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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提出）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正在引起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并转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新

的高潮。为了使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全国人民，首先是农民，对于农业的发展有一个长期奋斗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政治局在同党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商量之后，拟定了一个关于从1956年到1967年（即到第三个五

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的全国农业发展规模的纲要的草案。这个纲要草案在某些有关的问题上，也说到城市工作。这个纲要

草案除了规定有关农业生产的若干重要指标以外，其他指标将由各个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去规定。现在将这个草案发给各

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区、乡（民族乡）的党委以及各有关部门研究，并征求意见。同

时，应当广泛地征求工人、农民、科学家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意见。于1956年4月1日以前，将各方面的意见收集起来，以便

提交准备于1956年4月1日以后开会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讨论和通过，作为向国家机关

和全国人民，首先是农民提出的建议。除了一部分尚未进行民主改革的边远地区以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专区

（自治州）、县（自治县）、区、乡（民族乡）的党政领导机关，应当根据本纲要草案，并按照本地方的具体条件，分别

拟定本地方的各项工作的分期分批发展的具体规划。同时，国家各个经济部门、各个科学、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和政法

部门也都应当根据本纲要草案，重新审订自己的工作规划。 

  （一）在1955年已经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初

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二）要求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其余地区，

则要求在1956年，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户以上）的高级社，以作榜样，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

化。 

  初级社升高级社，应该具备的条件是：社员自愿，有较强的领导干部，并且在转为高级社以后，90％以上的社员都能

增加收入。对于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应当分批分期地使它们转为高级社。不升级就将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无依靠的鳏寡孤独的农户和残废军人，应当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以

适当的安排，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这些人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 

  （四）对于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要求入社的问题，在1956年内应当开始着手解决。解决的办法

是：（1）表现较好，勤劳生产的，可以允许他们入社，作为社员，并且允许他们改变成分，称为农民。（2）表明一般，

不好不坏的，允许他们入社，作为候补社员，暂不改变成分。（3）表现坏的，由乡人民委员会交合作社管制生产；有破

坏行为的，还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4）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无论是否已经取得社员的称号，在入社以后的一定时期

内，都不许担任社内任何重要的职务。（5）合作社对于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在社内的劳动，应当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

给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6）地主富农的子女，如果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他还是年龄不满十八岁的少年儿童和在学校

读书的青年学生；或者在土地改革以前，他就参加劳动，并且在家庭中居于被支配的地位，这种人不应当当作地主富农分

子看待，而应当允许他们入社，作为社员，称为农民，并且根据他们的条件，分配适当的工作。 

  （五）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应当按照以下的规定加以处理：（1）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和在历史上有严重罪行

民愤很大的分子，逮捕法办。（2）只有一般的历史罪行，没有现行破坏活动民愤不大的分子，由乡人民委员会交合作社

管制生产，劳动改造。（3）只有轻微罪行，现在已经悔改的分子，刑满释放表现好的分子，以及虽有罪行，但是对于镇

压反革命立有显著功劳的分子，可以允许他们入社，并且根据他悔改的程度和功劳的大小，有的作为社员，摘掉反革命帽

子，称为农民；有的作为候补社员，暂不给以农民的称号。但是，无论是否已经取得社员的称号，在入社以后的一定时期

内，都不许担任社内任何重要的职务。（4）对于交合作社管制生产的反革命分子，合作社应当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给

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5）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只要他们没有参与犯罪行为，应当允许他们入社，并且应当同一

般社员同等待遇，不要歧视他们。 

  （六）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

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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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按照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

到60斤、80斤和100斤。 

  各地在保证完成国家所规定的粮食、棉花、大豆、花生、油菜籽、芝麻、麻类、烤烟、丝、茶、甘蔗、甜菜，果类、

油茶、油桐等项农作物的计划指标的条件下，还应当积极地发展其他一切有销路的经济作物。大山区在保证粮食自给并且

有余粮备荒的条件下，也应当积极地发展一切有销路的经济作物。华南各省有条件的地区，应当积极发展热带作物。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改善自己的生活。城市郊区和工矿区附近的农民应当有计划地种

植蔬菜，充分地保证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 

  发展药材生产。注意保护野生药材，并且根据可能的条件逐步地转为人工培植。 

  （七）要求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自己食用的和保证国家需要的粮食以外，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按照各地

情况，分别储积足够一年、一年半或者两年食用的余粮，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

县（自治县）、区、乡（民族乡）和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当定出实现这个要求的具体规划。在同一时期内，国家也应当

储积足供一年至两年之用的后备粮，以应急需。 

  （八）发展畜牧业。保护和繁殖牛、马、驴、骡、骆驼、猪、羊和各种家禽，特别注意保护母畜和幼畜，改良畜种。

发展国营牧场。 

  防治兽疫是繁殖牲畜的一项重要工作。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要求做到基本上消灭危害牲畜最

