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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 

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目标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周恩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一、关于工业问题的决定初稿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有许多好的想法、好的意见，作为讨论工业问题的根据，很有益

处。今年二月工作会议印发的工业问题文件〔1〕，也有一些好内容可以采用。 

  二、研究我国工业发展方针的出发点是什么？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应当立足现实，瞻望前途。我想从四个方面再做

一些解释。 

  （一）必须进一步总结十四年的建设经验。 

  毛主席经常总结我们的建设经验，在一九六○年曾做过十年建设的总结〔2〕。少奇同志在去年七千人大会的报告里

总结了十六条建设经验〔3〕。十四年中，我们经历了恢复、发展和调整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很丰富的经验。在第一

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经验，主要是学人家的，又主要是学苏联的。一九五八年以后，开始根据我国的特

点，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建设经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们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对正面和反面的

经验，必须加以比较分析。正确地总结经验，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建设的信心。十四年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很宝贵的。伯达

同志起草的文件试图作些经验的总结，但是太简略了，甚至连“调整”都不敢说。不要讳疾忌医，因噎废食，我们在调整

中做了很多好的工作。 

  （二）必须对现实有恰当的估计。 

  我们目前工业的基础到底怎样？要有恰当的估计，估计高了不好，估计低了也不好。要反复地调查研究，才能得出恰

当的估计。去年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农业还很困难，当时设想一九七二年粮食产量可以达到四千三百亿斤，现在看，估

计低了一些。但是，工业的指标又估计高了一些，当时设想一九七二年钢产量可以达到二千八百万吨，煤产量可以达到四

亿五千万吨，现在看，又估计高了。经过了一年半的实践和摸索，认识又接近实际一些。要摸清工业和农业的现实，必须

研究几个基本数据，必须根据基本数据，做出必要的计算。搞经济工作，钻到数字里去拔不出来是不对的，不研究数据也

是不对的。 

  工业水平与技术水平要辩证地认识，既要区别，又要结合。我国的工业水平相当于四十年代的国际水平，技术水平有

的已经达到五十年代的国际水平。我国的工业水平虽然还比较落后，但是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可以迎头赶上，可以找到捷

径，可以更快地促进工业水平的提高。 

  （三）必须瞻前顾后，有一个远期的奋斗目标。 

  伯达同志提出用二十三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和苏联，可能快了些。我看不要把走在世界最前列作为重点，还是提四个现

代化。是否可以提，用二十三年的时间或者是在二十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 

  （四）必须抓住中国的特点。 

  中国的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国大、物博、人多、任重。我们搞得好，对世界革命就会有更大的贡献。但

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摆脱经济落后的状态，还是一穷二白。毛主席正是抓住了我国的特点，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

线，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三、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目标和道路。 

  （一）三面红旗特别是总路线，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总纲领。 

  （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三）应当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基建和生产。 

  首先，按照低标准解决吃、穿、用问题。全国平均每人应当有六百斤以上原粮，十六尺棉布。 

  其次，发展基础工业。要根据我国的资源条件和具体情况，以十年作为一个建设周期，进行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

比例和构成要活计算，不能死计算。综合平衡不能每年搞，要长期平衡。 

  再次，照顾国防和突破尖端。要发展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同时要发展民用工业的尖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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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培养技术力量，掌握先进技术。这里有技术政策的问题，有技术力量配合的问题，还有教育方针的问题。技术

要两条腿走路，有的要循序渐进，不能超越；有的可以迎头赶上。只要抓住技术革新，总会后来居上。 

  第五，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迎头赶上。 

  根据上述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经过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三年过渡和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年十年规划，基本建立一

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

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 

  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有这样几个指标，初步设想，经过十三年，到一九七五年的奋斗目标是： 

  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五百亿斤，那时人口将有八亿五千万，每人平均有原粮六百五十斤。 

