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五”计划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致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持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草案，在本年３月间经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
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于这个计划草案作了适当的修改。现在将

这个草案提交国务院，请加以讨论，并请在国务院会议通过之后，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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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

（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８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国务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致决议通过这个草案，并将这个草案提请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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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在１９５５年７月５日至６日的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李富春

目　　录

一、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概要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工业和运输业的基本建设问题
　（二）关于工业的生产问题
　（三）关于农业的增产问题
　（四）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五）关于保证市场的稳定问题
　（六）关于培养建设干部问题
　（七）关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问题
　（八）关于厉行节约问题
　（九）关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同我国建设的关系
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关于发展国民经

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议案，我现在代表国务院向本次大会作关于第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编制完成的。１９５５年３月间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
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党的中央委员会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

把这个计划草案提交国务院。国务院会议对这个五年计划草案加以讨论并一致通过，现

在请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予以审议和通过。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的基础上开始实行的。全国解放之前，

我国国民经济受到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掠夺和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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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

不堪。人民的大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把原来由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垄断的大

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和铁路等经济命脉变成全国的财产，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变成农民

的土地所有制，这就使我国人民有可能来迅速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的３年中间，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劳动战线上的高度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依靠全国人民在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进行“三反”“五反”等各个

战线上的胜利，依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的经济政策的领导，同时还由于伟

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援，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在１９５２

年，即我国结束经济恢复阶段的这一年，我国工业农业总产值（包括工业、手工业、农业和

农村副业的全部产值，这种产值都是按１９５２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下同）比１９４９年增长

了７７５％，其中：现代工业增长了１７８６％，农业（包括农村副业）增长了４８５％。１９５２

年，工业和农业的主要产品的产量，除个别的以外，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由于现

代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比较快，它的产值在工业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由１９４９年的

１７％上升到１９５２年的２６７％。在工业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同时，运输和邮电有了相应

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在平衡财政收支和稳定物价这些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对于国民

经济的迅速恢复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超了显著的作用。

在恢复时期中，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逐步

地加强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在这个时期，公私工业都有发展，但国营工业的发

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私营工业，私营工业中的一部分已经转变为公私合营，因而国营、合作

社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不包

括合作化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由１９４９年的３６７％上升到１９５２

年的６１％，而私营工业的产值所占的比重，则由１９４９年的６３３％下降为１９５２年的３９％。

同时期内，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了初步的发展。１９５２年，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

在国内商业批发中的比重达到６３％，在社会零售中的比重达到３４％，对外贸易已由国家

管制。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随着我国人民民主

专政的日益巩固，已经在恢复时期大大地加强起来，因而也就大大地为我国实行计划经济

开辟了道路，并需要我们着手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

苏联的真诚的、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是我国能够迅速地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

重要条件。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帮助我国设计新企业和供应我国建设所需的设备，以及

对我国的其他一系列的援助，表现了最伟大的和最崇高的国际主义。正如斯大林所说的：

“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

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期间是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这个计划草案的编制工作，

在１９５１年就已经开始，中间经过多次的补充和修正，到１９５５年２月，即在第一个五年计

划执行了两年之后，才编制完毕。这是由于我国资源缺乏调查，统计资料也很少，有多种

经济成分同时并存，我们又没有编制长期计划的经验，建设工作的经验又很不够。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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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

从国家的整个情况来说，１９５０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到１９５３年７月底才实现了停战。

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１５６个工业单位中的主要部分———第二批９１个单位，也到１９５３年５

月才确定。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过去两年，只能一面进行建设，一面编制长期计划。虽然

如此，但由于我国在１９５２年已经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从１９５３年起我们已经能够

每年编制和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第一批５０个单位，早在

１９５０年就已经确定并陆续施工，所以我们在建设方面并没有丧失时间。而且正因为我们

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在执行两个年度计划的过程中又取得了不少的经验，这就使我国第

一个五年计划更加接近实际，更加能够保证它的胜利完成。

现在，我谨对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如下的说明。

一、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１９５２年提出的党在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亦即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制定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

段。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任务已

经胜利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

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２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无论在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都不是一下子可以建成

的，无产阶级在推翻了反动统治、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都要经过

一个过渡时期。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必须利用自己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来

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任务。要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任务，就不仅要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

的工业体系，而且要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转移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把包括多

种经济成分的国民经济改变成为单１的社会主义经济。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１９５２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共产党中央提

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１９５４年已经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接

受，列入了我国的宪法，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宪法序言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宪

法第４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

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减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而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

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两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

大工业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列宁一再地指示说：“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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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

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没有大工业我们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

义，就不可能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来改造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

大家知道；我国曾经是一个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

经济是很落后的。在解放前，我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重，而且主要是一

些轻工业，这些轻工业很多还是依赖于外国进口原料的加工工业，至于重工业的基础则更

加薄弱，虽然也有某些重工业，大多只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机械修理厂，或者只是为

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我国这种因为缺乏重工业的基础而造成

的国民经济十分落后的状况，使我国百余年来国弱民穷，受尽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

迫。以蒋介石为首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２０多年，极大地加深了我国这种落后的状况。

他们只顾穷凶极恶地掠夺人民，没有建立起什么工业。他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曾经大

肆吹嘘要建立一个什么年产十万吨的钢铁厂，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他们的家族越来越惊

人地富了，但是结果连一个这样小规模的钢铁厂也建立不起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

全国除东北外每年只生产钢４万吨左右，而且都是满清末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代所建立

的钢铁厂的产品。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以后，特别是在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３年，

为了掠夺资源，扩大侵略战争，曾经在那里扩建了一些钢铁工业，那些当然是附属于日本

本国工业系统的纯粹殖民地式的工业，而且许多工厂和矿山在以后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所

严重地破坏了。事实正如毛泽东主席在１９４５年“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的：“没有一个

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全国解放以后，人民掌握了政权，这样

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新中国出现了，一个工业化的新中国也就在望。这样的新

中国是中国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长期流血斗争得来的，因此，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只能是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才能克服我国现在先进的政权和落后的经

济之间的矛盾，而把贫弱的中国变成真正富强的中国。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

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即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

工业、电力工业、燃料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等等，我们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

各种工业设备，使重工业本身和轻工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

其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供给农业以足够的肥料，使农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生

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火车头、汽车、轮船、飞机等等，使运输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也

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来装备保卫祖国的战士，使国防更加巩固。同时，只有在发展

重工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地增加农

业和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由此可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政策，是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政策，实行这个政策，将为我国建立起社会

主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有人认为：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于苏联革命胜利后的情况，

我们现在有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何必急于工业化呢？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

错误的。我们在国内面对着国民经济的落后状态，在国外还有凶恶的帝国主义的包围，不

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仅不能使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有使我国不能抵御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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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侵略、不能保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的危险。由此可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

业化，发展国民经济，是中国人民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我国的

帮助，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有利条件，我们在这种条件下只应该更加努力建设，

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斗争。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解决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不可能

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大工业经济和集体大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社会

主义工业化要求农业从分散的落后的生产方式转变为集体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在集体化

和机械化的基础上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同时也要求个体手工业走向合作化的道

路。广大的农民要最后摆脱贫穷和痛苦，也必须离开过去长期所走惯了的小生产的旧道

路，而转向集体化和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新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对农业和手工业实

行社会主义改造，即根据宪法第８、第９两条规定，鼓励个体农民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

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鼓励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根据自愿的原

则组织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有人认为：中国农民在改革土地制度以后，已经分得了土

地，生产积极性很高，何必实行合作化呢？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封建土地制度

的改革，这还只是农民解放的第一步，因为他们仍然分地耕种着小块土地，不能使用现代

化的农业机器，就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和抵御自然灾害，也就不能避免城乡资本主义的剥

削，当然更不用说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发生意外的事故了。只有使农业和手工业从个

体经营逐步地转变为集体经营，并在这个基础上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时候，才能大大地

发展农业的生产力，扩大农业的再生产，提高生产量，以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

求，也才能限制以至消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永远摆脱贫穷和痛

苦，而得到普遍富裕的生活。

建设社会主义，当然必须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

生产资料私有制妨碍着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同社会主

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互相对立的。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实现计划领导，资本主义经

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显著和尖锐起来。因此，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根据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

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

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

所有制。”有人希望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长时期地在一个国家里并存，希望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不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或者现在还不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认为这

种想法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互不干

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不走社会主义的路，就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而后面这条路，是

中国人民所决不许可的。走社会主义的路，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我国目前的

政治和经济的具体条件下，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使之逐

步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已经由过去五年的实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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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证明。

上述种种，说明我国为着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积极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实现

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是不是说，社会主义工业化

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我们可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全部完成呢？不是的。根据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应该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看做是一个历史时期。我国是一个大

国，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有１亿１千多万农户的小农经济，有很大数量

的手工业，而且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

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很艰巨很繁重，也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按照我国的实际

情况，完成这个过渡时期的总任务，除了恢复时期的３年以外，大概还需要十五年左右的

时间，即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正如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经过十五年左右的紧张工

作和刻苦建设，可能在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譬如说，要有４、５０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

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都应

该按照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逐步地实现。在工业建设中，必须根

据资金和技术力量的可能，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来进行建设，那种不分轻重缓急，认为要

建设就应该处处大规模和样样现代化，这种想法和做法，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有害

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重工业企业，一般都要有五年左右的时间，要进行一系列的繁重的

工作，要有各个方面的配合；我们要建设起很多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工业企业，才能达

到工业化，哪能希望在一个短时期内，不费什么力气就建设成功呢？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

化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轻易完成，这是关系到几万万农民和成千万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革的大事情，要使劳动农民和手工业者彻底摆脱个体的小生产的道

路，而转向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发展大道，这就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艰苦工作，通过一些必

要的过渡形式，才能逐步地完成。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不仅需要整个经济发展能

够帮助农业和手工业，也不仅需要农民和手工业者有文化知识，而且还需要有农民和手工

业者的亲身经验，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时间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样也应该通

过一些必要的过渡形式逐步地完成。

我们已经赢得了一个新中国，我们必须加紧努力进行经济建设来保护和巩固这个新

中国，这个建设主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曾经对俄国人

民指出：“或是灭亡，或是把本身命运信托于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地和最急进地过渡

到更高的生产方式。”在中国，问题也是这样。毛泽东主席在解放前说过：“没有工业，便

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我们不能只是依靠落后的小农

经济过生活，我们也必须抛弃使广大群众倾家荡产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解放了的中国人

民，要避免在自己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危险，只有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并在这

个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地改造我国的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在过渡时期，我们就是要解决这种任务，而根据我们在恢复时期和五年计划前两年所

已取得的成就，我们是有充分信心来解决这样的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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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概要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１５６
个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６９４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
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

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

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大的步骤。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建设规模是很大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为７６６亿４０００万元，折合黄金７
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的过去历史上，完全是不可想

象的，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政府，才可能来这样做。

在五年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中，属于基本建设投资的是４２７亿４０００
万元，占支出总数的５５８％。其他的４４２％，即３３９亿元，一部分用于基本建设所需要的
资源勘探、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和器材储备等；一部分用于发展工业生产和运输交通，如设

备大修理、技术组织措施、新种类产品试制、零星固定资产购置等；一部分是各经济部门的

流动资金；再有一部分是经济和文化教育各部门的事业用费和培养专业干部用费。

五年基本建设的投资４２７亿４０００万元，是这样分配的：
工业部门为２４８亿５０００万元，占５８２％；
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门为３２亿６０００万元，占７６％；
运输和邮电部门为８２亿１０００万元，占１９２％；
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部门为１２亿８０００万元，占３％；
文化、教育和卫生部门为３０亿８０００万元，占７２％；
城市公用事业建设为１６亿元，占３７％；
其他为４亿６０００万元，占１１％。
从上列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比例可以看出，投资的重点是工业。同样可以看出，投

