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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
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思及启示

张 亚 斌,任 学 丽
(第三军医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重庆市400038)

摘 要: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只能选择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苏联经济建设

经验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同时也对其进

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但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反思中出现了严重

失误,这些反思失误对后来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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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经济建设不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对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高度重视,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学

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这种学习借鉴既有成功,又有失误,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误,都为后来中国

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必然选择

(一)苏联经济建设的影响是中国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历史动因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发展的机遇,通过实施国家电气化计划和国家工

业化计划等,大力引进先进技术,迅速地提高了苏联经济和科技实力,经过30多年的建设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二战前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增长率

远高于西方国家。”[1]143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平均每年经济增长为13.2%,第二

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平均每年经济增长为16.1%。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新建了1500
多个大工业企业,在苏联历史上首次建立了拖拉机、汽车、飞机、化工和电力制造业等新的重要工业

部门。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已经全面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工业产值已位居欧洲第一,世
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二战”结束后,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优势总体上仍旧得以保持。第四个五年

计划(1945-1950)平均每年经济增长11.9%,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平均每年经济增长

11.3%。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军事、经济和科技大国。
苏联经济建设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表现在发展观

念和发展战略上,主要有: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重工业为先导,全面带动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重视

计划,将整个国家的生产、生活、供给、消费全部纳入到国家统一的计划之中;重视积累,在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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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中不断提高积累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强调发展速度,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发展经济,赶超发达

资本主义强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等。这些经验既是苏联几十年经济建设实践的系

统总结,也是苏联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极大地促进了苏联经济快速发展与整体跃升。
苏联经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对新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苏联建

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她使得我国人民对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

心。”[2]181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过多年战乱,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十分缺乏经济建设经验。毛泽

东把当时的新中国经济状况概括为“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

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3]770面对着新中国如此落后的经济状况,毛泽东语重心长地

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

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4]1480“苏联共产党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

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

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4]1481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成为独立后渴望富强

的新中国发展经济的捷径。因此,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经济落后又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的情况下,
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有了成功的经济建设经验,就必然促使中国加快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步伐,
尽快把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学到手,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内在动因。

(二)苏联对中国热情援助是中国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外在条件

20世纪5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东西两大阵营对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

营加紧对新中国进行全面经济封锁,使新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之中。而苏联则给中国热情的经济援

助,包括提供低息贷款、派遣专家支援、签订经济技术援助协定等,如《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以及《关于修改和补充

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改建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的中苏协定的议定书》等等,其
中包括以“156项”重点援建项目为内容的大规模援助行动。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3月,
“双方签订了协议的援助项目共255项。这些项目,除去重复计算、业经双方同意撤销及已经建成

的项目外,留待‘二五’计划期间继续建设的共计169个项目”[5]4-25。这些项目是整个20世纪50年

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核心,构筑了新生共和国经济的钢筋铁骨,“极大地改变了旧中国国

民经济的技术面貌和部门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业区域布局,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

国防工业体系,加强了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建设,起到了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

用”[6]39。
在面临威胁和被颠覆的险恶形势下、在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的关键时期,苏联热情相助的积极姿态

及雪中送炭般的系列行动,使中国人民为之感动,激发起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真诚愿望。毛泽东

指出: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

列宁主义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7]264。

二、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中的反思与超越

应该说,无论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还是“一五”计划的顺利

实施,都表明中国学习苏联经济经验初期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统计显示,1957年的工业总产

值较1952年增长128.5%,同期农业总产值增长25%。但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并非尽善尽美,即
使是在苏联比较成功的经验做法,直接运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未必就会取得同样的效

果。毛泽东后来指出:“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

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3]831于是,在学习苏联经济建设

经验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对苏联经验进行反思。
(一)以苏共二十大为契机反思苏联经济建设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长期照搬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而造成人民生活水

平下降,逐步产生各种不满情绪。在中国,“一五”计划期间,由于全面仿效苏联模式而造成的消极

后果也慢慢开始呈现。如“一五”期间,“我国工业生产的增长比农业快5倍。其中,全国重工业产

值平均增长率达25.4%,轻工业只有12.9%,农业只有4.5%。农、轻、重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使
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8]33。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严肃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

在的某些错误。这促使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重新认识和思考。在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

反思后,毛泽东深刻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
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

戒。”[2]267以此为契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更加自觉主动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

经济建设道路。而反思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9]506。这一时期中国在反思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过程

中,初步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例如,在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提出了要从中国是个

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积累与消费、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
提出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提出在公有制经济占

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其他经济形式存在和发展。农村中,允许保留少量的自留地和开展多种经营。
鼓励华侨回国投资,保证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在企业自主权方面,提出中央部分权力下放,给地

方和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使企业实行自主经营、成本核算,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二)反思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出现反复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反思学习苏联的做法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形成

了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创造性超越,并在实践中取得一些较为明显的效果,但这一时期对苏联经

济建设经验的认识总体上还是处于表面层次上,尚未触及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模式的根本弊端,也尚

