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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在把朝鲜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程分为五个时期来考察的基础上，试图较为明确地说明

朝鲜经济的发展脉络。朝鲜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有过辉煌的成就，也经历过低谷和挫折。朝鲜并不是一个固步自

封的国家。目前，朝鲜在劳动党的领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正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进行着“朝鲜式社会主

义”的探索。朝鲜依然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主导，同时有限度地引入市场机制，这是一条不同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建设的道路，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另一种新的探索。 

关键词    朝鲜    社会主义道路    发展历程 

  

一、朝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脉络  

  

本文把朝鲜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程分为五个时期来考察，每个时期主要整理了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制定

的经济发展计划、各计划期间确定的基本任务、采取的具体措施、取得的发展成果等内容，试图较为明确地说明朝鲜经

济的发展脉络。 

（一）解放后及战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时期（1945～1956年） 

这一时期，朝鲜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奠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来考察，即1945～1950年的解放后经济恢复期和1954～1956年的战后国民经济恢复三年计划。 

1945年朝鲜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获得了解放。解放后，针对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凋零落

后、封建和殖民地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等现实情况，1945年10月成立的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①]着手进行

了各项民主改革，以图复兴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土地改革消除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使

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爱国热情、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并为正在迅速恢复的工业提供原料和保

障居民的口粮创造了条件；民主的劳动法令的实施，保障了工人劳动和生活的基本权利；产业国有化，即工厂、矿山、

煤矿、铁路、邮电、银行等的国有化，奠定了建设自主独立国家的经济基础，为保证国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

位，有计划地发展国家的经济创造了条件；男女平等权法令解放了北朝鲜妇女，使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享有和

男子同等的权利，积极参加劳动。 

从1947年开始，朝鲜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出自力更生建立自立的民族经济的路线。劳动党和政府领

导人民恢复和改造现有的重工业工厂，生产和供给发展国民经济所需的机器设备、原料和材料，新建还没有任何基础的

轻工业，发展农业，以安定和改善人民生活，另外，着重加强国营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领导作用。为此，朝鲜制订了

1947年和1948年的两个一年计划和1949年～1950年的两年计划。 

在1947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所占的比重达到80.2％，民办工业的比重占19.8％，其中矿业部门，国营占

百分之百。这说明在国民经济的领导部门——工业中，国营经济占了压倒性优势。此外，铁路运输、邮电、对外贸易和

银行等也已经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一切条件，成为朝着依靠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控制和调节个体经济，有计划地经营

国民经济和不断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福利的方向，发展国家经济的可靠保证。[②]这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计划部

门，要求企业在对设备、材料、资金、劳力等进行详细了解的基础上，制订并严格执行计划，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

平，同时采取了整顿生产组织、加强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学习技术、开展劳动竞赛等多项措施。 

1947～1949年的3年期间，朝鲜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9.9％，其中国营及合作社工业

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1.6％，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前夕，朝鲜北半部的工业生产规模（除煤炭和冶金部门外）和工业总

产值已经超过了1944年的水平。在这一期间，农业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1948年粮食产量达到266.8万吨，比日本

统治时期产粮最多的1939年还多0.4％。1949年同1946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51％。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

有了改善。1950年3月，工人基本工资比1947年提高38％，同时几次降低物价，从而使工人实际收入有了较大提高。农

民生活也有了显著改善，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生活水平达到中农水平。[③] 
1950年6月～1953年7月的战争使朝鲜的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与1949年相比，1953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

36％，农业生产总值下降了24％，国民收入减少了30％。 

停战后，1953年8月5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

业”的战后经济建设基本路线。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为了消除日本殖民统治造成的殖民地畸形状态，打下建设自立的民族

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是为了安定和提高遭到摧残的人民生活。1954年4月，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了“1954～1956年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三年计划”，其基本任务是：

恢复和重建北战争破坏的国名经济，使工农业生产达到并超过战前水平，为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援下，朝鲜提前完成了1954年～1956年的“战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三年计划”，