资的分配也已照顾到工业以外的其他各部门事业发展的需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

方面国家投资的比例不算大，这是因为五年内农业还不可能广泛地实现机械化，更大规模

的水利建设和林业建设也还不可能全面展开；同时，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门的基本建设投

资额并没有包括农村救灾费、农业贷款等项，更没有包括农民自己投入生产的资金。如果

把这几笔钱都算进去，则五年内为发展农业的资金总数将接近于工业的投资数字。我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运输方面的投资比例也不算大，但在基本上可以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的需要。

五年内我国工业基本建设的新建和改建的单位，包括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１５６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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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内，在限额以上①的有６９４个，加上农业、林业、水利方面的２５２个，运输交通和邮电方

面的２２０个，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１５６个，城市公用事业方面的１１８个，其他方面的１６０

个，全部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单位共有１６００个。除了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单位以外，还

有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６０００多个，其中工业方面约有２３００个。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能

够在五年内建设完成的，工业方面有４５５个，加上其他方面共有１２７１个；限额以下的建设

单位，绝大多数可以完成。这些建设单位的完成，就将大大地提高我国工业的生产力，推

动农业的发展，增长运输能力，扩大文化教育事业。

以工业说，包括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在内，其主要工业品的建设规模和五

年内增加的生产能力的数字如下列：

铁：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５７５万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２８０万吨。

钢：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６１０万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２５３万吨。

电：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发电能力将为４０６万瓦，五年内增加的发电能力为２０５万瓦。

原煤：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９３１０万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５３８１５

万吨。

冶金机械和矿山机械：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１９万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

能力为７万吨。

发电设备：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８０万瓦，五年内建成。

汽车：全部建成后的年产能力将为９万辆，五年内达到的年产能力为３万辆。

拖拉机：全部建成后的年产能力将为１５０００辆，１９５９年建成。

化学肥料：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９１万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２８万

吨。

水泥：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３６０万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２３６万

吨。

棉纺锭：全部建成后增加的纺锭将为１８９万枚，五年内投入生产的纺锭为１６５万枚。

机制纸：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１８６０００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９５０００

吨。

机制糖：全部建成后增加的年产能力将为５６万吨，五年内增加的年产能力为４２８０００

千吨。

以运输业说，五年内新建成的铁路干线和支线共４０００公里以上，加上恢复铁路、改建

铁路、新建复线、延长车站站线、工业和其他的专用线，则增加的铁路总长度约为１０００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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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为着便于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设单位，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

额。凡一个建设单位，不论其为新建、改建或恢复，它的全部投资额大于限额者，即是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小于限额

者，即是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例如，在工业中，各类工业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规定如下：钢铁工业、汽车制造工

业、拖拉机制造工业、船舶制造工业、机车车辆制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１０００万元；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工业
的投资限额为６００万元；电站、输电线路和发电所、煤炭采掘工业、石油开采工业、石油加工工业、除交通机械以外的机
器制造工业、汽车和船舶的修配工业、纺织（包括印染）工业的投资限额为５００万元；橡胶工业、造纸工业、造糖工业、卷
烟工业、医药工业的投资限额为４００万元；陶瓷工业、除制糖以外的食品工业、其他各项轻工业的投资限额为３００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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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五年内修建公路１００００公里以上，新增加的通车里程为７１００公里以上。五年内新增

轮船４０００００载重吨。

以农业和水利说，五年内将新建国营机械化农场９１个，拖拉机站１９４个。五年内除

建设１３个大型水库外，修浚河道的土石方工程就有１３亿立方公尺，并将开始进行黄河的

治本工程。

五年内，包括工厂厂房、工人职员宿舍、学校、医院等在内的房屋建筑面积，约有１亿５

千万平方公尺。

工业建设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而在苏联援助下的１５６个工业单位的建设，

又是工业建设的中心。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１５６个工业单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

始施工的是１４５个单位，其他１１个单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勘察和设计，将在第

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施工。这些工业建设单位，规模大，技术新，许多是我国工业史上

完全崭新的创举。例如：

鞍山钢铁联合企业在原有生产规模的基础上，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０年这８年时间内，将

基本上完成以下４８个主要工程的改建和新建：３个铁矿，８个选矿厂和烧结厂，６座自动

化的炼铁高炉，３个新式的炼钢厂，１６个轧钢厂，１０座炼焦炉，２个耐火材料车间。这些厂

矿和车间的改建和新建，都将尽可能地利用苏联最新的技术成就。这个我国最大的钢铁

联合企业，在改建完成以后，它的生产规模可以扩大到年产生铁２５０万吨，钢３２２万吨，钢

材２４８万吨。它所生产的各种规格的钢材、钢板和钢管，可以基本上供应国内在第一个五

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制造火车头、轮船、汽车、拖拉机等等的需要；它所生产的各

种规格的钢轨，每年可以用来铺设３０００多公里的铁路。

在改建鞍山钢铁联合企业的同时，将进行武汉和包头两个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

五年内进行建设的电站，发电能力在５００００瓦以上的火力发电站就有１５个；丰满水

电站在改建完成后，发电能力可以达到５６万瓦以上。这些建设单位的完成，将大大地加

强各地区的电力供应能力。

五年内进行建设的煤矿企业，设计能力（包括原有的生产能力在内）在年产煤１００万

吨以上的就有３１个。其中５个最大的煤矿企业在１９５７年将达到的年产能力如下：抚顺

矿务局所属煤矿为９３０万吨，阜新矿务局所属煤矿为８４５万吨，开滦煤矿为９６８万吨，大

同矿务局所属煤矿为６４５万吨，淮南矿务局所属煤矿为６８５万吨。

五年内建设并完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它发挥了生产能力以后，每年能够出产载重

汽车３万辆，供应运输业的需要。设计能力比第一汽车制造厂大一倍的第二汽车制造厂，

也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建设。这两个汽车制造厂将为我国建立汽车制造工业的

基础。

五年内开始建设的拖拉机制造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完成后，我国将能够每

年出产５４匹马力的拖拉机１５０００台，供应农业的需要。

五年内开始建设的二个重型机器制造厂（其中一个是苏联帮助设计的，一个是我国自

己设计的），在建设完成后，按照设计能力，它们的产品每年可以装备一个年产１６０万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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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钢铁联合企业，供应炼铁、炼钢、轧钢和炼焦的全套设备。

五年内开始建设的制造发电设备的工厂，在它们全部建设完成后，我国就能够制造每

台容量１２０００千瓦、２５０００千瓦以至５００００千瓦的发电设备，供应国民经济各部门建设电

站的需要。

我国许多轻工业工厂是由国内自己设计和建设的，许多工厂的规模也是相当巨大的。

例如在我国首都北京建设的３个棉纺织厂，共装备纺锭２３万枚，织机７０００多台。五年内

进行建设的规模较大的纺织厂，共有３９个。

不只是许多工业建设单位的规模是很巨大的，许多铁路、公路、水利等等的建设单位

的规模也是很巨大的。例如：

五年内进行建设的贯通甘肃和新疆的兰新铁路，贯通西北和西南的宝鸡到成都的铁

路，贯通江西和福建的鹰潭到厦门的铁路，连结我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的集宁到二

连的铁路，不仅线路很长，而且它们或者要经过沙漠地带，或者要穿过高山峻岭，建设工程

都是很浩大的。

五年内继续进行建设的淮河根治工程，计划建成南湾、薄山、佛子岭，梅山等四个大型

水库，共可蓄水３８亿立方公尺以上；同时对洪河、汝河、濉河、北淝河等主要支流进行防洪

排涝工程。在１９５４年已经建设完成的官厅水库，可蓄水２３亿立方公尺，对免除永定河下

游的水患将起重大的作用。

五年内将开始进行黄河的根治和综合开发工作。黄河全长４８００多公里，流经七省，

流域面积７４５０００平方公里，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就是危害最严重的河道。根据黄河的综合

利用的规划方案，在黄河中下游及其主要支流将修建水坝几十座，在三门峡等五处将建设

足以调节流量的巨大的水库，并建设巨大的水力发电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黄河的

根治和综合开发工作将完成流域规划，并开始建设三门峡的水利、水力枢纽工程。

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建设的国营友谊农场，将开垦荒地３７５０００亩。这个农场拥有由苏

联赠送的大批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它将在我国今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道路上起重要的示

范和带头的作用。

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五年内我国开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设，使之为国民经济服

务。

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已经足以说明，我们正在做着为全国人民和后世子孙谋幸福的

大事。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工业建设和其他建设的任务，对推进我国社会

主义工业化并从而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无疑将起极其重大的作用。这种社会主义

的经济建设，代表着中国人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和最高的利益。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原有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的发挥，加上新建和改建的工

业企业投入生产，将使我国工业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到１９５７年，现代工业在工业农业

总产值中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６７％上升到３６％。

１９５７年比１９５２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将增长９８３％，即平均每年递增１４７％。其中，

现代工业增长１０４１％，即平均每年递增１５３％。我国这种工业发展速度，无疑是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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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五年内，我国各种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将有显著的增长，主要产品在１９５７年的计划产

量比１９５２年的产量增长的情况如下列：

钢：从１３５万吨增加到４１２万吨，增长２１倍。

发电量：从７２００００６亿度增加到１５９亿度，增长１２倍。

原煤：从６３５３万吨增加到１００００１０３亿吨，增长０８倍。

发电机：从３万千瓦增加到２２７０００千瓦，增长６７倍。

电动机：从６４万千瓦增加到１０５万瓦，增长０６倍。

载重汽车：达到４０００辆（１９５２年还不能制造）。

水泥：从２８６万吨增加到６００万吨，增长１１倍。

机制纸：从３７万吨增加到６５万吨，增长０８倍。

棉布：从１００００１１６３亿匹增加到１００００６３７２亿匹，增长０５倍。

机制糖：从２４９０００千吨增加到６８６０００吨，增长１８倍。

或者有人认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钢的产量仍然不过４００多万吨，不

仅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英国，而且也落后于日本，这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这样的地位相称

吗？我们认为：这只看到事情的一面，没有看到事情的另一面。美国、英国、日本这些国

家，以及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们工业发展的历史已有一两百年，少的也将近１００

年，我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比它们落后了１００多年，或者几十年，仅仅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

权以后，才有可能有计划地进行建设。我国在１９０７年，才建设起一个汉阳钢铁厂，当年的

钢产量只有８５００多吨。到１９３３年，全国钢产量也只有２５０００吨。１９３６年全国钢产量超

过４０万吨，但其中３６４０００吨是由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下的东北生产的。我国历史

上钢铁生产的最高年份是１９４３年，出产生铁１８０万吨，钢９０万吨，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

日本侵占下的东北。由于蒋介石反动派的破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年，即

１９４９年，全国生铁产量只有２４６０００吨，钢产量只有１５８０００多吨。由此可见，我们承受的

是旧中国极其可怜的遗产。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把改变中国经济

和文化落后的艰巨任务担当起来，在短短３年时间内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有一些发展，

接着又将在五年时间内使工业生产提高一倍。我们没有“封神榜”上那种呼风唤雨的本

领，那能用五年时间就赶上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曾经说过：“决不可把工业

发展速度和工业发展水平混为一谈”。我们工业发展的速度将是很快的，可是就工业发展

的水平来说，在相当时期内，我们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将还是落后的，因此，我们必须赶上

去。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赶上它们，或者赶过它们的工业水平，并不需要１００年，有几十年

的时间就够了。我们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就赶过中国反动统治时代的几十年，这样的工