严重的病疫，例如牛瘟、猪瘟、鸡瘟、猪囊虫、牛肺疫、口蹄疫、羊痢疾、羊疥癣、马鼻疽等。为此，从1956年起，在7

年内，农业区的县和牧业区的区都应当建立起畜牧兽医工作站。加强兽医工作。合作社应当有初级的防治兽疫的人员。 

  注意保护草原，改良和培植牧草，推广青贮饲料。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牧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建立自己的饲料和饲草的基

地。 

  （九）采取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两个基本条件。 

  （甲）增产措施的项目，主要是：（1）兴修水利，保持水土。（2）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行农业机械化。（3）积

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开辟肥料来源，改进使用肥料的方法。（4）推广优良品种。（5）改良土壤。（6）扩大复种面

积。（7）多种高产作物。（8）改进耕作方法。（9）消灭虫害和病害。（10）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乙）推广先进经验的办法，主要是：（1）由各省、市、自治区把当地合作社中的丰产典型收集起来，编成书，每

年至少编一本，迅速传播，以利推广。（2）举办农业展览会。（3）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

县）、区，乡（民族乡），都应当定期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会议，奖励丰产模范。（4）组织参观和竞赛，交流经验。（5）

组织技术传授，发动农民和干部积极地学习先进技术。 

  （十）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等等）、小河的治理和各种水土保持

工作，都由地方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负责有计划地大量地办理。通过上述这些工作，结合国家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大、中

河流的治理，要求从I956年开始，在7年至12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机械制造部门和商业、供销合作部

门，应当做好抽水机、水车、锅驼机等提水设备的供应工作。 

  在发展山区经济的统一规划之下，由地方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负责，结合农业、牧业和林业的生产，开展水土保持工

作，要求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显著地收到水土保持的功效，基本上消灭水土冲刷的灾害。 

  凡是有水源可以利用的地方，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基本上做到每一个乡或者几个乡建设起一个小型的水力发电

站，以便结合国家大型的水利建设和电力工程建设，逐步地实现农村电气化。 

  （十一）推广新式农具，从1956年开始，在3年至5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和相应数量的播种机、中耕器、喷雾

器、喷粉器、收割机、脱粒机、铡草机等，并且做好新式农具的修配工作。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逐步地实行农业机械

化。 

  （十二）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大部分地区90％以上的肥料，一部分地区100％的肥料，由地方和农业生产合作

社自己解决。为此，应当唤起各地农民积极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增加肥料，特别注意养猪（有些地方注意养羊）和适当地

发展绿肥作物。地方应当积极发展磷肥和钾肥的制造工业，积极发展细菌肥料（大豆根瘤菌，花生根瘤菌等），并且把城

市粪便和杂肥尽量利用起来。同时，国家应当积极发展化学肥料的制造工业。 

  （十三）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的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并且加强种子复壮工作。从1956年开始，在两年至三年内做

到普及棉花良种，在7年至12年内做到普及稻、麦、玉米、大豆、小米、高粱、藻类、油菜籽、芝麻、甘蔗、烟叶、麻类

等主要农作物的良种。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当建立自己的种子地。国营农场应当成为繁育农作物良种的基地。 

  （十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积极进行改良土壤的工作，用各种办法把瘠薄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 

  （十五）扩大复种面积。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按照不同的地区，把耕地的复种指数分别平均提高到下列的水

平：（1）五岭以南地区，要求达到230％。（2）五岭以北、长江以南地区，要求达到200％。（3）长江以北、黄河、秦

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求达到160％。（4）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长城以南地区，要求达到120％。（5）长城以北

地区也应当尽可能地扩大复种面积。 

  （十六）多种高产作物。首先是增加稻谷的种植面积，应当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水源，多种稻谷。从1956年开始，在

12年内，要求增加31,000万亩稻谷、15,000万亩玉米和1亿亩薯类。 

  （十七）改进耕作方法。深耕细作，合理地轮作、间作和密植，及时播种，及时锄草，间苗保苗，加强田间管理，达

到丰产保收。 

  （十八）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

例如蝗虫、粘虫、稻螟虫、玉米螟虫，棉蚜虫、红蜘蛛、红铃虫、小麦黑穗病、小麦线虫病、甘薯黑斑病。各地还应当把



当地其他可能消灭的主要虫害和病害列入消灭计划之内。为此，就必须加强植物保护工作和植物检疫工作。 

  （十九）国家应当有计划地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鼓励合作社组织分社，进行垦荒工作。

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 

  （二十）发展国营农场。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要求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1955年的1，336万亩增加到14，000

万亩。必须积极改进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工作，提高产量，厉行节约，降低成本，使国营农场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

都能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 

  （二十一）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

山上，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求有计划地种起树来。为此，除由国家建立苗圃以外，还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适当规模的

苗圃，培育树苗。 

  种树除了种用材林（包括竹林）以外，应当尽量发展桑、柞、茶、漆、果木、油料等经济林木。 

  在绿化规划中，必须把防风林、防沙林、护田林，水源林、海防林和城市的防护林等等都包括进去。 

  铁路、公路和河流两旁的绿化，由沿路沿河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负责经营，收益归合作社。铁路和公路两旁的绿化，应

