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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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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对全国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

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中国除了1949年到1952年底

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3年至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已

经编制了十个“五年计划”，目前正在着手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研究、编制工作。 

  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是指我国从1953年到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它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

下，由周恩来、陈云同志主持制定的。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一五”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

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

主义改造的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

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

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主要依靠我国人民的力量，加上当时苏联等国家的大力援助，到1957

年底胜利完成，使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确定。在整个国

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21.3%上升到92.9%；建成了一

大批重要工程，五年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5亿元，相当于1952年底

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总值的1.9倍。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初步铺开我国工业布局的骨架；工

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五年合计钢产量1656万吨，等于旧中国从1900年到1948年49年问钢

的总产量760万吨的218%，煤产量达到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工

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

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都超额完成计划。 

  “一五”计划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农业生产跟不上工业生产的步伐，以工业总产值占

农业总产值70%和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占60%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某种程度上

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二是1956年出现全局性的冒进，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7.35亿元，比上年增长

70%，高于1953、1954两年的投资额，基本建设贷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30.2%猛增到48%，

造成国家财政紧张。三是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为以后相当长时间留下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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