业发展速度难道还慢吗？

我国要实现的国家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以苏联为榜样并在苏联和各人民

民主国家直接帮助下的工业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所以我国工业———特别是制造

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就能够有很高速度的发展。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在工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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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８８８％；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１２％。

同时，按照计划，五年内生产资料的产值将增长１２６５％，消费资料的产值则增长７９７％，

因此，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３９７％到１９５７年上升

为４５４％，消费资料的产值所占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６０３％到１９５７年下降为５４６％。

社会主义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增长的比例的变化，也表现着我国工业发展的

社会主义的特点。五年内国营工业的产值增长将为１３０１％；合作社营工业和五年计划

前已有的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私营工业的产值在五年内将有一半要转变为

公私合营。因此，到１９５７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营（包括供销合作社和消

费合作社的加工工厂，不包括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的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将上

升为８７８％，私营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将下降为１２２％，而且其中的主要部分将接受国

家的加工定货，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农业规定了适当的增产指标。五年内，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增

长２３３％，即平均每年递增４３％。

按照计划，主要农业产品１９５７年的计划产量及其比１９５２年增长的情况如下列：

粮食：达到３８５６亿斤，增长７６％。

棉花：达到３２７０万担，增长２５４％。

黄麻、洋麻：达到７３０万担，增长１９７％。

烤烟：达到７８０万担，增长７６６％。

甘蔗：达到４２００００７０００斤，增长３４６４％。

油料作物：以能播种面积计算达到１００００１８００亩，增长３７８％。

克服农业的发展过分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矛盾，是五年计划的一个重大任务。我国在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农业生产不仅没有发展，相反地还受了严重的破坏。１９３６年的

粮食产量是３０００亿斤，此后差不多年年下降，到１９４９年，粮食产量只有２２６０亿斤，棉花

产量只有８８０多万担。解放以后，仅仅经过３年的时间，我国在１９５２年的粮食产量就达

到３２７８亿斤，棉花产量达到２６００万担，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五年农业计划又

在１９５２年的基数上再提高到上列数量，这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农业发展的速度是

不能算很低的，应该努力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增产的基础，也是改造小农经济的必由

之路。到１９５７年，参加现有的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

比重，将达到１／３左右。

适应于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对交通的需要，运输和邮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也将有相应的发展。到１９５７年，铁路货物周转量将达到１２１０亿吨公里，即比１９５２年增

长一倍；旅客周转量将达到３２０亿人公里，增长５９５％。内河轮驳船货物周转量将达到

１５３亿吨公里，即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３２倍；旅客周转量将达到３４亿人公里，增长７８７％。沿

海轮驳船货物周转量将达到５７亿５０００万吨里，即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９倍；旅客周转量将

达到２亿４０００万人里，增长将近１４倍。公路汽车货物周转量将达到３２亿吨公里，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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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年增长３７倍；旅客周转量将达到５７亿人公里，增长将近２倍。民用航空货物周转

量将达到８０５万吨公里，即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３倍。邮路总长度将达到１９７万公里，即比

１９５２年增长４５２％；其他邮电业务也将有相当的发展。

在上述工业农业发展以及各种比重变化的基础上，１９５７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

达到４９８亿元左右，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８０％左右。其中：国营商业约增长１３３２％，合作社营

商业约增长２３９５％。原有私营商业在五年内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将有半数上下转变为

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形式的小商业，这两部分商

业和私营商业的零售额合并计算，在五年内仍将有所增长。到１９５７年，在社会零售总额

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将占５４９％，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合作形式的

小商业将占２４％，私营商业将占２１１％。

五年内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事业将有相当的发展。１９５７年同１９５２年比较，高等

学校在校学生的人数将增长１２７％。在１９５７年达到４３４０００人；高级中学在校学生的人数

将增长１７８％，在 １９５７年达到 ７２４０００人；初级中学在校学生的人数将增长 ７８６％，在

１９５７年达到３９８３０００人；小学学生的人数将增长１８％，在１９５７年达到６０２３万人，即占全

国学龄儿童的７０％以上。五年内科学研究事业将有较大的发展，只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

研究机构即将增加２３所，研究人员将增加３４００人。在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社会

文化等方面，五年内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比较快的发展。

五年计划对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了适当的规定。五年内，就业人数共增加约

４２０万人，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以货币计算约增长３３％；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所支付的劳

动保险基金、医药费、福利费和文化教育费将共达５０亿元以上；国家拨款为工人职员建筑

的住宅，将约达４６００万平方公尺。五年内，农村人民的生活将逐步地得到改善，随着生产

的发展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购买力将增长近一倍。国家将拨付一定数量的款项，救济因

受灾而在生产上和生活上发生困难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人民保健事业有较大的发

展，五年内病床将增长７７％，医师人数将增加７４％，中医师的力量将被发挥。

谁都能够看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重大的变化。五年内，我

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将使我国的经济面貌开始发生变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

工业化建立初步的基础。五年内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将为农业和手工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初步的基础。五年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将经过公私合营、加工定货、代

销经销等等方式而被逐步地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

立基础。这一切变化，无疑地将进一步地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地加强我国的

国防力量，并为进一步地改善我国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创造条件。因此，第一

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是关系着我国国家命运和人民幸福的大事情。可以说，第一个五

年计划是使我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第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也将增强世界和平

民主阵营的力量。

我国在胜利地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当然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切

方面的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建设的许多重要的建设工程，有的要在第二个五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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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期间才能建成，有的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在生产上起重要的作用。在第一个

五年计划终结的时候，在工业方面，我国机器制造的能力和水平都还不可能满足国民经济

各部门实行技术改造的需要，许多大型和精密的机器设备还不能制造，某些工业部门如石

油工业的落后状况还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同时，工业的地区分布，虽然在内地建设了不

少新的工业企业，但还不能完全克服原来偏集于一方和沿海的不合理状态。在农业方面，

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只在１／３左右的农户中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大规模的

技术改造还没有开始，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迅速发展的状况还不能完全改变。对资本主

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只是实行了第一步，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把它们改造成为

社会主义经济。在文化方面，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还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广大人民

的文化水平还是不高的，并且还有相当大量的文盲存在。此外，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现

象，也还不可能完全消灭，剩余劳动力还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第

２个和第３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努力，加以解决。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工业和运输业的基本建设问题

现在我想就关于工业和运输业的基本建设的以下问题作一些说明。这些问题就是基

本建设的规模的大小问题，轻重工业投资的比重问题，大中小型企业的配合问题，工业的

地区分布问题，基本建设的标准问题，保证工程的质量问题。

第一，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小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在五年计划的编制过程中，我们曾经作过反复的考虑和多次的研究。

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已经确定的建设规模是适当的，是五年内应当而且可以争取完成

的。

有人怀疑过这样的建设规模是否过大。他们的理由是：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在经济上

很落后和很贫穷的国家，国家财力有限，技术力量不足，资源情况很多不明，在五年内进行

这样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是不能胜任的。因此他们觉得可以把这个建设规模加以缩小。

他们说不要搞得这样紧张，把任务减轻下来吧。他们又说“农民太苦”，慢一点搞工业化

吧。我们不同意这样的主张。我们的理由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摆脱我国在经济

上很落后的地位，除了加速工业的建设以外，并没有别的出路。同时，我们工业化的建设，

也正是为着使农民有可能摆脱贫穷的状况。五年计划已经确定的工业建设单位，都是必

需的，如果削减，就将延缓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同时打乱国家的建设部署。

我们国家的财力是不是有可能来适应这样的建设规模呢？我们答复这是可能的。其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革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以下的积累来源：

一、我国人民已经推翻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者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

样掠夺我国人民的大量财富，这样就提供了我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积累来源。

二、我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主义，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变成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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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要向地主交纳高额的地租，现在不再交纳了，农民用劳动的所得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同时也可以用其中的一部分帮助国家的建设。

三、我国人民推翻了官僚资本主义，把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变成了全民的财产，现在工

人已经不为官僚资本家的利润而生产，而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这也是我国建设

的重要积累来源。

四、在私营工厂做工的工人，现在虽然仍旧要拿出一部分劳动成果作为资本家的利

润，但是现在资本家只能得到法令所规定的适当的一部分利润。资本主义企业利润中相

当大的一部分或则缴纳所得税，投入国家的建设；或则变为企业公积金，用于企业的扩大

再生产；这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也是对于国家和人民有利的。

所有这些都证明：我国并不是没有建设资金，而是以前大量资金都装进了帝国主义

者、地主、资产阶级的腰包，只有人民革命胜利以后，我国人民才有可能把自己劳动所创造

的资金，用于国家建设，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创造美好的将来。我们应该及时地和好

好地来利用这种资金。

说到技术力量不足和资源情况很多不明，这是不错的。可是难道我们不可以在苏联

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之下一面建设一面学习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在建设中逐步地学

会本领、逐步地摸清情况吗？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著作中说过：“读

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

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主席在这里说的是关于革命战争。可是

要做好任何的人民事业，都是必须在实际中去学习，这却是普遍的真理。几年来的事实证

明：我们在实际的建设中已经学会了不少事情，对于资源情况比以前也知道得多了。显

然，等待并不能够增加我们的本领和知识。认为一切都必须“先学好了再干”，而因此主

张削减五年建设的规模，打算减轻自己所应该担当并且能够担当的责任，这种主张是不能

采取的。

那末，基本建设规模能不能够更加扩大呢？

按照我国的需要来说，无论是重工业、轻工业，无论是钢铁、有色金属、化学肥料、石

油、机器、纺织等工业，五年计划草案规定的基本建设计划和生产计划，都还是不能满足国

家的需要的。但是建设规模能否更加扩大，不但必须根据是否需要，而且必须根据是否可

能。我们不是空想家，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所以认为五年计划建设规模是适当

的，削减它是不应该的，这就是因为按照我国现在客观的条件，实现它是可能的。而且，我

们认为：在年度计划中，还可能适当地扩大一些必要的建设，例如煤矿、石油、铁路等等，我

们已经在准备这样做。特别是我国的石油工业的产量很低，同需要的程度相差很远，我们

必须努力地去找寻更多的石油资源和研究发展人造石油工业的办法，以便把石油工业的

建设规模加以扩大。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顾财政力量、技术力量和设备供应的各种

可能的客观条件，而任意地、无限制地去扩大一切建设呢？当然，事情也不可以这样做。

从财政力量方面说，五年内国家对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已经达到７６６亿４０００

万元。从技术力量方面说，五年计划所已经规定建设的巨大的复杂的新企业都是苏联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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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设计的，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目前还缺乏条件来独立设计这样的新企业。从供应设备

方面说，在我国机器制造工业目前还缺乏制造重要设备和复杂机件的能力的情况下，也难

于增加很多设备的供应。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在五年内可能再扩大的建设，也还是有一定

限度的。认为可以不顾可能的客观条件而无限制地扩大建设的规模，或者不注意最合理

地和最有效地利用物力、人力和财力，而无把握地去处处动手，这些都是错误的。

反对右的保守主义，也反对“左”的冒险主义。这就是我们关于基本建设规模大小问

题的结论。

第二，轻重工业投资的比重问题。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特别大，而且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重

工业投资的比重还要大。前面说过，在五年内的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

业的投资占８８８％，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１１２％。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

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８５９％，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１４１％。我国重工业投资

占这样大的比重，而轻工业投资占较小的比重，这是否适当呢？是否可以减少重工业的投

资，增加轻工业的投资呢？

大家知道，轻重工业的投资的比例关系，必须根据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来决定。

而在每个发展时期中，这种比例关系的具体规定，又应该照顾到当时的具体条件。我国现

在的情况是：原有的重工业的基础特别薄弱，需要我们积极地长期地去扩大重工业的基础

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业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使用

的潜在力量，并且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可以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一方面许多轻工业品不