未彻底走出模仿苏联经济建设的套路,这为后来出现反复埋下了伏笔。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经

济建设中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运动中,各条战线“以钢为纲”,把
重工业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造成了农业与轻工业和重工业、积累与消费等国民经济比例关系

失调,使我国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缓解矛盾,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被迫

收回了已经下放给地方和企业的一些自主权利,在计划、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上全部由行政部门

统一管理,重新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使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失去活力。在人民公

社化运动中,提出“一大、二公”,急于过渡,许多农村要求农民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
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不允许多种所有制成分存在,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

性。实际上取消了原来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又回归到苏联那种单一所有制结构经济模式之中。毛

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

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0]66这一时期对苏联经济建

设经验的认识及其在实践中出现的反复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出现反复的主要原因

一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建国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大都拘泥于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例如,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一些基本

特征的描述当成社会主义本质奉为教条,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纯粹的公有制和按计划生产,否认市场

机制,把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平均”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使发展生产力退居次要地位。
这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这一根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尽管我们看

到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下决心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仍然认为苏联坚持公有制



和计划经济,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这就难以冲破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模式的束

缚,重新回到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模式之中。
二是存在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冒进心理。苏联在二战前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也曾

反复出现过急躁冒进的行为。与之相类似的是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的成就和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

建设热情,使很多人滋生了急于迅速改变现状、尽快赶超发达国家的冒进心理。这在领导决策集团

和普通民众中不断膨胀并迅速扩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

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不断拔高赶超目标。如1958年提出:我国工业在钢铁和

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七年之内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邓小平同志后来在总结

经验教训时曾指出:“讲错误,不应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

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11]96可见,当
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以及普通民众头脑都在发热,冒进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心理。这

种心理必然导致不断提高积累率、加快发展速度,从而回到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模式之中。
三是受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一方面是来自国际上帝国主义威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

冷战对峙,战争风云密布,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加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围堵,
进行战争讹诈,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时刻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
以重工业为中心,加快工业化建设,增强国防实力。结果,1958年积累率为33.9%,1959年积累率

高达43.8%。这种高积累导致国民经济运行重新回归到苏联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之中。
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赶超浪潮的影响。如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有64个国家共

产党负责人参加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上,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赫

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赶超美国”的目标。于是,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必须要在15年赶上或超过第二号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口号。要实现赶超目标,没有别的

经验和模式可遵循,因为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只有苏联发展最快。因此,对苏联经济建设

经验的学习和模仿自然又再度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深刻启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在反思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中出现反复和失误,但为后来

重新认识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模式,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

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学习和反思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中出现反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固

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具体描绘,并将之教条化、神圣化,误认为社会

主义就是纯而又纯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人为地将之拔高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层面。尽管我们

已经意识到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自身出了问题,但仍然拘泥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

义基本特征的论述,认为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苏联经

济建设实践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原则。使我们在反思苏联经济建设经

验的实践中无法冲破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束缚,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胆抛弃囿于历史条件仍带有空想因素的结论,破除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

理解,勇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

展其理论内涵。
(二)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成功与否,学习别国的经验是必要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取决于本国的具

体实际。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其几十年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这些



经验在苏联是成功的、有效的,曾经极大地推动了苏联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

绩。但是,这些经验完全是在基于自身实际的基础上探索而形成的,即使是比较成功的经验和做

法,如果完全不假思索地照抄照搬到中国,由于国情不同,未必都会成功。在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

验的过程中,我们离开了本国的国情,盲目仿效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使我国“一五”期间农轻重比例

关系失调,市场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当发现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对本国经济建设

产生不利影响时,开始反思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虽然初步提出了一些经济改革思想,但由于对中国

人口多、底子薄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赶超浪

潮”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顾实际,盲目赶超,致使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在实践中难以贯彻和坚

持下去,一旦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急于改变现状,必然重蹈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模式的覆辙。
实际是客观的,一定要承认客观事实,尊重客观事实,对客观事物决不能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

性。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及其出现反复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必须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发展模式建立在对本国情详细分析的基础之上,
做到继承与创造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顺利推进并取得胜利。

(三)必须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与时代同行

基于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根本任务,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战后初期的经济建设经验对于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在战后社会主义阵营不断扩

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出现多样化的条件下,就必须着眼于时代的变化,与时代同行共进,不断

创新自身的发展理念。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做过类似的尝试,根据社会主

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客观实际,反思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提出

过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但遗憾的是我们这种着眼时代变化的思想还处于表层阶

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是不牢固的,从而导致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思很快出现了反复。
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及其反复的实践启示我们,任何经验和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就像我们

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他们身后几十年、几百年的事情作出全部的正确回答一样,只能

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的客观实际,探索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如果不顾

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

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 动 纲 领,我 们 就 会 因 为 思 想 脱 离 实 际 而 不 能 顺 利 前 进,甚 至 发 生 错

误。”[12]282-283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理论品质,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具

有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随着时代发展而前行,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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