体经济， 同时， 由于土地

改革和农业的恢复性增长， 农业增长很快， 农产品

供不应求的问题尚未凸显出来。 但是到 1953 年，
农产品供不应求的问题， 亦即所谓小农经济不能适

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的矛盾显现出来。

1953 年 2 月， 中共中央正式颁发的 《关于农

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指出： “党中央从来认为

要 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 要

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

足食的道路， 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

食及其他工业原料， 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
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 就必须提倡 ‘组

织起来’， 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发展农民劳动

互助的积极性。” ②

1953 年 10 月， 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考虑， 形成

了对主要农产品实行 “统购统销” 的决定。 这个决

策过程最终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小农经济不

能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 10 月15
日至 16 日， 毛泽东在与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

两次谈话时即指出：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 现在有

极大的矛盾。 粮食、 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

盾， 肉类、 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 需求

大大增加， 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
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 是个体所

有制， 还是集体所有制？ 是资本主义所有制， 还

是社会主义所有制？ 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

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不靠社会主义， 想从小农

经济做文章， 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 而希

望大增产粮食， 解决粮食问题， 解决国计民生的

大计， 那真是难矣哉！” ③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形成上述看法， 不是偶然

的。 1953 年至 1957 年， 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经

济体制剧烈变革时期。 在制订和实施 “一五” 计划

时， 由于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对工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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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过高的指标， 导致了供求关系的紧张， 其主要

表现之一就是工农业关系的紧张。 按照当时的话来

说， 就是： 落后的农业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工业和

不断提高的人民生活的需要； 分散的个体农民不能

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 在这种认识指导

下， 从 1953 年开始， 农村经济体制以及国家与农

民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国家通过主要农副

产品统购统销， 割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 二是党

和政府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 将农村的个体经济变

成了集体经济。
关于小农经济与工业化关系的认识， 以党在过

渡时期总路线最具代表性。 1953 年 12 月， 经毛泽

东亲自修改审定的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

宣传提纲》 就小农经济与工业化的关系论述了以下

几个观点：

1.小农经济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不能

大幅度增产。 “在我国农业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小

农经济。 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和落后的， 一家一户就

是一个生产单位， 土地是分成小块经营的， 农具还

是古老的， 耕耘靠人力和畜力， 无力采用农业机器

和新的耕作制度， 收获量低， 不能很快扩大耕地面

积和提高产量。 ……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许多农

民由于生产不足而不能自给， 鳏寡孤独和失去劳动

力的农户的困难也不能完全得到解决； 目前我国许

多地区农村中一般还有 10%左右的缺粮户需要帮

助。 这种建立在劳动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

小农经济， 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不能满足人

民和工业化事业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

要”。

2.小 农 经 济 不 稳 定 ， 会 导 致 “两 极 分 化 ” 。
“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 时刻向两极分化， 有的人

因天灾人祸而穷困破产， 有的人却利用做投机买

卖、 放债、 雇工的办法来剥削旁人； 如果不对它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 农村中少数人就会发展成为富农

剥削者， 而多数人就不得不忍受贫困甚至破产的痛

苦。”

3.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和工业化的矛盾。 认为

小农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宣传提纲》 引用

了斯大林的话： “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 把苏

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

础上， 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

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 当然是不

可以的。 长此以往， 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

的一日。” 出路有两条： 一是资本主义大农业， 一

是通过集体化建立社会主义大农业。 ①

从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论述来看， 中国共产党

基本接受了苏联的工业化理论和模式。 苏联的工业

化理论是斯大林提出的， 指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依靠

对外掠夺来实现原始积累， 必须依靠国内人民节省

来增加积累；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落后和受到帝

国主义的威胁， 因此必须实行赶超战略， 以保证与

帝国主义国家的竞争和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要实行这种工业化， 就

必须将一切资源和剩余集中在国家手里， 实行公有

制和计划管理。 因此， 苏联的工业化模式， 就是指

由国家集中一切资源， 来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

业化战略， 其在经济体制上的表现， 就是实行单一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四、 农产品短缺和 1954 年灾荒导致改造加快