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间，原因就在于缺少原

料。所以说，我国目前发展轻工业的问题，主要不是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增加原料生产

的问题。在轻工业的一些原料还不能大量地增产以前，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是不能发挥投

资效果的，因为原料供不上，即使工厂建成也不能开工生产。但如果农业丰收，轻工业原

料有很大的增产，在现有的轻工业设备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年度计划中考虑增加一些

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因为轻工业工厂的建设比较容易，建设时间比较短，也就不至于拖延

建设进度。

因此，我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的规定是适当的。

第三，大中小型企业的配合问题。

我们强调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是不是说就可以不注意或者放松中小厂矿

的建设呢？毫无疑问，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那些大企业，像钢铁联合企业、汽车制

造厂、拖拉机制造厂、重型机器制造厂等等，都是我国工业化事业决不可少的工厂，没有这

样一批巨大的、带有工业骨干性质的工厂，我们就无法实现工业化。但这决不是说，我们

只要大企业，可以不要中小企业。相反的，中小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设完工和投入

生产，能够迅速地发挥投资效果和增加生产能力，不但对于增加工业品的供应和支援农业

的生产有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于资金积累的增加以及支援和配合重点工程的建设，也都是

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纠正两种错误的偏向：一种偏向是看不见全局，不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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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缓急，盲目地到处建设，从而妨碍重点工程的建设；而另一种偏向则是单纯地醉心于

巨大企业的建设，轻视中小型企业的建设，不适当地使国家资金过多集中在少数巨大企业

的建设单位，以致不能迅速地发挥投资的效果。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工业建设的进行中适当地分配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投资，使

大中小型的企业建设能够互相配合和互相协作，以达到既能保证必要的重点工程的建设、

又能保证许多企业能够迅速地发挥投资效果的目的。

第四，工业的地区分布问题。

我国原有工业的地区分布是很不合理的。据一九五二年的统计，沿海各省的工业产

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逐步地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

态，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

使工业的分布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逐步地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这是有计划地发

展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五年基本建设计划，对地区的分布作了比较合理的部署，这就是：一方面合理地利用

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而特别是对于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

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进行必要的改建，以便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供应国民经济的需

要，支援新工业地区的建设；另一方面则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基地的

建设，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根据这样的方针，五年内开始建设的限额以上的六百

九十四个工业建设单位，分布在内地的将有四百七十二个，分布在沿海各地的将有二百二

十二个。为着适合工业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着把原有工业基地和新工业

基地连接起来，五年内关于铁路的建设也作了相应的部署。同时，根据这种工业部署的方

针，我们现在关于城市建设的任务不是发展沿海的大城市，而是要在内地发展中小城市，

并适当地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现在沿海城市有些盲目发展的毛病，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显然，五年计划草案规定的关于工业和铁路的基本建设的地区分布，是符合于国家长

远利益的。按照这个计划的部署，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我国就不但将加强东北

的工业基地，而且还将有分布在华北、西北和华中各地区的一些新工业基地，这样也就将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我国广大地区的经济生活。这种工业的地区分布是建立在发展重

工业的基础上的，因此也就开始改变了过去工业分布的性质。

第五，基本建设的标准问题。

不论是企业或城市的新建和改建，我们必须把生产性的建设和非生产性的建设这两

种标准区别开来。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疏忽了这个区别，因而在许多非生产性的建设中犯

了方针上的错误，使得许多非生产性的建设标准远远地脱离我国现在经济发展的水平，脱

离我国现在社会的生活水平，在许多地方不适当地建造起许多高楼大厦，而且有不少企业

把那些可以从简的附属建设、工厂办公室、职工宿舍、食堂等也都建成现代化的，甚至有的

在新建厂矿还未有效地投入生产以前，一切福利设施如礼堂、俱乐部等等，不但都已建设

齐全，而且还是采用了很高的标准。不少新工业区的城市建设也标准过高，过早地要求现

代化，过分地讲究街道市容。所有这些，也就浪费了资金，浪费了人力和物力，违反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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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方针。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指示，我们正

在改正这个错误。我们区别的标准是这样：许多限额以上的、特别是属于重点建设的厂

矿，必须力求采用最新的技术，厂房也要尽可能地适合最新技术设备的要求；至于其他非

生产性的建设标准则一律都要大大降低下来，城市规划的标准也要降低。区别了这两种

标准，就使我们有可能节省那些不应有的和可以节省的支出，而用于增加生产性的建设，

来加速我国建设的速度。这是有关我们国家建设长远利益的一个重大的决定，从中央到

地方的一切国家机关和一切企业部门都必须遵守这个决定，不能违反这个决定。我在下

面说明节约问题的时候，还将联系到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第六，保证工程的质量问题。

上面我所说的关于工业和运输业的基本建设的几个问题，是属于方针上的问题。当

然，只有正确的方针是不够的，有了正确的方针之后，重要的是必须把工作做好。大家都

知道，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还很低，而且为着争取时间，我们有些建设工程不得不边勘察、

边设计、边施工，并在建设的过程中来试制各种机器设备，因此，某些工程就存在着质量

差、进度慢、浪费多等严重缺点，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去克服这些缺点，特

别重要的是要保证工程的质量。应该看到新建厂矿、铁路的工程质量的好坏，对于这些厂

矿、铁路在长时期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后果。国民党统治时期所筑的宝鸡———天水铁路，因

为工程质量极端低劣，如果今后不加改建，就不能改变这条铁路一年中许多日子处于瘫痪

的状态。过去几年，我们曾经修复了许多厂矿、铁路，但是必须看到修复原有厂矿、铁路是

一回事，新建厂矿、铁路是另一回事，决不可以把新建看成修复那样简单。因此，今后必须

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以求保证工程的质量：

一、提高设计工作，在设计人员中确立正确的设计思想和负责的工作态度，力求避免

在设计中造成差错；

二、加强施工的技术指导，严格地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进行施工，同时积极地推广工

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中的先进施工经验，鼓励合理化建议；

三、各有关方面必须认真地协同地工作，保证基本建设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能够合乎

设计的标准，并及时地供应；

四、国家机关和基本建设主管部门经常对工程的质量进行切实的检查。

（二）关于工业的生产问题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增长９８３％，即每年递增１４７％。这个速度比

起恢复时期要低，但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条件说来，这个速度是高的，是带有积极性质的。

建设时期和恢复时期的情况不同，建设时期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低于恢复时期工业

生产增长的速度，这是自然的。原因是：旧企业生产的恢复比较容易，新企业的建设和新

技术的利用比较困难，而且工业产值的基数又一年一年地增加。虽然是这样，但根据我国

现有工业设备的生产潜力，五年内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是可能更高些。如果我们努力设

法去克服困难，那末我们就不但能够完成计划，并且有可能超额完成计划。

五年内工业生产计划的完成，主要地依靠我国原有的企业。按照全国的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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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计算，１９５７年比１９５２年新增加的产值中约有７０％左右为原有企业所增产，由新建和

重大改建的企业增产的还只占３０％左右。原有企业除供应新建企业以设备、材料和满足

人民所需要的日用品外，还担负着为国家积累资金和培养干部等重大任务。因此，除了新

建和扩建的企业应该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争取提早投入生产外，必须重视现有企业

的生产工作，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争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有些部门和有些地

方，只顾建设新的厂矿，不重视利用原有的厂矿，不设法发挥原有厂矿的生产能力，这显然

是很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我国的地方工业和手工业，在供应城乡人民的生产需要和生活需要方面，起着重要的

作用。过去几年中，由于计划工作方面的缺点和其他原因，地方工业的某些行业曾经发生

过盲目发展的毛病，使全国工业生产的安排增加了一些困难。但总的说来，地方工业的积

极发展是正确的。今后应该适应国家计划的要求，贯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继续正确

地发挥地方工业的作用，发挥手工业的作用。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对地方工业和手工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因而不去积极地有计划地领导和帮助地方工业和手工业

的发展，这显然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业生产指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增产和节约工

业原料，试制新种类产品，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水平。我现在就这三个问题作如下的说

明。

第一，增产和节约工业原料问题。

五年内增加工业品产量的一个困难是工业原料不够。我在前面说到轻重工业投资比

重问题的时候已经提出这点。所谓原料不够，首先是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不够，这就是棉

花、麻、油料、烟叶、甘蔗等等原料增长的数量暂时将还低于工业生产增长的要求。其次是

来自重工业的原料不够，这些原料有的是产量还少，有的是目前国内还不能生产。当然，

有些原料是可以争取进口的，但是由于农业土产品的增产不够，或者国内消耗过多，使土

产品的出口数量不够，减少了外汇收入，因而也减少了工业原料的进口。

为着克服工业原料不足的困难，我们必须增加棉花、黄麻、洋麻、烤烟、甘蔗、甜菜、花

生、芝麻、油菜籽等工业原料的产量。五年计划规定的关于扩大上述各种技术作物的播种

面积的指标，必须保证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同时，这些技术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必须尽

可能地提高。以棉花来说，五年内扩大播种面积１１００多万亩，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因为

主要产区大部是老解放区，只要在这些地区对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给以特别的

注意，国家对于棉农尽可能地加以援助，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可能的。以烟叶和甘蔗来

说，五年内扩大烟叶的播种面积１００多万亩，扩大甘蔗的播种面积１００多万亩，也是能够

实现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扩大粮食的播种面积，另一方面要力求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

条件下，多增加一些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多种５０万亩烟叶，就能增产５０万箱纸烟；多

种４０万亩甘蔗，就能增产１０万吨食糖。以油料作物来说，如果广大农民群众都尽可能地

利用空隙土地动手种植，五年内扩大播种面积３２００多万亩的计划，是不但可以完成，而且

可以超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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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增加出口土产品的产量，以便换取外汇，增加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进口原料。

只要各地方国家机关和全国农民加以重视，出口土产品的增产是完全可能的。

在工业原料问题上，我们除积极地增产以外，必须节约地使用原料，克服浪费。如果

每件棉纱平均少用两斤棉花，全国每年就可以至少增产两万件棉纱。根据我们最近得到

的材料，上海市在１９５５年第一季度，公私纺织厂每件纱的平均用棉量已降低到３８６１斤，

比全国１９５５年上半年每件纱的计划用棉量降低将近７斤。其中国营棉纺织厂每件纱的

平均用棉量为３８４９８斤，公私合营棉纺织厂每件纱的平均用棉量为３８６６５斤，私营棉纺

织厂每件纱的平均用棉量为３８７４２斤。这种节约用棉的先进经验，应该认真地在各地推

广。又如，只要每百斤油料平均多出１斤油，全国每年就可以至少增产１亿余斤食油。吉

林省四平市李川江的“大豆榨油操作法”，使每百斤大豆的出油量在１９５４年提高到１３斤

半，比全国每百斤大豆的平均出油量多２斤左右；李川江所在的榨油车间于１９５５年第１

季度，每百斤大豆的出油量又提高到１４斤以上。这个先进的操作方法，全国各地都应该

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推广。对于某些原料不足的工业品，我们还应该积极地研究某些代用

材料，扩大原料的来源，来增加生产。

有许多产品，例如煤炭、磷肥、盐等，还有提高产量的潜力，只要我们加以组织，并给以

必要的投资，那末，增加产量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试制新种类产品问题。

五年内增加工业品产量的另一个困难，是有一些企业由于技术水平低，能够制造的产

品不适合需要，而有销路的产品一时还不会制造。

某些急需的东西一时不会制造，这是我国工业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国家的

机械工业部门正在设法改进。但是新产品太少并不只是机械工业部门独有的现象。应当

考查的是各级主管部门对于新产品的制造工作，是否作了应有的努力？全国各个方面首

先是各个工业部门是否已经把这件工作看成是共同工作而共同努力？我们以为，我们的

努力还不够。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设计新产品，试制新产品，给新产品试制工

作以充分热情的协助。有些市场需要的工业品，例如若干金属产品、若干机械产品、若干

化学工业产品、若干医疗器械，我们不但有原料，也有自制的能力，仅仅因为没有去组织生

产，所以没有制成。因此企业管理机关必须经常了解国家建设和市场需要，制造适合国家

建设和市场需要的产品。

必须了解，试制新产品这一工作的意义，决不只限于提高目前的工业生产，更重要的

在于这是提高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必要途径，而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又是完成社会主义工