工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 

工业部门提前四个月达到目标，1956年末工业生产增加到1953年的2.8倍（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加到4倍，消费资

料生产增加到2.1倍），增加到1949年的1.8倍。1954～1956年工业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41.7％。 

工业布局和工业结构有了改善。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53年分别为37.7％和

62.3％，1955年则分别为51.7％和48.3％，生产资料生产比重已经占了优势。机器制造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在工业总产

值中所占的比重，1944年为1.6％，1949年提高到8.1％，1955年则提高到17.9％，同一时期纺织工业比重从6％提高到

11.4％和17.2％。这说明，朝鲜工业已经显著地消除了日本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片面性和畸形状态，并继续朝着这个方

向努力。 

在农业方面，1956年粮食产量达到287万吨，比1953年增加24％，超过战前1949年的产量。农业发展主要由于战



后三年计划期间国家投资74亿元，大力兴修水利，增加农业机械和化肥生产，并在农村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1953年7

月，朝鲜北半部各地开始试办农业合作社，国家从法律上和财政上予以大力支持。到1956年底，入社农户在总农户中

的比重达到80.9％，在总耕地面积中的比重达到77.9％。 

战后工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条件。1956年国民收入为1953年2.1倍，为战前1949年的

1.5倍。1956年工人、技术人员、国家职员每人平均工资同1953年相比增加58％，同1949年相比增加65％。在提高职工

工资收入的同时，朝鲜政府采取低房租、降低商品零售价格等政策，使国家职工的实际收入有较大提高。此外，国家为

职工修建了610万平方米的住宅，并大力发展社会保险、医疗、休养等人民福利事业。在农村，1954国家废除肉类义务

缴纳制度。1956年全面降低农业税，实行固定税制，并将农民拖欠的9万吨农业税和贷粮及14亿元贷款全部给予核销。

这期间，国家还降低了工产品零售价格及灌溉费和机耕费。[④] 
（二）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1957～1970年） 

这一时期，朝鲜推进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1961年）和第一个七年计划（1961～1967年），并设置了1960年

的缓冲期。 

1957～1961年，朝鲜实行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朝鲜北半部的社会主义经

济基础，基本上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在此期间，朝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对

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高速发展，全面完成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

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⑤]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使朝鲜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 

1958年，朝鲜全面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对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为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奠定了基础。在农业领域，提出首先在短期内

实现农业的水利化和电气化，然后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化学化的方针。 

从1957年起，朝鲜开展了以劳动竞赛、技术革新同教育人民相结合的群众性的千里马运动，千里马运动作为全民

性的群众运动，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朝鲜把千里马运动看作胜利建设

社会主义的决定性保证，并把这一运动规定为朝鲜劳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60年，金日成提出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要求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具体地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问

题，充分发动群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来实现党的政策和任务，这就改进了各级党和政府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

法，加强了党和国家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提高了经济管理水平，增强了群众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积极性，并为后来大安

工作体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⑥] 
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60年，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原定的指标。1957～1960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2.5倍，平均每年

增长36.6％，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2.6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2.3倍。[⑦]粮食总产量1959年达到380万吨，1957～
1959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8％。通过调整职工工资和实行基本生活消费品降价和增加公共福利等措施，1959年职工的

实际收入比1949年增加2.7倍，比1956年增加1.3倍。通过对农业合作社实行优惠贷款、降低农业税、提高部分经济作

物的收购价格等措施，1958年农户平均分得粮食比1955年增加50％，现金分配比1955年增加2.6倍。[⑧] 
由于发展不平衡，朝鲜把1960年设定为缓冲期，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主要任务包括集中力量抓农业、提高工业

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扩大出口贸易、加强和改善地方政权机关的工作等。经过一年的努力，基本上解决了国民经济比例

失调的问题，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196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6％。 

1961年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1961～1967年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确定该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依靠取

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全面的技术改造和文化革命，划时代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加速社会主义

建设，把朝鲜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和发达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为了适应新情况，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认真总结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逐步确立起新的经济管理体

