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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对中共八大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八大”）召开之时，距中共七大已有

11 年。在这 11 年中，国内国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国内，尽管中国取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成功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大规模的经

济建设已经开始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在中国这一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

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还缺少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处在探索之中。同时，

在外部环境方面，虽然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的外交斗争，

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但仍然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

主义阵营对我国从军事上进行封锁、从经济上进行禁运、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

颠覆的现实威胁。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形势，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来说，

将受到一次重大考验。八大能不能正确总结七大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能

不能正确认识和判断国际形势，提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线，这是关系到中国

共产党能否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取得胜利的重大课题。正因为如此，毛

泽东对胜利召开八大格外重视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一一一一、、、、毛泽东确立了八大会议的主题和指导思想毛泽东确立了八大会议的主题和指导思想毛泽东确立了八大会议的主题和指导思想毛泽东确立了八大会议的主题和指导思想，，，，主持制定了八大路主持制定了八大路主持制定了八大路主持制定了八大路线线线线     

    一一一一、、、、毛泽东确立了八大会议的主题和指导思想毛泽东确立了八大会议的主题和指导思想毛泽东确立了八大会议的主题和指导思想毛泽东确立了八大会议的主题和指导思想，，，，主持制定了八大路线主持制定了八大路线主持制定了八大路线主持制定了八大路线 

  1954 年 10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准备召开八大。1955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讲话时，正式宣布：

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次大会，有三个议事日程：（1）中央委员会

的工作报告；（2）修改党章；（3）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他要求明年七月以前

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并发出号召：“为在 1956 年胜利地召开八

次大会而斗争，为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5～76 页。10 月 4 日，他在七届六中

会上再次提出：“八大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前进一步。现在起，到明年下半年开会，

现在起进行准备工作，有几个议事日程，要进行选举，要搞的更好一点，完满地

来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八大。”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1955 年。毛泽东为八大的胜利召开制定了全盘的计

划。在他看来，胜利召开八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正确地确立会议的主题、指导

思想，制定正确的八大路线。 

  1 确定八大的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八大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出一条正确的发展路线，而会议的主

题正是形成这一路线的前提。因此，毛泽东对八大的主题问题非常重视，思索了

很久。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手稿中，我们看到八大的开幕词最初有一个毛泽东起草

的 300 多字的提纲。他在提纲中提出：“我们这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总结

经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一切积极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

大的社会主义而奋斗。”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的

手稿，1956 年。之后，他先让陈伯达起草开幕词，写成的稿子他不满意，转而

又让田家英起草。毛泽东看过田家英起草的稿子后比较满意，亲自作了修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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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批转给相关人员修改，并在吸收大家提出的意见后最终形成了开幕词定稿。在

开幕词里，毛泽东对八大的主题作了规范的表述：“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

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

国而奋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01 页。从最初拟写八大开幕词提纲、草稿到最后定稿，毛泽东都始终牢牢地把

握着“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一主题。 

  2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了系统的具有重大理

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成为八大的指导思想 

  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毛泽东原本打算以“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为

指导思想。从 1956 年 2 月 14 日至 4 月 24 日，为准备八大的召开工作，毛泽东

进行了一次为期一个多月的系统的大规模的国情调查，他先后听取国务院 34 个

部委的汇报，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详实地回答了中国建设应遵循的

基本方针，重点是讲经济建设问题，同时也包括与经济建设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当时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达到的最全面、最深

刻的认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

的主要成果。 

  《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自然取代“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

义”而成为八大的指导思想。八大的政治报告、决议中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论十

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就连八大制定的路线，也能在这篇文章里找到

渊源。邓小平在 19 年后评价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

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5 年 7月 13 日。。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

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

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三中

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 页。 

  3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制定了正确的八大路线 

  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制定的八大路线，刘少奇在《政治报告》

中给予了言简意赅的概括：“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

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

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

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3 页。这就是八大路线。八大路

线是一条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的全面的、系统的、正确的路线。

在经济上，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了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把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八大路线的核

心；在政治上，提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战线，继续反对官僚主义以

改进国家工作，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阶层力量的主要观点；在文化上，

要求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群众，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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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展开对落后文化的批判，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知识分子的队伍；在党的建

设上，针对党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变化，提出用正确思想纯洁党的队伍，进一步

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实事求是的观点和做法

改进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时过 26 年之后，邓小平在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曾对八大路线