业化的任务的一个基本条件。

国家的经济工作部门，应该设立关于研究和试制新种类产品的领导机构，以便有系统

地了解和收集国内外关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新种类产品的生产情况，加强关于新种

类产品的计划、设计、试验和制造的工作，不断地总结新种类产品试制的经验，经常地检查

新种类产品的试制计划，保证计划的实现。国家应该制定办法，奖励公私企业和手工业制

造新种类产品，奖励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发明和创造，并鼓励公私企业注意利

４３６



“一五”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

用他们的发明和创造，进行试制的工作。认真地注意新事物的出现，并对它们的生长给以

热情的帮助，是我们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那种不重视新事物，对新事物丧失感觉的人，

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增加新种类产品和工业品产量的一个重要关键，是加强企业内部、各个企业之间、各

工业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工业生产是互相联系和需要互相配合的，只有协同合作起来

才能生产和增产。我国原有工业设备的零散和不相配合，要求我们更加广泛地协同合作，

使企业的专业化同企业生产之间的协作进一步地结合起来，彻底地改变那种只在本企业

或本部门范围内关起门来生产的想法和做法。不仅企业内部在生产上要协同合作，一个

部门的各企业之间在生产上要协同合作，而且各部门之间在生产上也要协同合作。为了

能够很好地协同合作，各个车间或工段、各个企业、各个部门都应该树立全局观点，克服局

部观点。

有关企业同企业之间、部门同部门之间重大的协同合作的项目，应该分别地列入国家

和部门的生产计划；同时，应该普遍地推行企业同企业之间的合同以及企业内部各车间的

联系合同，使工业部门、各企业单位在生产中能够很好地相互配合和相互衔接，提高工业

的组织程度。

第三，提高企业的管理工作水平问题。

几年来我们企业的管理工作是有很大改进的，因而全国每年都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

但是，有不少的企业并没有完成计划，有的没有完成产值指标；有的只完成了产值指标，没

有完成产品的种类和质量的指标；有的完成了产量和质量的指标，没有完成提高劳动生产

率和降低成本的指标。有不少的企业在执行计划的时候，存在着忽松忽紧和前松后紧的

现象，生产很不均衡，增加了生产中的混乱。有不少的企业仍然经常发生伤亡事故和设备

事故，造成损失。由于企业管理工作的缺点和水平不高，工业品中种类少、质量低、成本高

等等现象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因此，一切工业企业，必须按照五年计划草案第三章关于

实现工业生产计划的必要措施的第六条规定，不断地提高企业管理的水平，特别是加强技

术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并加强企业中的政治工作，使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互相结合，提高

广大工人职员群众的政治觉悟，充分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们应该看到工业生产计划的完成，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的，那种对于完成工业生产指

标满不在乎地认为“没有问题”的态度，是不对的。但是，只要全国劳动人民共同努力，增

加工业生产，提高工业品的质量，完成和超额完成在五年内工业生产增加产值９８３％的

计划指标是完全可能的。那种害怕困难、丧失信心的情绪，也是不对的。

（三）关于农业的增产问题

农业生产供应全国人民的食粮，同时，用农产品作原料的工农产品，在目前又占全国

工业总产值的５０％以上，而且进口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大部分也是农产

品出口换来的。因此，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我们

集中力量发展工业，但决不能够减轻发展农业的意义。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我们的工业

化事业是不可能实现的。防止和克服农业同工业的脱节，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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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而又迫切的任务。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在五年内增长２３３％，到１９５７年达到

５９６亿６０００万元；以产量说，粮食增长１７６％，即增产５７８亿斤，到１９５７年达到３８５６亿

斤，棉花增长２５４％，即增产６６０万担，到１９５７年达到３２７０万担。上述指标，虽然已经比

原来拟定的有所降低，但因为是以农产品丰收的１９５２年为基数，所以仍然是很高的；而且

因为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４年两年的农业生产都由于灾荒没有完成原来拟定的增产计划，就增

加了五年计划的后３年的增产任务。因此，要达到上述指标，还必须作很大的努力。

我现在要说的是关于农业的合作化、农业的增产措施、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这三个问

题。

第一，农业的合作化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在自愿互利原则的基础上，依靠贫农（包

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以土地入股、

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说，这还只是实现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

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这种初步的合作化把分散的小农经营组成几十户的联

合经营，就有可能比较合理地组织劳动力和使用土地，就有可能积累资金，来增加农业的

投资，使用改良农具，兴修水利，提高耕种技术，以及实现个体农民难于单独进行的种种其

他增产措施。根据各地的许多材料看来，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初建的１、２年内，如果办得不

坏，一般可以增产１０％到２０％左右，往后还可以在每年保持某种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

高，比个体农民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按照目前情况来说，这是一种投资少、收效大、

收效快的农业增产办法，又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步骤。经过这种初级形式的

合作化，结合初步的技术改良，而后再逐渐地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化，结合农业机械化

和其他的技术改革，这是引导我国农业生产不断地进步的道路。

根据几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和各地方已经达到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参

加现有的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１／３左右。其中东北各

省和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及其他老解放区，合作化的规模都将达到农户半数左右。在技

术作物地区和城市郊区，将努力地争取先一步合作化。这个农业生产合作化的计划，是有

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努力地争取实现。国家在财力物力上，将全力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发展。

我们的农业合作运动有很大的成就。过去几年组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９０％以上是

巩固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它们的产量有显著的增加。但有些地方也有少数的农业生产合

作社，由于工作进行得较粗较急，发生了强迫命令的倾向和其他的缺点，这些毛病如不纠

正，则非但不能增产，可能还要减产。我们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

进的方针，一面巩固，一面发展。在工作中，必须坚决地遵守群众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防止

和纠正强迫命令的做法和损害中农利益的行为，并妥善地解决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

的各种问题，如劳动力的计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报酬、生产资金的筹集、公积金的比

例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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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仍然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和提高各种具体形式的

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准备条件；仍然必须照顾单干农户的生产积

极性，给单干农户以积极的帮助和领导，发挥他们生产的潜在力量，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第二，关于农业的增产措施，五年计划草案第四章已经写得很详细，现在我提出以下

几点：

一、开垦宜于耕种的荒地。我国的人口很多，但已耕的土地还很少，必须积极地有计

划地把宜于耕种的土地开垦起来，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农业生产的不足。五年计划规定扩

大耕地面积３８６８万亩，是最低的指标，必须尽可能地用各种办法超过这个数字。开垦荒

地，一种办法是由国营农场开荒，一切原有的国营农场，应该根据当地可能的条件，适当地

扩大耕地面积，同时，应该力求在宜耕荒地较多的地区，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国营农场，进行

开荒；另一种办法是使用机器和采用其他办法进行开荒，有组织地移民耕种，这种办法因

为工作复杂，规模较大，国家应该协同各地方统一地拟定具体方案，有领导地进行；再一种

办法是农民就地开荒，这种办法因为进行较易，规模较小，可由各地方国家机关领导农民

进行。不论是国营农场开荒，移民开荒或农民就地开荒，在今后三年，都应该积极地实施，

作为增产的一种重要办法。国家从缩减非生产性建设的支出和行政机关的经费等方面所

节约的资金，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之于荒地的开垦。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积极地进行宜耕荒地的调查和勘察，完成１亿亩以上荒

地的勘察工作，至少完成４０００万亩到５０００万亩荒地开垦的规划设计工作，为第二个五年

计划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做好准备。

二、兴修水利。水利建设，既能够扩大灌溉面积，促进农作物的增产，又能够防止水旱

灾害，避免农作物的减产。许多水利设施，只要有几年增产或减灾的受益，就能抵偿水利

的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曾经大力地进行了水利建设工作，新建的大型水

利工程，几年来在同水旱灾害特别是１９５４年洪水斗争中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除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巨大水利工程以外，小规模的农田水利，例如受益几

十亩到几百亩的工程，也应该根据各地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大量地举办。因为这种

工程是分散的，建设较易，可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群众来分头进行；在必要的时

候，国家将给以财力和物力的帮助。

三、充分地有效地利用土地。我国人口众多这一特点，使我们有必要并有可能来充分

地利用土地。扩大土地的利用除了开垦荒地和增加灌溉面积以外，应该进行土壤的改良

工作，如变碱地和砂地为良田，变山坡地为梯田，变旱地为水田。在气候、雨量、地形等自

然条件和肥料、水利、劳动力、畜力等经济条件的可能情况下，应该适当地增加耕地的复种

指数。在山区，应该适当地进行统一规划，使农业、牧畜业、林业、农家副业的发展互相结

合，发展多种经济，并加强保持水土的工作。应该鼓励农民进一步精耕细作，加工加肥，并

逐步地推行适合于本地的先进的种植方法，如在低洼地区多种耐水作物，在秋涝地区多种

早熟作物和增种小春作物。上述各个方面，有些省份已经取得了初步经验，这些经验，应

该加以总结，并因地制宜在各地方逐步地加以推广。各地方群众中行之有效的增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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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积极地和逐步地加以推广。

各种技术作物应该积极地和逐步地在适当的地区向山坡和山地扩大种植面积，尽可

能地避免因为增加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而缩小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

四、增加稻米、玉米、薯类等高产量作物的播种面积。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小麦高

至将近两倍，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别的杂粮可能增加５０％，薯类像红薯、土豆等则比一

般杂粮的产量要多５、６倍（在使用上，２斤半薯类可以顶一斤粮食）。毫无疑问，扩大这些

高产量作物的播种面积，对缓和我国粮食、饲料的紧张情况将有重要的作用。在全国的杂

粮产区和其他适当地区，如果再把１、２千万亩粮田改种薯类，则虽然每年减少粮食２、３０

亿斤，但能增产薯类１００多亿斤到２００多亿斤。因此，在杂粮产区和适宜于薯类生长的地

区，地方国家机关应该研究和计划扩大薯类和其他高产量作物的播种面积的问题，并积极

地实施。农业机关和科学研究机关，应该认真地研究和培植薯类的优良品种，研究薯类的

防治腐烂、改良储藏和加工的方法。

五、使用新式步犁、双轮双铧犁和双轮单铧犁，积极地蓄肥造肥和合理地施肥，推广优

良品种，消减农作物的病害和虫害等等，都是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有效的措施，都应该因地

制宜地加以实施。各级国家机关，应该加强发放农贷的工作，加强供应肥料、农具的工作，

加强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抽水机站的工作，加强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在农民中进行农

业技术改良和种子改良的试验工作，并组织关于这种试验和推广的农民训练班，使国家对

农民的援助同广大农民群众实行的增产措施结合起来。

第三，对农业生产的领导问题。

发展农业生产，除了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方针、政策、步骤有统一的领导以外，更重要

的是发扬地方的积极性，加强地方党政机关对农业的领导，结合地方的具体情况，因地制

宜地采取有效的增产办法。各省必须集中足够的力量放在领导农业增产上，至于专区、

县、区、乡，则无例外地必须以领导农业生产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为工作的重点。

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都应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经验，定出本地方农业增产的

五年计划，并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农村工作和农业增产的各项政策，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积