制，即大安工作体系、新的农业领导体系、计划的一元化和细部化。[⑨] 
大安工作体系就是“工厂企业在党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进行一切经营活动，使政治工作先行，发动生产者群众去

完成当前的经济任务，上级负责帮助下级，科学地、合理的经营和管理经济。”大安工作体系包括工厂党委会的集体领

导体系、集中统一的生产指挥体系、送货上门的材料供应体系和全面负责职工生活的后勤供应体系。“大安体系的基本

精神在于干部和劳动者打成一片……大安体系是群众路线在经济管理中的体现。”[⑩] 
新的农业领导体系包括由农业省改组的中央农业委员会和新设的道农村经济委员会和郡合作农场经营委员会，目

的在于由国家专门的农业领导机构用企业式方法来领导和管理农业，从而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结合起来，加强国

家对集体经济的领导。 

计划的一元化，就是把分布在全国的计划机关组成一个计划体系，在全国计划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保证计划的统

一性。计划细部化的本质就是一切商品都纳入计划，保证计划的具体性和比例性。 

1964年，金日成正式提出在农村彻底进行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三大革命，其中思想革命是先行任

务，技术革命是中心任务，文化革命[11]是完成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必要条件。 

七年计划期间，朝鲜通过农业技术革命，基本完成了水利化和电气化，机械化和化学化也取得了很大进展。1966

年起在所有合作农场引入分组管理制，把10～25人的分组作为合作农场的基层单位，分配给分组一定面积的耕地和生

产工具等，按照国家计划和耕地好坏确定分组的生产指标，年终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对分组的劳动进行评价，实施分配，

这就更好地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提高了经济效益。由于采取了如上措施，朝鲜农业生产连年丰收，1970年粮食产量

达到600万吨。 

1962年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而且美国扩大了对越战争，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紧张。对此，1962年12月朝鲜提出了

经济和国防建设并举的革命路线。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对立表面化后，1966年10月朝鲜决定改组国内建设全局，进

一步加强国防，把第一个七年计划（1961～1967）再延长3年。 

1970年，朝鲜宣布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起了自主的民族经济体系。七年计划期间，工业

迅速发展。1970年同1956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10.6倍，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12.3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8.3倍。

在1957～1970年的整个工业化期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9.1％，1961～1970年间工业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

12.8％。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所占比重从1956年的34％提高到1969年的74％；同一时期，工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

的比重从25％提高到65％。1970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电力1184度，煤1975公斤，钢158公斤，

化学肥料108公斤，水泥287公斤，已经赶上和部分超过了发达工业国的水平。[12] 
（三）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时期（1971～1990年） 

这一时期，朝鲜推进了发展国民经济六年计划（1971～1976年）、第二个七年计划（1978～1984年）和第三个七

年计划（1987～1993年），并设置了1977年的缓冲年和1985～1986年的经济调整期。 

1970年实现工业化后，11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指出朝鲜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在革命和建设业已取

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会上确定了1971～

1976年国民经济六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即“巩固和发展工业化的成就，把技术革命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进一步巩固

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使劳动人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13]其中技术革命有

三大任务：通过广泛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大大缩小重劳动和轻劳动、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差别，使妇女摆脱繁重的家

务负担。[14] 
六年计划期间，朝鲜党和政府进一步深入推进了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运动，派遣由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

干部和科技人员以及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三大革命小组到工厂和合作农场去推动三大革命。从1975年12月起，朝鲜开

展了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对完成三大革命任务好的工厂、企业、机关、合作农场等单位授予三大革命红旗和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奖状，目的是要使全党全民一致动员起来，大力进行思想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5] 



这一时期，朝鲜提出了“农业第一主义”，每年都把农业战线定为主攻方向之一，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各行

各业支援农业，并采取了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技术支援、大搞科学种田、扩大耕地面积等一系列措施。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截止到1966年，朝鲜废除了所有合作农场的农业实物税。1974年3月又通

过了完全废除税收制度的法令，废除了所得税和地方自治税。1974年4月1日，朝鲜完全废除了税收制度，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仅保留关税）。[16] 
朝鲜逐步实行了义务及免费教育。1956年实行初等义务教育制，1958年实行中等义务教育制，1959年宣布从小学