1953 年是新中国实施 “一五” 计划、 开展大

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 由于工业化的步伐迈得

大， “农业拖工业后腿” 问题就立即暴露出来。 因

农 产品供不应求， 引起粮价上涨、 农民惜售和城

镇居民恐慌， 进而引发整个经济混乱。 正如当时主

管财经工作的陈云在当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粮食会

议上所说的那样： 由于粮食的需求量逐年上升， 不

可能减少， 而农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量也

在增加， 因此粮食供求紧张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现在， 全国粮食问题很严重， 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

法加以解决， 还要更加严重。”“只要粮价一波动， 搞

粮食投机的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 如果波

动两三个月， 粮贩子就可以增加几百万。” ②对粮食

市场混乱的后果， 陈云说：“（劳动者的收入） 用在

吃的方面的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用在穿的方面

的只不过占百分之十左右。 ……粮价涨了， 物价

就要全面涨。 物价一涨， 工资要跟着涨。 工资一

① 黄道霞、 余展、 王西玉主编： 《建国以来农业合作

化 史 料 汇 编 》， 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 1992 年 版 ， 第

165—168 页。

② 《陈 云 文 选》 第 2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95 年 版， 第

203—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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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预算就要超过。 这样一来， 就会造 成 人 心 恐

慌， 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老百姓叫好的物价稳定这

一条， 就有丢掉的危险。 ……必须采取坚决的措

施， 加以解决。” 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权

衡， 决定实行主要农副产品粮、 棉的 “统购统销”。
在实行统购统销的第一年， 即从 1953 年 7 月 1 日

到 1954 年 6 月 30 日的粮食年度内， 国家计划获得

粮食 709 亿斤。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 在这一

粮食年度内， 国家实际获得粮食 784．5 亿斤， 超过

计划 75．5 亿斤， 使库存有了较大幅度增加， 粮食

供求紧张的形势终于缓和下来。
“统购统销” 的实行， 不仅解决了上述问题，

保证了物价稳定和城乡居民的基本供给， 实现了社

会安定， 而且也提前消灭了私营批发商和城乡之间

的市场的主要农产品交易， 为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创

造了条件。 1953 年 10 月， 中共中央通过的 《关于

实 行 粮 食 的 计 划 收 购 与 计 划 供 应 的 决 议》 指 出：
“实行上述政策， 不但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妥善地

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 更加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

于粮食的节约， 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

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 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

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必须采

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

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1954 年发生的因大面积水灾导致的农产品减

产， 不仅农业计划指标没有完成， 并进而影响到

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出口换汇， 使得工业也没有完

成预期的增长指标。 按照这种态势， “一五” 计划

难以如期完成。 1955 年因农产品供给不足和工业

原料缺乏直接导致了两件大事： 一是为增加农业

增产和保障统购统销加快了农业合作化步伐， 二

是为统筹和满足原料需求而加快了城镇私营企业

的 “公私合营”， 直至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加快农业发展以满足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生活

的需要， 始终是中共中央高度关注的问题。 1954
年 ， 陈 云 在 主 持 制 订 “一 五 ” 计 划 草 案 时 就 提

出， 农业大规模增产的办法有三个： 一是大规模

开荒，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容易开垦的荒地； 二是

大规模增加农业投入， 例如化肥等生产资料， 但

是现在也没有这个条件； 三是农业合作化， 新中

国成立后的几年经验证明， 一般合作社在第一年

就可比单干增产百分之十左右。 陈云认为第三个

办法是增加农业产出可行的办法。 薄一波等人的

调 查 也 证 明 了 这 一 点。 因 此， 当 1955 年 上 半 年

因合作化发展过快出现问题后， 负责具体工作的

中 央 农 村 工 作 部 主 张 “下 马 ” （即 整 顿 合 作 社 ）
时， 毛 泽 东 严 厉 指 出， 农 业 合 作 化 不 是 “下 马”
而 是 “上 马”， 要 加 快 发 展。 毛 泽 东 在 合 作 化 高