当按照铁道和交通部门所定的规格实施。 

  积极防治森林的虫害和病害，加强护林防火工作。 

  （二十二）积极发展海洋水产品的生产和淡水养殖业。在海洋渔业中，应当加强生产的安全措施，并且向深海发展。

在淡水养殖业中，应当加强培育优良鱼种和防治鱼瘟的工作。 

  （二十三）为了充分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和农民的收入，合作社必须提高劳动力的利用

率和劳动生产率。从1956年开始，在7年内，要求做到农村中的每一个男子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做250个工作日。积极发动妇

女参加农业和副业生产的劳动。妇女除了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以外，在7年内，要求做到每一个农村女子全劳动力每年生

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120个工作日。此外，还要求农村中一切具有半劳动力的人们或者能做轻微劳动的人们，都积极参加

适合他们能力的劳动。同时，还应当积极改进生产技术，改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通过这些措施不断地提高合作社社员

的劳动生产率。 

  （二十四）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必须实行勤俭办社的原则。勤就是要充分发动社员勤劳生产，扩大生产范围，发展

多种经济，进行细致工作。俭就是要厉行节约，降低生产成本，反对铺张浪费。合作社的各项基本建设，应当尽量利用合

作社本身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二十五）改善居住条件。随着合作社生产的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为了便利社员从事生产活动和政治文化活动，

为了改善社员的卫生环境，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鼓励和协助社员，在自愿和节约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

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 

  （二十六）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

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疟疾、天花和性病。其他疾病，例如麻疹、赤痢、伤寒、白喉、砂

眼、肺结核、麻疯、甲状腺肿、柳拐子等，也应当积极防治。为此，应当积极培养医务人员，分批建立县、区卫生医疗机

构和农村医疗站。 

  （二十七）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

蝇、蚊子。 

  （二十八）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农业技术干部。系统地建立、充实和加强农

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例如农业科学院，区域性的和专业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省农业试验站，县示范

繁殖农场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使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从1956年开始，在12年

内，由各级农业部门分别负责，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训练初级的和中级的技术干部（包括农、林、水利、畜牧、兽医、生产

管理和会计等）500万到600万人，以适应合作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十九）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扫除文盲的标准是认识1，500字以

上。并且乡乡设立业余文化学校，以便进一步地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

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乡村小学基本上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理。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文化网，建立电影放

映队、俱乐部、文化站、图书室和业余剧团等文化组织。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做到乡乡有体育场，普及农村的体育活

动。 

  （三十）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各乡和大型的农业、林

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都装置收听有线广播或者无线广播的工具。 

  （三十一）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在必要的地方，

设置无线报话器。在7年内普及农村邮政网，做好邮电传递和报刊发行工作。 

  （三十二）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建成全国地方道路网，把省（市、自

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区、乡（民族乡）之间的道路，都按照交通部门所定的规格修好，并且做好经

常的养护工作。 

  有河道可通的地方，应当在可能的条件下，整理和疏浚航道，以利交通。 

  （三十三）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建成水文的和气象的台站网，加强危险天气预报

和农业气象预报的工作。各地应当注意收听关于气象的广播，以便预防水、旱、风、冻等自然灾害。 

  （二十四）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和盐民、渔民、船民的合作化，要求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畜牧业的合作化，应当按

照各地情况，分别规定发展计划。 

  （三十五）要求商业部门和农村供销合作社，在1957年内完成调整农村商业网的工作，加强商品流通的计划性，保证

做好农村中的商品供应工作和农产品的收购工作。 



 

  （三十六）农村信用合作社，要求在1957年内基本上做到乡乡有社，积极开展农村信贷业务和农村蓄储业务。 

  （三十七）保护妇女儿童。对于妇女的生产劳动，必须坚决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成立农忙托儿

组织。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对于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应当予以照顾。 

  卫生部门应当为农村训练助产员，积极推广新法接生，保护产妇，降低产妇的染病率和婴儿的死亡率。 

  随着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更进一步改善，应当根据农村儿童的年龄和体力，对于他们参加辅助

劳动做出适当的规定和限制。 

  （三十八）发扬农村青年的劳动积极性和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的积极性。农村青年应当成为农村生产事业和科学

文化事业中的活动分子和突击力量。 

  （三十九）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

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

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四十）城市工人和合作社的农民必须相互支援，工人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品，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民应当生产

更多更好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满足工业和城市居民的需要。城市工人和合作社的农民，还应当通过联欢、访问和通信等项

方法，建立经常的联系，互相鼓励，互相交流经验，以便有利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

盟的巩固。 

  根据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曰 

  《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 这个纲要（草案）是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间毛泽东起草的《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起来的，由中共中

央政治局提出并经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下发给各地征求意见。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

中央根据近两年来的实践，对这个纲要（草案）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产生了纲要（修正草案），“提交农民和全

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于一九五八年初产生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

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决定予以基本通过，并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当年的实行

情况再作必要的修改。一九六○年四月十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讨论了一九五七年

十月产生的纲要（修正草案），讨论通过并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的这个《纲要》

只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第二十七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

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其他各条没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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