做出这样的评价：“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

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

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 页。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关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任务，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关于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关于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等一系列思想，

都被吸收到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地

丰富和发展了。 

        二二二二、、、、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了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了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了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了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作作作     

二二二二、、、、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了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了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了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了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八大的几个主要文件，特别是政治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并亲

身动手参加起草工作。1955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批示将邓小平起草的八大政治

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

会议讨论。5 月 12 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

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七人组成。修改党章

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

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九人组成。”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9 页。这两个名单

的确定，为八大会议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的顺利起草和高质

量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以后，毛泽东为八大主要文件的形成倾注了大量心

血。 

  1 直接领导和参与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八大能否胜利召开，使党的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关键在于有高质量的文件。

政治报告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它的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八大的

成败。因此，政治报告的起草便成为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从 7 月初接到政

治报告第一稿那天起，毛泽东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报告稿的起草和修改上面。从报

告的框架设计到报告涉及的重要思想，以及文字表达等，他都提出指导性意见，

并亲自动手修改和加写内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9 月 14 日八大召开的前一天。

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毛泽东以主持人身份在北京和北戴河就政治报告修改一

事，先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 6 次、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 9

次以及其他类型会议 11 次，《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96～

517 页。另外，他还多次同个别人谈话。前后做出的批示和修改共计 34 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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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6～158 页。

为政治报告初稿的提出、逐步完善、再到成熟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对文件的修改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在中共

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谈到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

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

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

不对人。”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 年 9 月 13 日。同时，

他亲自写信给有关人员，让他们对政治报告稿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从保存下

来的资料中，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毛泽东这种贯穿始终的民主精神。8 月 31 日，

他致信胡乔木：“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

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 8000 字左右就好。改好后，

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

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0 页。

9 月 7 日 6 时，他在给对经济情况比较熟悉的周恩来的信里写道：“政治报告头

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

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修改时请与陈

伯达联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2 页。当日 10 时，他再次致信周恩来：“‘改造’、‘建设’两部分请你与

富春一道修改，请需于今日修好，于晚上九时交伯达汇总。”同上书，第 153

页。9 月 8 日，他致信刘少奇：“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同

上书，第 154 页。 

  就是在这种充分发扬民主和坚持严谨作风的精神下，政治报告稿屡经修改，

经过集思广益，最终形成了近 4  5 万字的定稿。这份报告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

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思想、新方针融会其中，达到

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2 对党章的修改和党章的修改报告稿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并注入新的思想

内容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章程。八大党章是党执政

后的第一部党章，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把它修改好。党章修改始于 1955 年 5 月，

直到八大召开前的 9 月 10 日 22 时，毛泽东还在继续审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

改稿）》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 

  毛泽东对党章提出的一些修改内容主要是： 

  （1）提出中央最高领导层的职位的设置问题。毛泽东以征求意见的方式说：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

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4 页。经过党内反复讨论，8 月 3 日铅印的党章

第四次修改稿，在第三十七条已明确写上设“副主席若干人”。8 月 5 日，他在

审改这次修改稿时又在“副主席若干人”后面，加写了“和总书记一人”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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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99 页。这样，使党的最高领

导层的职位趋于完善。 

  （2）提出建立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问题。毛泽东说：“是否可以仿照人民

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

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

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

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

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4 页。根据他的提议，八大党章在第三十一条中增写了：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

开一次。在特殊情形下，中央委员会可以决定延期或者提前召开。如果有三分之

一的代表的要求，或者有三分之一的省一级组织的要求，中央委员会必须召开全

国代表大会会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9～330 页。这就在我党一直以来实行的年会制之外找到了一项更具

生命力的制度。 

  （3）提出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1956 年夏季，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过

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设想。9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

次会议上再次申明：“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

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

干。”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4 年版，第 520 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八大党章第三十七条第五款增

写：“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中

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1 页。党章这一明确规定，表明中国

共产党做出了不同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实际上实行的终

身制的别样选择，即从党章的规定上废除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显

然，毛泽东想得比其他人更深更远。 

  毛泽东这些原则性、创见性的修改意见，创新了党的领导体制，丰富了党章

内涵，为修订后的党章增色不少。 

  3 挤出时间，审阅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及

其报告 

  在关注政治报告、党章和党章报告修改的同时，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忽视周恩

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一直关心着它的

进度和质量。9 月 7 日，他致信周恩来：“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中国共产

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

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亦须于九日交

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

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16 页。在审阅修

改这两个文件后，在 9 月 13 日 9 时 30 分和 11 时，他又两次写信给周恩来，提

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毛泽

东对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稿的批语，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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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9 月 13 日。“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