潮期间亲自主持编写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

潮》 的 “序 言”， 即 反 映 出 来 对 合 作 化 增 产 的 预

期。 他 提 出， 到 1967 年 粮 食 和 许 多 其 他 农 作 物

的 产 量， “比 较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以 前 的 最 高 年 产

量， 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②。 1956
年 1 月 25 日， 经 过 毛 泽 东 修 改 审 定 的 廖 鲁 言 对

《一 九 五 六 年 到 一 九 六 七 年 全 国 农 业 发 展 纲 要

（草 案）》 的 说 明 则 说： 全 国 粮 食 和 棉 花 的 产 量，
在 1967 年 要 分 别 由 1955 年 的 预 计 3652 亿 斤 、

3007 万担增加到 1 万亿斤、 1 亿担 （公开发表时

改 为 粮 食 比 1955 年 的 产 量 增 加 一 倍 半， 棉 花 比

1955 年 产 量 增 加 两 倍 ） ， 就 是 每 年 要 分 别 以

8.8%、 10.5%的 速 度 递 增。 这 个 指 标 显 然 是 认 为

社会主义改造能够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五、 农产品短缺和统购统销导致私营工商业改

造加快

就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来说， 也

是 与 农 产 品 供 给 不 足 和 国 家 资 金 匮 乏 有 直 接 关

系。 面 对 1953 年 由 于 上 半 年 投 资 规 模 过 大 引 起

的市场紧张和农副产品供不应求， 国家一方面决

定 对 主 要 农 产 品 实 行 “统 购 统 销”， 另 一 方 面 也

认为， 私营批发商业不利于国家的计划管理， 应

首 先 予 以 改 造 。 于 是 以 实 行 粮 油 统 购 统 销 为 契

机， 国家首先对粮油私营批发商进行了令其转业

或 淘 汰 的 改 造。 进 入 1954 年 后， 国 家 又 通 过 对

重要生产资料和工业原料实行国营商业控制的计

划 供 应、 禁 止 私 商 自 营 一 般 商 品 的 进 出 口 业 务 ，

① 《陈 云 文 选》 第 2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95 年 版， 第

207 页。

②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编 ： 《建 国 以 来 重 要 文 献 选

编》 第 7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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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迫使一批私营大批发商转业或停业。 私营大批

发 商 被 基 本 消 灭 后， 从 1954 年 下 半 年 起， 国 家

着手改造剩下的经营次要商品的较小批发商， 即

根 据 不 同 情 况 ， 对 这 些 批 发 商 采 取 “留 、 转 、
包” 等 不 同 的 改 造 步 骤 和 方 式。“留”， 就 是 继 续

保留一部分私营批发商， 但是其业务则转变为受

国 营 商 业 和 供 销 合 作 社 委 托 而 代 其 批 发； “转”，
就是对有转业条件的批发商， 引导他们把资金和

人员转入其他行业； “包”， 就是国家将无法继续

经营而又不能转业的批发商及职工包下来， 逐步

安 排 工 作。 经 过 上 述 改 造， 到 1954 年 年 底， 私

营批发商的改造工作基本完成， 继续存在的私营

批发商虽然户数还不少， 但是除经营零星商品的

小户外， 一般都成为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代理机

构。

1954 年， 我国农业因严重自然灾害未能完成

预 定 计 划， 从 而 使 得 1955 年 上 半 年 工 业 面 临 因

原 料 不 足 而 不 能 完 成 计 划 的 难 题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国家首先要保证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

需 要 ， 私 营 工 业 遇 到 的 困 难 相 比 较 而 言 要 多 得

多。 1954 年年底以后， 私营企业面临的困难主要

有以下四个：

1.原料缺乏， 私营工业得不到充分供应。 据国

家统计局 1954 年 5—8 月对 10 人以上私营工厂的

调查， 因原料不足， 私营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如下：
日 用 橡 胶 业 60% （重 庆）， 棉 织 业 60% （山 东），
针织业 70%， 缝纫业不到 50%， 木材加工业 40%，
面粉业 25%， 碾米业 80%， 机器榨油业 80%， 卷