  棉花产量达到四千万担，加化学纤维二十五万吨，每人平均可有布十六尺。 

  钢产量达到二千八百万到三千万吨，才可以初步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 

  煤炭产量达到四亿吨，石油产量达到三千万吨，才可以开始改变我国燃料首先是改变化工原料的构成。 

  再加以在木材、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各种钢材、化肥、酸碱、机床、发电量上达到相应的产量，铁路运输里程达到

五万五千公里左右。在轻工业产品和各种运输量上，在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上，也有相应的增长和相当的发展。 

  这样，就可以说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了。 

  四、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构成和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参考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找出我们自己的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各部门的比例关

系。 

  五、基础工业与重点工业的关系。 

  化工、石油、电子、有色金属四个工业部门，是我国工业的薄弱环节，对促进农业、基础工业和国防尖端的发展有很

重要的作用，也可以带动一些工业部门的发展。但是，单以这四个部门做为长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纲就不够了。因

为还有吃、穿、用，还有农业，还有工业，还有国防，还有尖端。基础工业本身也有变化，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

在发展基础工业的过程中（包括地质、采掘、冶炼、制造、动力、运输六个方面），不同的时期应当有不同的重点。 

  六、新工业基地与老工业基地的关系。 

  要充分利用老工业基地，周时，又要充分估计到新工业基地的作用，必须结合整个工业布局来考虑新老工业基地的建

设问题。 

  七、大中小企业问题。 

  大型企业是骨干，中小企业应占多数。发展中小型企业有利于城乡结合。大中小结合，就是城乡结合，不能一集中都

搞到城市。城乡结合和大中小结合，要连在一起考虑。 

  八、专业协作与设备更新问题。 

  要加强专业协作和有计划地进行设备更新，就必须对机械工业进行比较大的调整和改组。这个工作量很大，应当从现

在起，抓紧研究调整方案，按行业、按产品分批、分期地进行调整。 

  九、综合利用问题。 

  要认真抓。要把原料基地的综合利用和城市建设的综合利用这两个环节抓住。应当作为这次城市工作会议的重要议

题。 

  十、联合公司问题。 

  组织联合公司的想法很好，但还缺乏经验，要积极组织试点。一定要同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区别开。 

  十一、技术力量和技术政策。 

  科委要大力抓技术政策。 

  技术力量要成龙配套，不仅要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而且要相应地培养中等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为此，必须加强职业

教育，对普通中等教育进行改革。 

  十二、劳动力安排与工资政策。 

  解放以后，全国平均每年净增人口一干五百万左右。全国一百八十四个大中城市的七千五百万人口中，每年达到劳动

年龄需要就业的有二百多万人。除了每年约一百万人左右在城市就业以外，大部分人要输送到农村，安置在生产队和国营

农场、林场、牧场、渔场参加农业劳动。安排和组织这么多的人到农村去，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必须逐步摸索出一套成

熟的经验来。 

  十三、积累与消费。 

  要研究积累和消费、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财政支出的比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平均为百分

之二十六，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为百分之三十六；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平均占百分之三十二，基本

建设投资平均占百分之四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可以参考，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比例太高，并且还不平衡。现在积累和

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又太低了，应当逐步提高。总之，要勤俭建国。不勤俭建国，十三年的雄心壮志不能实现，二十三年

的目标也不能实现。 

  十四、管理水平问题。 

  企业管理必须运用经济的原则，同时，还必须强调政治领导和统一计划的原则，防止和反对脱离政治的单纯经济观

点，防止和反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 

  十五、长期规划问题。 

  要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和目标，制定农业长期规划和工业长期规划。 

  根据《周恩来经济文选》刊印 

  *这是周恩来在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的讲话要点。 



 

    注释 

  〔1〕 指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的有关工业问题的文件，主要有国家经济委员会党

组《关于今年一月份工业生产情况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和中央清仓核资领导小组《关于清仓核资工作的报

告》等。 

  〔2〕 指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写的《十年总结》一文，已收入本书第十三册。 

  〔3〕 指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已收入本书第十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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