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

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

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 年 9 月 13

日。随即，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修改意见，进一步润色了报告，使报告在

层次和逻辑方面都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综上所述，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不仅总揽全局，指导文件的

起草工作，同时也直接参与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则

是侧重分管一个方面文件的起草，有的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参与另一方面的文件

的修改。这种既明确分工又紧密配合、联合互动的工作方式，使八大主要文件的

起草获得圆满成功。因此，八大主要文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集

体探索、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三三三、、、、毛泽东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做了积极的探毛泽东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做了积极的探毛泽东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做了积极的探毛泽东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做了积极的探索索索索     

三三三三、、、、毛泽东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做了积极的探索毛泽东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做了积极的探索毛泽东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做了积极的探索毛泽东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做了积极的探索 

  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的

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毛泽东选

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6 页。在八大前后，毛泽东更是从适

应国际国内新形势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做了积极的探索。 

  1 适时地在八大充实和完善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1956 年 9 月 13 日晚，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除同意刘少奇提出的设

几个副主席的建议以外，还明确提出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的设立党的总书记一职的

问题，并提议年仅 52 岁的邓小平担任此职。9 月 28 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

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

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主席、副

主席和总书记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七大时的领导集体相比较，八大形

成的领导集体职位设置、人员构成更加合理、人员分工更加明确。自此，第一代

领导集体从组织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起来，适应了新的历史时期全面进行社会主

义建设的需要。 

  2 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准备了核心成员，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准备

了大批高级干部 

  在组织问题上，毛泽东对八大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领导充实了第一代领导

集体，同时还开始考虑党的领导人交替问题，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形成准备条件。

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谈到下一届中央委员设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

的问题时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

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同时，多

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

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0～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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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荐邓小平时，毛泽东一连讲了七个“比较”，即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

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

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21 页。其实，

毛泽东对艰难斗争岁月里成长起来的才干突出的邓小平的器重由来已久，并总是

不失时机地把邓小平提拔到更为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不断增长其思想政治水平和

领导能力。他认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1952 年 8 月，邓小平从重庆调到北京，由一方大员，即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

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出任政务院副

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4 年 4 月，他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

长，同年 9 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 4 月，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显而易见，长期以来，毛泽东是将邓小

平作为党的接班人之一来培养的。 

  对于陈云，毛泽东评价也很高：“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

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

我跟他共事，我更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

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陈云传》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98～999 页。 

  毛泽东如此评价和推荐邓小平、陈云，其实就是要使全党对他们有更深入的

认识和了解，在为党的后续领导人做人才储备。因为毛泽东曾在会上明确表示自

己为维持现状派，而陈云和邓小平是少壮派。事实证明，毛泽东选择陈云和邓小

平是十分英明的。这以后，邓小平和陈云更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他人不可替

代的重大作用。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惊心动魄的重大斗争洗礼与考验后，他们

都成了全党众望所归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主要成员。 

  八大不仅充实和完善了党中央领导集体，为适应党的地位、任务和成分的变

化，新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也比七大扩大了一倍多。这样，八大从组织上为社会主

义建设的宏大事业储备了大批高层领导干部。据不完全统计，除去逝世的、在“文

化大革命”期间犯了政治错误的、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工作的，在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八大中央委员，占八大中央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属于候补中央委员的，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二。例如，当时任八大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的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会议进入中

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叶剑英（1966 年 5 月进入中央书记处），在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都为党和国家做

出了显著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大已经为党的两代中央集体的交接奠定了坚

实基础。这无不反映出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远见卓识。 

  众所周知，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党的八大路线在八大之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里没能得以很好的贯彻执行，党的工作甚至背离了八大路线，直到十一届三中

全会才重新回到建设现代化的轨道上来。但是，即使在今天看来，八大形成的社

会主义建设路线对我们搞经济建设依然有重大参考价值。八大以党的历史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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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题而载入史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刘少奇、周

恩来、邓小平等将永远和八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