烟业 25%， 火柴业 15%。 而私营工业绝大部分属

于轻工业。 ①另据 1955 年上半年对若干重点行业

的调查， 与正常开工情况下应达到的时间和产量对

比， 从设备利用率来看， 机器制造业中的车床为

66% ， 钻 床 、 铣 床 为 30%多 ， 印 染 业 卷 染 机 为

49%， 针织业手摇织袜机为 26%， 木材加工业中圆

锯为 35%； 从生产能力利用率来看， 棉布生产为

57%， 食用植物油生产为 51%， 卷烟生产为 37%，
胶鞋、 碾米、 固本肥皂生产则为 20%左右， 裸铜

线生产仅为 6%， 如按三班制计算， 则设备利用率

更低。 ②

2.资金不足。 1952 年年底， 国家完成对私营

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 短期资金市场即完全

控制在国家手中， 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实行

了 “以存定贷” 的方针， 即贷款额不得超过私营

企业的存款。 但是由于国家经济建设 （特别是地

方政府） 资金尚严重不足， 实际上很难顾上私营

工 业 了 。 1953 年 人 民 银 行 的 私 营 工 商 业 存 款 比

1952 年增加 8000 余 亿 元 （1955 年 币 制 改 革 前 币

值 ， 下 同 ） ， 而 贷 款 却 比 1952 年 减 少 19000 亿

元， 减少近三分之二， 在人民银行贷款总额中的

比 重 由 1952 年 的 2．6%降 至 0．7%。 ③ 据 1954 年

5—8 月 国 家 统 计 局 对 10 人 以 上 私 营 工 厂 的 调

查， 私营工业资金缺乏， 尤以中小户更严重。 重

庆 市 有 10 人 以 上 私 营 工 厂 559 个， 其 中 资 金 充

足 的 仅 占 13．5% ， 资 金 能 勉 强 维 持 生 产 的 占

28．2%， 资 金 较 困 难 的 占 54．6%。 多 数 企 业 是 靠

银行贷款、 预收国家工缴费和订金来维持生产。

3.原有供销渠道被打乱。 由于大多数私营工厂

生产规模很小， 没有承担国家的加工定货任务， 其

原料在过去基本上都是从市场购买， 产品也是靠私

营商业渠道销售。 1954 年国家加强了私营商业改

造， 私营批发商大部分被改造后， 商业渠道变化

大， 私营工业企业一下子失去原有的供销渠道， 而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因这些小企业的产品标准化

程度低、 批量少、 交易成本高， 不愿意收购或推销

其产品， 因此 1954 年大多数私营工厂产品销售渠

道不畅。

4.经过两年的 “吃苹果” （即对单个企业实行

公私合营）， 剩下的私营工业企业多是规模很小、
技术落后或效益差的企业。 据统计， 1954 年共有

私 营 工 业 企 业 133962 户， 平 均 每 个 企 业 有 职 工

13.40 人， 产 值 7.72 万 元； 但 是， 在 上 述 私 营 工

厂 中 ， 职 工 在 10 人 以 上 的 企 业 只 占 总 数 的

31．3%， 而职工在 50 人以上的企业只占企业总数

的 3．74%。 即使在这些 10 人以上的工厂中， 仍有

60%的企业使用手工工具， 至于那些 10 人以下的

小型工厂， 绝大多数更是没有现代动力设备的手

① 国 家 统 计 局： 《十 个 职 工 以 上 的 私 营 工 业 调 查 报

告》， 1955 年 2 月 22 日。

②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 下

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315 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党组： 《关于人民银行工作检查的总

结报告》， 1954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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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作 坊 ， 产 品 不 能 定 型 和 按 标 准 化 大 批 量 生