到大学全部实行免费教育，从1967年起开始普及九年制技术义务教育，从1972年起开始实行十一年制义务教育，1975

年9月1日起，普遍实行十一年制义务教育。[17]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朝鲜的国民收入增长很快。1970年人均国民收入比1946年增长8.4

倍以上；1974年又比1970年增长70％。1975年3月，金日成在全国工业积极分子会议上宣布，朝鲜人均国民收入折合

美元已经超过1000美元。[18] 
到1975年8月底，六年计划规定的工业总产值提前一年零四个月完成，在四年零八个月期间，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

度超过了预定的14％，达到了18.4％。1974年粮食产量超过700万吨，从而提前两年完成六年计划的粮食生产指标。

197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800万吨。[19] 
1976年朝鲜全面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六年计划，但由于六年计划的指标高，任务重，在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过程

中产生了不平衡，各部门发展速度不一致，为了解决这种比例失调问题，朝鲜把1977年定为“缓冲年”。这一年，朝

鲜集中力量抓了运输部门和采掘工业部门，大大提高了这两个部门的生产能力。1977年农业产量达到850万吨。 

1977年12月，朝鲜确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七年计划（1978～1984年），其基本任务是：促进国民经济的主体

化、现代化和科学化，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把人民生活再提高一步。为完成该计划，朝鲜采取了继续深入开

展三大革命、继续贯彻大安工作体系、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加强节约制度、继续贯彻农业第一主义等措施。 

这一时期，朝鲜开展了“创造八十年代速度运动”，提出了“以千里马大高潮时期的气概创造‘80年代速度”’

的口号和所有部门、所有单位开展创造“80年代速度”运动的方针，这一运动，是朝鲜人民继承千里马大高潮时期的

革命精神，体现速度战的原则，掀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高潮的群众性进军运动。[20] 
朝鲜宣布第二个七年计划于1984年初完成，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2.2％。[21]1984年粮食总产量为900万吨。 

第二个7年计划完成以后，朝鲜把1985～1986年确定为经济调整期，集中力量加强了煤炭、电力、铁路运输和冶金

工业。 

1986年12月，朝鲜提出了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奋斗任务——切实贯彻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把集体所

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使全民所有制成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唯一形式。[22]同时，朝鲜提出了第三个七年计划

（1987～1993年），这一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强有力的推行自主思想，继续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及科学化，为社会主

义的完全胜利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新计划中，技术革命被提到首要日程上。[23] 
这一时期，朝鲜提出农业、轻工业和水产业第一主义的方针，把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和水产业提高到与

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集中全国的力量推进了农业、化工、畜产业和水产业的发展。[24] 
第三个七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为：工业总产值增长1.9倍，年均增长10.0％，其中生产资料增长1.9倍，年均增长

9.6％，消费品增长1.8倍，年均增长8.8％；农业总产值增长1.4倍，年均增长4.9％。1990年5月30日，朝鲜的官方新闻

机构朝中社宣布，国民经济各条战线上的劳动人民已经完成了第三个七年计划的各项任务。[25] 
（四）社会主义经济遭受严重考验时期（1990～1998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协作关系瓦解，因此，朝鲜失去了原来进口经济

发展所需原材料和能源的来源，也失去了商品出口的主要市场，而且遭到国际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导致贸易额大幅度

下滑，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对此，朝鲜于1990年1月初召开劳动党第六届十七中全会，调整了第三个七年计划规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缩小了经

济规模，按照进一步加强国家经济自立性的方向更加完善经济结构，改变对外贸易方向，以便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使国家

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26] 
1990年5月，金日成在朝鲜第九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为了完成社会主义事业，就要加强人民政权，

不断增强其职能和作用，继续坚持大力进行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的总路线，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占领社会