极性，保证这个计划的实现。地方的农业增产计划，应该适应于国家计划的要求，根据本

地方的可能条件，拟定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指标，使国家计划有更加可靠的基础。同时，

地方的农业增产计划，应该切实地照顾到当地群众的具体需要，使农作物的生产能够多样

地满足农民的要求，刺激和发挥农民的经营积极性。

有些农村的地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还没有集中力量去领导农业生产，也没有认真

地研究增产或防灾的有效办法，并动员群众去实行增产或防灾的措施，使农业生产的领导

处于自流的状态。有的在推广增产的各种先进经验和措施的时候，不是根据当地的具体

条件，因地制宜，而是千篇一律，不问效果。有的在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时候，不是耐心地向

农民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和采取典型示范的方法，而是违反群众自愿的原则，实行强迫命

令。所有这些农村工作中的缺点，都应该加以改正。

这里，我还要特别地说一说关于发展畜牧业的问题。畜牧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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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所需要的耕畜和肥料，可以增加轻工业所需要的皮毛等原料，可以增加市场所需要的肉

类的供应量，可以增加农民和牧民的收入。因此，在所有的农业区和畜牧区，都应该切实

地执行五年计划第四章所规定的有关发展畜牧业的各项措施，促进牲畜的迅速繁殖，保证

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增加马、牛、骡、驴、羊、猪等牲畜数量的指标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国

家机关应该在财力上和技术上尽可能地扶助少数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的发展，并加强对牧

区工作的领导。

（四）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现在我要说的是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问题，即关于

改造的步骤问题，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部署问题，资本主义商业改造的部署问题，资本家

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接受改造的问题。

第一，改造的步骤问题。

我国目前还存在大量的复杂的私营工商业。以工业说，１９５３年私营工业（不包括个

体手工业）的从业人员有２００多万人，其中１０个职工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有４５０００

多户，职工１５０多万人。以商业说，１９５３年全国资本主义批发商的从业人员将近２０万人，

资本主义零售商的从业人员有２００万人左右，小商小贩还有几百万人。在上述私营工商

业的从业人员中，资本家占相当的数量。对于这样大量的复杂的私营工商业，要全部实行

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

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区别资本主义性质和独立劳动者性质，而分别

地采取适当的步骤和灵活的形式。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分两个步骤实现的，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

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过渡形式。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要鼓励和指导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

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这就是说，我们在过渡时期内，要消减资

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而是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地

实现的。我们将让资本家有一个必要的时间，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过渡形式，在国家和

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逐步地接受改造。

国家资本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形式。高级的形式是公私合营；中级和低级的形式，在工

业中是加工定货和收购包销，在商业中是代购、代销和经销。

过去几年，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工作，一般地是由低级、中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

由主要行业推广到次要行业，由大城市扩展到中、小城市。这种有系统的稳步推进的办

法，经验证明是比较适当的，我们以后将继续推行这种办法。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后，在性质上已经有

不同程度的变化，即在不同程度上加进了社会主义这个因素，这就限制了资本主义的生

产、经营的无政府状态和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活动，并使这一部分经济在不同程度上纳入国

家计划的轨道。同时，由于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的改变，就提高了劳动热情，从而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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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了经营管理，并使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有可能得到适当的处理。

由此可见，按照我国的条件，采取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过渡形式来逐步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

业，逐步地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增长的矛盾，并由此便于逐步地以全民所有制

代替资本家的所有制，这是必要的和行得通的。

国家对独立劳动者性质的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是按照它们不同行业的情况，根据自愿

的原则，分别地用不同的合作形式把它们逐步地组织起来，经过各种低级的合作形式，逐

步地过渡到较高级的合作形式，使他们能够有效地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服务。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预计对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将达到如下的成就，就是：私营

工业的大部分将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私营的现代工业的大部分将转变为

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私营商业中有一半以上将转变为各种国家资本

主义形式的商业和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形式的小商业。

第二，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部署问题。

对于国营工业、合作社营工业、公私合营工业、私营工业，在分配生产任务、分配原料、

收购产品方面，必须贯彻国家规定的统筹兼顾的方针。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工业的发

展，国家给予优先的权利，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企业则没有这种优先的权利，在这点

上，它们之间是有所不同的；另方面，又应该适当地照顾私营工业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

在一些方面，特别是对于公私企业的工人职员，要一视同仁。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为着调整私营工商业，就已经对一部分的私营工厂（首先

是棉纺厂）实行加工定货，这种政策，对安排私营工业的生产收到了很大的效果。１９５３年

国家开始有计划建设以后，为了加强生产的计划性，对许多重要原料，有的由国家差不多

全部收购，有的由国家大部收购，这些收购的原料，都由国家实行统一分配。这时候，国家

对于私营工业的产品，绝大部分已经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使这类私营工业成为中级

形式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抗美援朝期间和１９５３年开始

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加工定货数量的增加，由于商业部门在加工定货工作中存在某些盲目

性，全国若干行业的工厂，包括国营的和私营的，都曾经盲目地扩充设备。１９５４年某些产

品加工定货相对减少以后，若干行业就发生生产任务不足、开工不足的现象。同时，在开

工不足的行业中，有过一段时间对公私工厂的原料和生产任务的分配不够适当，即公私合

营和私营的工厂分得少些，因而私营工厂中的某些行业就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种情况

已经有所改善。

根据国家的统筹兼顾的方针，对于公私工业的生产正在进行统一安排。对原料和定

货的分配，国营工厂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分得多些，但同时必须适当地照顾公私合营和私

营的工厂，使它们能够维持生产。因为只有维持私营工厂的生产，才有利于巩固工人阶级

的统一和团结，也有利于保持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中必要的经济联盟，同时有

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顺利进行。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计划的时候，

必须把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纳入计划，合理地加以利用。同时，中央和地方都

将设立专门机构，协同有关工业部，来分工管理公私合营和私营的工厂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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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筹兼顾的方针，国家采取逐行逐业并在原行业中全国安排的办法，来进行对私

营工业的改造。这种办法，不是在一个行业中只安排几家工厂，而是把这一行业的所有私

营工厂统一加以安排。例如：凡有条件实行公私合营的，就进行公私合营；目前还没有条

件合营的，就尽可能地进行加工定货，或由国家收购它们的产品；中小工厂需要和可以联

营合并的，就鼓励资本家采取以大带小的办法，逐步地联营合并，为接受公私合营创造条

件；对于那些确实没有改造条件而必须淘汰的工厂，就帮助它们安排职工，淘汰企业。随

着上述各种安排，有步骤地发展公私合营。

对于私营工业我们应该积极地实行公私合营，但又必须稳步前进，防止冒进。必须作

好一切准备工作，使合营以后，生产管理的水平能够提高，防止无人负责、生产下降的现

象。

在有盈利的私营企业中，应该依照法令规定让资本家得到适当的一部分利润；在公私

合营企业中，也应该让私股得到法令规定的利益。但同时必须对那些重犯行贿、偷工减

料、盗窃国家资财、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所谓“五毒”行为的不法资本家，对那

些抗拒国家领导、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破坏企业的不法资本家，给以应得的处分。

第三，资本主义商业改造的部署问题。

私营商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批发商，一类是零售商。我们对于这两类私商应该

采取下列的处理办法。

原来批发商的绝大部分都是拥有较多资金、雇用较多职工的资本家。如果让批发商

掌握市场的货源，他们都必须唯利是图，进行各种投机囤积的活动，而有害于国计民生。

因此，必须由国营商业来掌握主要商品批发的业务。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３年上半年，国家对于

主要农产品的收购和主要工业品的加工定货、大量收购，批发商的业务已经逐渐缩小。

１９５３年下半年到现在，国家对粮食、油料、棉花、布匹实行了统购统销，对绝大部分工业品

从出厂到零售，一般不让批发商掌握货源，这样，就使许多供不应求的商品避免了批发商

的投机囤积。国家对于已经没有货源的批发商，或则让他们经营二批发，或则正由国营商

业部门录用其从业人员。有些商品，国家没有经营或者只经营一部分的，仍让批发商继续

经营。国家将使这一部分现在还能经营的批发商，逐步地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批发

商。

零售商是私商中的绝大部分。在零售商中，除商业资本家以外，大多数是店员和不雇

店员的小商小贩，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出卖产品的手工业者，还有一部分是饮食业和服务业

中的人员。零售商的业务在近年同解放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自从国家对于

绝大部分工业品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和主要农产品由合作社收购以后，零售商中的大

多数，不论是坐商或摊贩，他们的货源只能依靠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的批发，因此他

们的业务大体上已经是为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进行代销、经销。

在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１９５３年冬季以来，由于某些地方的国营商业特别是合

作社营商业的零售营业额增加得快了一些，使私营零售商的营业额下降得多了一些。现

在已经加以调整。国家为了维持私营零售商，维持城市和农村的小商小贩，无论在城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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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镇，凡属国营、合作社营商业的零售额增加得太多了的，已暂时停止前进或者适当后退；

在集镇上，合作社营业也已适当减少零售，多做批发，并用代销、经销形式把小商小贩组织

起来。同时，各个城市集镇，将根据当地情况，按照行业定出一个既能够稳定市场物价、又

能够维持私商经营的关于零售额方面的公私比重，并尽可能地使这种公私比重稳定一个

时期，以便有可能对私营商业的从业人员作适当安排，并便于逐行逐业地对私营商业实行

社会主义的改造。

第四，资本家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接受改造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私营工商业在生产上和经营上遇着某些困难是难于完全避

免的。在国家的统筹兼顾和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全面安排的方针下，工商业资本家应该努

力克服困难，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遵守国家计划，积极整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准备条

件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几年来，在工商业资本家中，出现了一批能够爱国守法、对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采取

积极态度、并起带头作用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国家是表示欢迎和重视他们的。但另一方

面，仍有一些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抱着消极态度，其中有些人还在进行宪法所禁止的

“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非法行为，用更巧妙的方法重

犯“五毒”；有些人甚至抗拒或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像这类人，就应该受到舆论的指责和

法律的制裁。

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各种复杂的形式，是工

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实行经济联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同时必须看

到，这也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以为不经过斗争就能够改造的看法，是不符合社

会发展的历史和实际情况的，因此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根据宪法规定，在过渡时期，依照

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并让守法的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

得到法令所规定的利润；同时，对那些违法的资本家，则必须给以应得的处罚。不雇职工

的私营零售商，虽然他们是自己劳动的人，我们对他们应该加以团结，但是他们所参加的

是商品流转中的劳动，同时他们是私有者，所以很容易转变成为投机者。因此，对于他们

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必须经过一定程度和一定形式的斗争。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了：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需要同资本家思想的改造结合进行。

我们鼓励资本家努力学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各项政策，努力改造自己，遵守国家

法律，积极地拥护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

（五）关于保证市场的稳定问题

保证市场的稳定，是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必要条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关于保证市场稳定的措施是这样规定的：

一、继续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增加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

二、随着工业农业的生产的发展，相应地发展城乡和内外的物资交流，扩大商品的流

通；

三、对供应不足的某些主要的工业农业产品，在努力增产的基础上逐步地实施计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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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在１９５０年初就把市场物价稳定下来，

这是同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和国家掌握巨大的物资后备力量这类措施相联系的。由于国

家财政的收支平衡，所以就能够稳定币值，因而也就能够稳定物价。由于国家有巨大的物

资后备力量，所以就能够供应市场上所需要的物资，因而也就能够同私商的囤积居奇、投

机倒把作斗争。这种市场稳定，是我国在经济恢复时期的一个重大的成就。这个成就对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显著的作用。毫无疑义，我们在有计划的经