产。 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不仅在技术和生产

规模上优于私营工业， 而且在资金供给、 原料供

应、 产品销售等方面也优于私营工业， 使得私营

工业所具有的灵活性难以发挥作用， 在竞争中处

于更不利的地位。
据 1955 年上半年上海市对私营工业困难户的

调查分析， 因产品不合要求的占 28%， 因原料不

足 的 占 22%， 因 过 去 盲 目 发 展 而 过 剩 的 占 20%，
因 主 要 行 业 发 生 困 难 而 相 应 发 生 困 难 的 占 18%，
因销路不畅发生困难的占 12%。 ①

尽管 1955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要求各地统筹兼

顾、 适当照顾私营工商业， 但是由于剩下未合营

的私营企业规模小、 设备落后， 产品标准化程度

低 和 批 量 小， 在 原 料 缺 乏、 资 金 紧 张 的 情 况 下，
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国营商业机构， 从经济的观

点 出 发 ， 都 不 会 将 原 料 和 资 金 投 向 这 些 技 术 落

后、 产品标准化程度低、 监督成本高的企业。 私

营工厂并没有摆脱困境。 对于小企业来说， 在困

难的情况下， 工人不用说了， 即使企业主， 也愿

意合营， 以求解脱。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1955 年 4 月， 中共中央

批转 《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和关于召开

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报告提出对私营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实行 “统筹兼顾， 全面安

排” 的方针。 这就要求在合营过程中， 应着眼于整

个行业， 采取以大企业带中小企业， 以先进带落后

的办法， 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改组、 合并， 然后再

进行公私合营。 这种按行业对私营企业进行整体改

造、 统筹安排的设想， 实际上是全行业公私合营的

开始。

1956 年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就是

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 因此， 当国民经济恢复任

务 基 本 完 成， 中 国 从 1953 年 转 入 大 规 模 经 济 建

设后， 如何解决建设资金不足、 农业拖工业化后

腿的问题就突出出来。 在还没有解决 “温饱” 的

条件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集中力量办大

事” 的计划经济体现出它的优越性， 而要建立以

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计划经济， 就必须实行单一

公有制。

六、 小结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的 提 前 实 现 ， 有 力 地 保 证 了

“一 五” 计 划 的 顺 利 完 成。 此 后 虽 然 由 于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中 的 “四 过” ② 而 出 现 微 观 经 济 激 励 机 制

不足和宏观经济的多变和失误， 但是由于单一公

有制在保证高积累政策的实施和维护社会稳定方

面 的 作 用 不 可 或 缺， 因 此 一 直 维 持 了 20 多 年 时

间。 在此期间， 从 “一五” 计划集中力量进行以

156 个 建 设 项 目 为 中 心 的 重 工 业 开 始 建 设， 通 过

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并建立新的基础产业， 同时设

立飞机制造、 汽车、 拖拉机、 发电设备、 矿山设

备、 重型和精密机器等产业部门， 大大提高了产

业结构的完整性； 1958—1965 年， 相继建设了电

子工业、 石油化工、 原子能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

门； 1966—1978 年， 工业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速度， 钢铁工业、 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 经过 20
多 年 的 工 业 化 建 设， “我 们 在 旧 中 国 遗 留 下 来 的

‘一 穷 二 白’ 的 基 础 上， 建 立 了 独 立 的 比 较 完 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③。 到 1978 年改革

开放之时， 不仅中国的国防工业和独立工业体系

已 经 基 本 建 立 起 来， 而 且 国 际 环 境 也 大 大 改 善，
国家安全问题基本解决， 中国已经具备了工业资

本 分 散 积 累 的 能 力， 不 需 要 再 勒 紧 农 民 的 裤 带，
实际上已经跨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学所

描述的 “贫困陷阱”。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副所长、 研究员 北京 100009）

① 国家统计局：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私营工业生产情

况报告》， 1955 年 8 月 27 日。

② “四过”， 即要求过急， 工作过粗， 改变过快， 形式

过于简单划一。

③ 叶剑英：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1979 年 9 月 30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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