主义建设的基本战略目标——思想堡垒和物质堡垒。为此，要积极促进社会所有成员的革命化、工人阶级化和知识分子

化，大力促进经济建设，切实贯彻国民经济的主体化、现代化、科学化的基本路线。[27] 
为了加强对外合作，1991年，朝鲜决定建立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吸引外资。1992年10月，公布《外国人投

资法》、《外国独资企业法》和《合作法》，1993年，公布《自由经济贸易区法》、《外汇管理法》、《外国投资企

业及外国人税收法》、《土地租赁法》、《外资银行法》和《外国人出入自由经济贸易区规定》。 

面对困难，朝鲜全体党员和劳动者提出“党下决心，我们就干”的口号，蓬勃开展“创造90年代速度”运动，胜

利完成了第三个七年计划。 

1993年12月，朝鲜劳动党第六届二十一中全会总结了第三个七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并提出了新的经济战略：“朝

着农业第一主义、轻工业第一主义和贸易第一主义方向前进，使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和铁路运

输坚定地走在前面，继续发展冶金工业”。此次会议还提出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总

进军”的革命口号。这是“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我国国民经济的现实要求，使国家的经济结构由以重工业为主的经

济转为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经济，并改变对外贸易的方向的经济战略”。[28]同年，第九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七次会议

决定把1994～1996年设定为缓冲期。 

1994年，金日成去世。1995年、1996年，朝鲜连续两年发生严重水灾，1997年又遭受到干旱和海啸灾害，粮食产

量连续大幅度减少，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 

对此，朝鲜号召发扬抗日游击队“艰难行军”精神，并把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慈江道树立为典型，将

其精神命名为“江界精神”，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江界精神推广到全国，成为朝鲜的时代精神，成为推动新的革命高潮

的原动力。继江界精神之后，在全国又开展了新的千里马大进军运动。在思想政治方面，提出以军队为先的“先军政

治”路线。 

1998年，朝鲜提出建设“主体的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可以概括为“以实现国民经济的

自主化、现代化和科学化为目标，立足于自力更生、讲求实效和不断更新观念，有步骤地抓住主要经济领域的关键性问

题，依靠群众运动和科学技术加以解决，为开创在不久的将来国民经济腾飞的新局面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29] 
在此期间，朝鲜着重发展电力、煤炭、冶金和铁路运输这四个先行部门，并通过种子革命、两茬作物制、土豆革

命和土地平整等措施发展农业，还加大了发展轻工业的力度。 

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的调整，朝鲜的经济困难得到明显缓解。根据韩国银行估算的朝鲜经济数据，1990～

1998年朝鲜经济持续负增长（从－1.1％到－6.3％不等），但进入1999年，实现了6.2％的正增长，此后连续保持增长

势头。 

（五）社会主义经济缓慢恢复、建设强盛大国时期（1999年至今） 

1999年经济恢复增长后，朝鲜继续强调建设“主体的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从1999年起，朝鲜把

电力、煤炭和冶金工业、铁路运输业、农业和轻工业确定为经济工作的最主要领域，实施了基干产业的技术改造、工业

结构改革、农业革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改善等政策措施。 

在建设经济强国所采取的各种具体措施中，最基本的是群众运动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即在需要规模效益方

面，大量动员民众进行人力劳动，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各项任务。军队在其中发挥着主力军和榜样的作用。在群众



运动难以发挥很大效能方面，则重视采取科学技术手段。[30] 
2002年7月，朝鲜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对经济生活进行改善和调节，主要内容包括：大

幅度调整物价和工资，缩小配给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强化企业的独立核算制；取消外汇券，调整汇率；加强对农

业的鼓励措施等。2002年9月制定了新的经济运行方针“先军时代经济建设路线”，即国防工业优先，轻工业、农业同

时发展的方针。2002年9月，朝鲜设立新义州开发区，与1990年建立的先锋－罗津地区一起向中国开放；当年10月设立

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旅游园区，作为对韩国开放的窗口。2003年，朝鲜把农民市场改为“综合市场”，允许销售轻

工业产品，并肯定了农贸市场在推动社会主义商品流通方面所起的补充作用。自2004年1月起，农业部门开始了“以家

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方式”试点，工业部门开始了“企业改革”（降低企业对国家的上缴金额，扩大企业现金持有限