济建设时期，必须继续巩固这个成就。

发展城乡和内外的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并巩

固工农的联盟，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努力增加生

产，开辟货源，来继续贯彻这个政策。根据五年计划的规定，公私商业出售给人民日常消

费的各种主要商品，将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增长。就几种主要的日常消费品来看，１９５７年

比１９５２年将有如下的增长比例：粮食增长 １３３％，猪肉增长 ５７％，食用植物油增长

６５９％，水产品增长７０１％，食盐增长３４３％，食粮增长１２２９％，棉布增长５５１％，针织

品增长 １０５３％，胶鞋增长 ６９８％，煤油增长 １４３５％，机制纸增长 ８９２％，卷烟增长

８７％。这些主要的日常消费品增长的比例，按照通常的情况来说，是不算低的，中国历史

上从来也没有过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有这样高的增长比例。

但是，由于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人民购买力的迅速提高，同时由于国家投资建设的

许多工业企业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够更多地增加商品量，而且目前农业原料增产进度比

较缓慢的情况也不可免地使某些轻工业品的大量增产受到相当的限制，所以在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内，人民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将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而农村购买力的增长

速度将比城市购买力的增长速度还要来得快些。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现象在一个时期内

是很难避免的。

在１９５４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同志的发言里已经详

细地说明了粮食、食油、肉类、布疋等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民购买力增长

的速度超过了这些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而不是像有些人所怀疑的那样，认为是消费品

生产量的减少，或者是因为出口多了。

我们认为市场上某些消费品的供不应求的现象是不应该让它自流地发展下去的，必

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消费品的供应量的增加，只能在发展工业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实现。因此，

解决某些消费品供不应求的问题，根本的道路是发展工业农业生产，这是全国人民的任

务，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任务。

为着继续保持市场的稳定，除努力增加生产外，国家必须分别主要商品生产的不同情

况，逐步地推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以便有计划地掌握货源和组织供应，严厉地

同投机商作斗争，不让私商有操纵市场的可能。

国家在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开始实行了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随后对食用植物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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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在１９５４年９月，又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

购和计划供应。在这两年内，国家也扩大了对工业品的加工定货和收购包销，扩大了对其

他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措施，无论对于商品生产者或广大消费者都是

有利无害的，仅仅对于投机者不利，因为他们无法投机倒把了。这种措施，对于国家实现

五年计划，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保证，是符合于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当然，这个

政策的实施，将要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几万万人民的生活习惯，并改组市场供销关系，这

样一项巨大的改革，在开始实行的几年内，工作中是很难不发生缺点的。但是必须看到，

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

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国家已经在１９５５年春季开始采用了“定产、定购、

定销”的办法，确定全国计划收购的总数今后３年不变。最近，鉴于城乡销量有些过宽或

供应不当的情况，制定了改进粮食供应的具体办法，坚决压缩销量，以便有可能适当减少

购量，并储备一些粮食。这些办法不仅使得国家能够掌握必要数量的粮食，保证国家对人

民的粮食供应，而且将能够进一步地提高农民的增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对

于改善城乡关系，加强工业同农业的结合，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团结，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我们必须说服工人阶级和其他缺粮人民，说服一切粮食消费者，尽量地节约粮食，减

少国家的供应，使得国家有可能减少收购的数量，以提高农民特别是中农的生产积极性。

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曾经有过一些人采取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

有些人藉口我们在这个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而否认这个政策实施的重大成就。他

们看不见一般情况是好的这个事实。当然，这些都是错误的。

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好处何在呢？农民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回答。最近

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梁希先生从浙江农村视察回来说，绍兴新鉴乡的农民指出

了１２个好处，这些就是：“支援工业好，支援解放台湾好，支援灾区人民好，稳定物价好，促

进互助合作好，增加生产发展生产好，节约粮食减少浪费好，削弱资本主义好，银行优待储

蓄好，改善生活好，合理供应好，节约工夫好。”我们把这些好处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支援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这就是说，保证城市、集镇和工矿区共有９０００多万

人对粮食的需要，保证几百万国防部队和公安部队对粮食的需要。大家知道，农民是不愿

意反革命复辟的，是希望解放台湾的，而要避免反革命复辟，要解放台湾，没有工业建设和

国防建设是不行的。因此，支援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同时也就是保卫农民自己的利益，

农民是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的。

第二，使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买卖不受投机商人的操纵，避免生产者和消费者受

投机商人的买贱卖贵的剥削。如果不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私商就要操纵粮食市场，

大发横财，而整个国内市场物价的稳定就要被破坏，资本主义和农村阶级分化就要发展，

成千成万的农民就要破产，工人群众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就要恶化。显然，农民和其他广大

的人民群众，也是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的。

第三，促进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盐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这就是说，保证贫农、

农村的手工业者和其他缺粮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保证技术作物区的农民和牧民、林民、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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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盐民、船民等非农业劳动者对粮食的需要，使他们能够按照合理的价格得到粮食，因而

能够安心地从事生产。

第四，保证灾区人民对粮食的需要这一点上，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起了

很大的作用。像１９５４年我国大片地区遇到百年来未有的洪水灾害，如果国家没有实行这

样的粮食政策，灾区人民的生活和灾区生产的恢复是不堪设想的。灾区人民认为人民政

府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好政府，这一点是很可以理解的。

第五，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打击了投机商人，打击了富农，就是说，打击了农

村的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削弱了资本主义在农民中的影响，也削弱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

自发倾向，因而促进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发展。

由此可见，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

实，对于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是有重大作用的，这是国家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

大的措施。经验证明，这个政策是完全必要和必须坚决地贯彻的，但是收购和供应的具体

办法，应该不断改善，克服缺点，巩固成绩。

尽可能地充分供应和优先供应农民以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农民卖

粮所得的钱能够用来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这对于粮食收购计划的顺利完成是有密切关

系的；同时，这对于减轻农村购买力所加给粮食供应方面的压力，也有重要的作用。所以，

１９５３年，在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同时，国家就确定了“城市和农村都需要的工业品，应

该优先地供应农村”的方针。两年来，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部门对这个方针的贯彻，是有成

绩的，但也存在着缺点。这主要是供应不及时，供应的品种不尽合需要。农民的需要是具

体的，多样性的，各地都不同的。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部门必须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和

农民的不同习惯等情况，认真地改善对农村的工业品的供应。

（六）关于培养建设干部问题

科学技术人才的缺乏，显然是我们前进中的一个巨大的困难。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

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大量的忠实于祖国、忠实

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培养熟练工人，以及各方面的专门

人才。

五年内，我们培养建设干部的工作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即一方面是调整、扩充、新建

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另一方面是利用企业和机关的有利条件，开办各种业余学校和

训练班。

全国解放以来，国家对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积极地进行了调整和扩充，并进行了

新院校的建设，学生人数有了迅速的增加。五年内，高等教育以发展高等工科学校和综合

大学的理科为重点，同时适当地发展农林、师范、医药和其他各类学校，到１９５７年，我国将

共有高等学校２０８所。中等专业教育的重点也是培养工业和农业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

部。

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培养建设干部，今后应该着重提高质量，同时兼顾数

量，使提高质量和增加数量正确地结合起来。那种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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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设显然是不利的。现在各高等工业学校已经感觉到学生的数量增加过快，而学习

的质量过低，厂矿方面也已经普遍地要求提高技术干部的培养质量。今后必须努力地注

意学生质量的问题，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适当地增加数量，使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在政

治上是可靠的，在业务上能够相当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同时身体是健康的。当然，学

生质量也只能够逐步地提高，要积极地创造提高的条件，不能够一下子要求过高过急，也

不能够强求一律，但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例如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最低限度的条件，应

当是政治上可靠，身体能够坚持学习，学业上能够跟得上班。达不到这些最低限度的条

件，是不能够或者很难培养出有用的建设人才来的。根据这样的方针，高等教育部已重新

修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并且决定将高等工业学校在两三

年内逐步地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逐步地取消两年或三年毕业的专修科；对中等技术学校

则决定积极地加以整顿，提高质量，并适当地扩大。同时，决定深入地研究各种专业的招

生比例，使学校的各种专业培养计划，能够同各业务部门的需要互相适应。

今后关于培养建设干部的计划，应该特别重视业余教育的计划。国家应该大量地同

时是逐步地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使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技术教育的在职干部，能够有

机会逐步地系统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水平。在规模比较大的厂矿中或工矿地

区，今后也应该逐步地普遍地设立正规的工人业余学校，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来不断

地提高工人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过去我们的教育领导机关和工会对于工人的业余教

育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任其自流，许多业余学校由于得不到领导，得不到适当的师资和

教材而不能够提高。今后必须改正这个缺点，把培养在职的工人职员作为培养建设干部

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适应在全国范围内经济建设的需要，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工业学校过分地集中

在沿海城市的状况，在今后的发展计划中，应该逐步地加以改变。在沿海城市中，今后一

般地不应该再新建和大规模地扩建高等学校。内地的高等学校应该按照合理的部署，逐

步地建设起来。

在积极地培养干部的同时，各级国家机关和各企业部门应该十分重视现有科学技术

人员的合理使用问题。有许多工业生产单位，基本建设单位，以及其他经济单位和经济领

导机关，对现有科学技术人员，还没有合理地分配和使用，或者把一些有专门技术的人放

在其他岗位，或者虽然放在适当的岗位而不能发挥他们的专长和作用。一般说来，现有技

术人员的分配，放在上层和管理部门的是多了些，同时，有些企业部门和厂矿对他们的创

造发明和合理建议支持不力。应该认识，任何一分技术力量的浪费，都是对国家建设的一

个损失。利用某些藉口，而把许多有专门技术的人长时期地放在不适当的工作岗位，使他

们无法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国家，这种现象决不容许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

意在工作中不断地提高科学技术人员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他们建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观念，能够服从国家建设需要而不怕任何艰难困苦。

（七）关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问题

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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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水平。

全国解放以来，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是逐步地提高的。在

恢复时期的三年中，由于物价的稳定，就业人数的增加，工资的提高，农村中土地制度的改

革，城乡人民的收入都有增加，人民的物质生活相当地改善了，文化生活也随着活跃起来

了。少数民族人民由于政府对他们实行了扶助生产和发展贸易的政策，安定了社会的秩

序，同时加强了文化和卫生的工作及其他有关措施，生活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五年

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和措施，如像我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已经说过的那样，又将使全国人民

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新的提高。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关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的指标，是我国目前可

能实现的限度。我们不否认，我国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人民需要的

满足决定于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于社会所拥有的现有物质资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

建立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我国工业农业的生产是逐年发展的，但目

前生产的水平还是很低的；我国工业和运输业中的劳动生产率逐年都有提高，但劳动生产

率的水平也还是不高的。我们要发展生产，并使生产的发展保持经常的高速度，为改善人

民生活建立物质基础，就必须扩大重工业和其他各种事业的建设，这就不能把生产发展和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果实都用来改善生活，而必须把适当的部分作为资金，用来满足国家建

设的需要。放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用必要的财力来保证国家建设，以便建立人

民生活改善的物质基础好呢？还是减少和推迟建设，而不合理地随便增加工资或者随意

开销好呢？我们认为，从全国人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来考虑，应该首先用必要的财力来保

证国家的建设，同时按照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来提高生活水平。因为建设的目的就是为

了将来能够提高生活水平；没有今天的刻苦建设，就不可能有将来更加幸福的生活。那种

认为可以不经过刻苦的建设而希望一下子把人民生活提得很高的想法和做法，是纯粹的

幻想，是错误的。

当然，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应该随时随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那种对人民生活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

注意解决那些必须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要把人民当前利

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在保证国家建设的前提下，适当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五年计划