额，允许按自身业绩提高工资等）措施的试点。 

这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企业的积极性，根据韩国银行的估算，1999年～2005年，

朝鲜经济连续7年保持增长；工矿业也呈增长势头；粮食总产量2004年恢复到431万吨，2005年约为454万吨；对外贸

易总额连年增长，2005年超过30亿美元，创下199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由此可见，朝鲜经济呈现恢复趋势是勿庸置疑

的。 

  

二、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经验  

  

总结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六十多年间领导朝鲜人民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有如下的经验可供借

鉴。 

1．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注意把握国内外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方针政策并随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解放初期进行的土地改革、产业国有化等，1958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自立经济路线的确立，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推进，第一个七年计划期间新的经济管理体系的确立，六年计划期间农业第一主义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主体的

社会主义强盛大国”战略的提出，2002年推进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改善措施”，等等，无一不是根据当时国内外局

势变化做出的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方针决策。 

2．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注意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1957年开始的千里马运动、1960年开始推行的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第一个七年计划期间推行的大安工作体

系、1975年起开展的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创造八十年代速度运动”、90年代开展的新的千

里马大进军运动等等，目的都在于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或克服面临的困难。 

3．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在制订长期计划时，根据情况设置朝鲜独有的缓冲期。 

关于缓冲期，金日成将其定义为：“所谓缓冲期，就是当夺取某一高地的战斗结束时，补充一下所消耗的兵力、

粮食、被服、武器和弹药等整顿和部署战斗队伍，进一步巩固已夺取的阵地，以准备新的战斗来夺取下一个高地的这样

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也是这样。”[31]朝鲜在经济建设中设置缓冲期，是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及时调整国民

经济的比例关系、充分加强薄弱环节和部门、为执行下一个计划作准备。 

4．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重视人民福利，使人民群众享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直是朝鲜经济发展设定的目标之一，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多次提高职工工资，降低商品价格，

并多次减免税收，最终免除了除关税以外的所有税收。朝鲜还实行免费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为人民生活的方方

面面提供保障。 

5．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重视教育，重视科技。 

朝鲜的三大革命，即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后两者指的就是科技问题和教育问题。朝鲜历来对技术发

展问题十分重视，例如1971～1976年的国民经济六年计划把技术革命列为基本任务，力图通过技术革命大大缩小重劳

动和轻劳动、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差别，使妇女摆脱繁重的家务负担；1987～1993年的第三个七年计划也把技术革

命提到了首要日程上。 

朝鲜逐步实行义务及免费教育。到1975年9月1日起，普遍实行了十一年制义务教育。建国后，朝鲜致力于技术人

员和专家的培养，从解放后创办第一所综合大学——金日成综合大学起步，1959年增加到78所，1970年增加到129所，

1980年增加到170所，1988年增加到244所。 

综上所述，朝鲜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有过辉煌的成就，也经历过低谷和挫折。朝鲜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

国家，正如金日成在1990年新年贺词中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道路是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因此在前进中可能会遇

到意想不到的事件，也可能经历迂回和曲折。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也应根据变化了的现实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朝

鲜所取得的成绩是与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根据国内外实际情况制定的政策方针密不可分的，同样，在挫折面前，朝鲜劳动

党和政府也根据国内外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和调整。目前，朝鲜在劳动党的领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

下，正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进行着“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探索。朝鲜依然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主导，同时有限度地

引入市场机制，这是一条不同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另一种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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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Korea 

  

Xun Shou-xiao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spection of the five periods that is divided from the more than 60 years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orth Korea,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give a more      clear explanation of the North 

Ko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North Korea experienced both 

splendid achievement and setbacks. It  is not complacent and conservative. At pres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Labor Party and the premise of upholding socialism, North Korea is exploring “ Korean-style socialism”  based on its 

own special conditions. North Korea insists the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ic dominate its develop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introduce market mechanism limitedly. It is a way different from china, it’s a new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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