规定的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指标和措施，必须尽可能地保证实现，使我国

各族人民群众真正体验到国家建设的必要和对每个人的切身利害关系，从而更加积极地

创造性地参加国家建设。

人们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可否比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指标更多地增加日常消费品的

生产量，来更多地供应人民的需要？我们认为应该努力增产，也应该努力增加供应量。但

是应该看到，由于就业人数还会增加，农民购买力还会提高，过去对这些消费品消费得少

的人都可能要增加消费量，而全国人口有６万万之多，因此，实际上每个人平均所能增加

的消费量暂时还是有限的。我们当然应该继续努力去发掘可能的生产潜力，忽视这种努

力是不对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工业原料的增产是暂时受着一定的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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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或者用农业原料制成的消费品的大量增产，只能在大规模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大

规模地使用机器开荒之后。

人们也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可否增加文化教育事业的设施，来适应人民在这方面越

来越多的需要？我们认为应该采取更多的办法来适当地处理这个问题。我国的文化教育

事业的各种指标，在１９５２年已经超过了解放以前的最高水平，在这个基础上，五年计划又

规定了进一步发展的指标。但是，由于人民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某些文化教育

的设施就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的需要，如像小学不能完全适应学龄儿童入学的要求，中学

不能完全适应小学毕业生升学的要求等等。为着处理这个问题，国家除了继续有计划地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外，提倡由人民来自办某些文化教育事业，如小学校、农民业余学校、

业余剧团等；这些文化教育事业，国家将在工作上给以指导，并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以人力、

财力、物力方面的援助。同时，各地方各机关、各企业都应该尽可能地举办各种补习班、夜

校、函授学校等等，而使那些不能升学的青年在劳动生产中继续提高文化水平。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是一种稳步前进的提高，人民的幸福要靠人民自己的辛勤

劳动去取得。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经过６万万人克勤克俭的劳动，在进行几个五年计划大

大地提高我国的生产力之后，就有可能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这是我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的康庄大道，其他的捷径是没有的。

（八）关于厉行节约问题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五年计划。建设重

工业，必须长期地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这种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是要依靠我国内部积

累来取得的。因此，必须实行极严格的节约制度，消除一切多余的开支和不适当的非生产

的开支，不能容许任何微小的浪费，以便积聚一切可能的资金，用来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

需要，并增加国家必要的后备力量。

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曾经说过：“规定极严格节省的办法，积蓄

为资助我国工业化所必需的经费，———这就是我们为达到建立重工业和实现五年计划目

的所应走的道路。”苏联走过的这条道路，也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走的道路。目前我国的国

民经济，比苏联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要落后，我国建设资金的积累也就会比当时

的苏联还要困难。厉行节约以积累建设资金，对我国就更加重要，更加迫切。因此，我们

就非学习苏联人民当时节衣缩食刻苦建设的精神不可，就非继续发扬我国人民克勤克俭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可。

几年来，随着国家机关工作效率的不断提高，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的不断改善，我们逐

年地降低了建筑安装、生产、运输交通的成本和商品流转费用。这样就增加了国家建设资

金的积累，减少了国家建设资金的浪费。这些成绩，无疑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是，我们

不应该否认，目前我们有些方面、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企业仍存在着很严重的浪费现

象。有相当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忘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不了解在人民

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仍需要我们长期的自我牺牲的努力，因而时常地破

坏了国家的节约制度，破坏了经济核算制。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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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文中指出：“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

为着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必须更加认真地执行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指示，

有效地建立各种节约制度，真正地学会用节约的方法来管理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而在各

个方面同一切的浪费现象作无情的斗争。

首先，我们必须大大地削减非生产性建设的支出。几年来在非生产性的建设中，铺张

浪费的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

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中央六个工业部在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４年的非生产性的投资占全

部投资的２１６％，但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部门的非生产性投资只占全部投资

的１４５％。在１９５４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的投资占２４３％。我们必须改

变这种不合理的投资比例。

在非生产性的房屋建筑中，由于忽视“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

盲目地追求所谓“民族形式”，讲究豪华装饰，大量地采用贵重的或特殊的材料，造成了惊

人的浪费。单就“大屋顶”来说，北京市内各机关建筑的３９座房屋即因此浪费了５４０万

元。被人称为“地质宫”的长春地质学院校舍是一个很出名的豪华建筑，该院是利用伪满

未建成的皇宫基础建设的，因为搞了好多不必要的装饰，每平方公尺造价为２２０元，加上

原有基础的造价则达３００元，超过国家规定造价１２５元的１４０％。有些职工宿舍的造价也

过高，例如鞍山钢铁公司在１９５３年修建的职工宿舍１５万平方公尺，单位造价高达１６３

元。

过分地增加装饰的结果，不但会使建筑物的造价大大增加，而且会使使用面积大大减

少。北京有一个建筑物的主楼，每平方公尺的造价达２９３元，而使用面积只占４４％。鞍钢

设计大楼的造价高达 ２４０元（比预算增高 ６０％，共浪费 １３８万元），但使用面积还不到

５０％。这些追求形式的豪华建筑，同时也无例外地都忽视了使用者的需要和利益，例如有

一个疗养院的洗衣房，单位造价高达３４６元，安装上洗衣机后空隙太小，工人操作很不方

便；其厨房面积４５０平方公尺，单位造价高达２７５元，却无处存放米面。

建筑了豪华的房子，就必须相应地购置豪华的室内设备，因之购置地毯、沙发等高级

奢侈品的风气也随着发展。

所有这类豪华的非生产性的建设，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

设方针不相符合的。

很显然，削减上述这些非生产性建设的支出和克服其他的浪费，这将节约出一笔很大

的资金。

第二，我们必须大大地降低生产性建设的成本。

有些工业建设单位不按照建设程序办事，不弄清情况，不进行有系统的准备工作，甚

至建设方案尚未确定，就盲目备料，仓促施工，因而普遍地发生了浪费资金、积压器材的严

重现象。例如有一个钢铁厂的改建工程，就是浪费的典型之一。当这个厂的改建规模还

没有确定的时候，就开始了设计，设计没有作出，就进行施工，施工开始后，设计又经常发

生重大的修改，致使施工图纸不能及时交付，或交了又作废，有些图纸交的先后和施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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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颠倒，有的图纸注明“仅供参考”，都不能作为施工的依据。由于边设计、边施工，设计

不断改变，施工计划也不断被打乱，这就造成有时窝工，有时赶工，而设备、材料就被积压。

在这种情况下，工程进度想快反慢。该厂的建设工程还才开始，１９５４年完成的工作量还

不到原定计划的一半，仅窝工开支就有２００万元，积压材料就达７００多万元。这种不作充

分准备、不作好设计而进行施工的教训，必须引起一切基本建设单位的深刻注意。

愈是重要的建设单位，浪费的可能性愈大。因为进行这些工程，常常是全国支援和不

惜工本的，人们注意的是希望它建成，常常忽视和原谅它的浪费。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到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底为止，共积压器材１０５７万元，各种浪费如材料报废，设备损坏，大材小

用，优材劣用，窝工，设计错误，以及管理不当等共计浪费６３０万元。

施工中的浪费，还表现在劳动组织得不好，机械设备的利用率低，建筑质量低，其结果

必然是劳动生产率低，建筑成本高。

很显然，降低生产性建设的成本，这也将节约出一笔很大的资金。

第三，我们必须大大地加强各生产部门、运输交通部门和商业部门的经济核算制。

我们有许多企业的产品质量是很不好的，废品是很多的。例如第一机械工业部有些

厂，由于技术掌握不住，产品质量低劣，造成生产中大量返修和报废，１９５４年全年的铸件

废品率为１２５％（苏联的铸铁废品率为５％），报废的生铁达２００００多吨，连同加工中的废

品，全年共损失２０００多万元。

１９５５年第一季度内，许多产品质量不好，特别是重工业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企

业的产品质量不好的现象较为普遍。在重工业部所属企业的产品中，第一季度生产的生

铁，由于含硫过多而不合规格的达４６３２吨；鞍钢生产的大型钢和桥梁钢，由于化学成分不

合要求而有３０％不合规格；玻璃的生产，所有企业都没有完成一级品率的指标。在第一

机械工业部所属企业的产品中，例如大连工矿车辆厂第一季度生产的５０吨敞车３２２辆

中，由于性能达不到设计的要求，有９０％需要返工重修。特别是沈阳第二机床厂，该厂生

产的３８０台钻床，由于违反应有的试制程序，性能达不到设计的要求，全部需要返修，仅零

件报废一项，即损失１２０万元，以致从１９５４年９月起到１９５５年第一季度为止，都没有能

够出产成品。犁铲的生产，由于犁铲的曲线不合要求，淬火后硬度达不到标准，致有４０％

的产品是废品。在纺织产品中，纺织工业部第一季度内棉布和印染布的正品率计划都没

有完成。轻工业部所属企业的某些产品，例如胶鞋、食糖等质量不稳定或下降的情况，也

都比过去严重。

我们有许多企业因为管理不善而浪费了很多资财。例如哈尔滨食品公司１９５４年一

年中发生的浪费事件就有５０多次，有账可查的浪费数字就达５７万元之多。１９５４年这个

公司的畜产加工厂共亏损８０多万元，但究竟浪费损失多少，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

在报上曾经发表过一个材料，商业部所属的一些企业在１９５４年曾经因为管理不善，

单是死猪和臭蛋就值８００万元。

我们还有很多企业，其中非生产人员过多，机构臃肿。例如本溪钢铁公司的生产工人

只占职工总数的５６％，管理机构人员约占职工总数的１／４。这类的例子是不少的。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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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调查：石景山钢铁厂、石景山发电厂、清河制呢厂三个单位，可以减

少３６００多人，占三个单位职工总数的１／４。

很显然，加强各经济部门的经济核算制，从而减少浪费，减少废品，降低消耗定额，降

低成本和流通费用，减少非生产人员，这也将节约出一笔很大的资金。

第四，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缩减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费。

几年来，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费，在国家整个支出中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但是，一

直到现在，我们有许多国家机关还是人浮于事，人员太多，而且有的机关还在盲目地招收

人员，这样就使得行政管理费难于更大地削减下来。根据精简机构、紧缩编制、调整干部

的方针，现在已经决定从中央各机关起，开始整编的工作，有计划地从中央各机关中调出

一批干部以加强下层和基层的生产单位。地方各级机关，也应该有步骤地来进行这种整

编的工作。事实证明：凡属人员过多的机关，在减少一些人之后，非但不会减弱工作，而且

会工作得更好一些。以后各机关需要增加的人员，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而且应该尽可能

地在原有的机关人员中进行调整。国家应该制定法令，规定所有公务人员（企业职工也在

内）都必须遵守政府调动工作的命令。这样才可以合理地使用人力，节省国家的财力。

至于许多国家机关还存在的许多铺张浪费的现象，那是必须立即禁止的。

很显然，在精简机构和杜绝国家机关的许多铺张浪费的现象以后，这又将节约出一笔

很大的资金。

总之，今后国家必须在各方面建立一系列的节约制度和节约办法，规定哪些是允许做

的，哪些是不允许做的。凡是那些不允许做的，如果做了，就是犯法。

国务院规定：在今后三年内，生产性建设的建筑安装的造价，应该以原计划至少节约

１０％；各种非生产性建设的造价，应该比原计划至少节约５０％。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不

论生产性建设或非生产建设的成本，每年还应该力求降低２％到３％，或者更多些。这样，

就将至少为国家节约２０亿元。这一笔资金，如用之于工业建设，就可以建设一个年产１５０

万吨钢铁的冶金企业，或３０个５万千瓦规模的电站，或五个年产１５０００辆拖拉机的工厂；

如用之于铁路建设，则可以新建铁路３０００公里以上；如用之于农业建设，则可以开荒４０００

万亩到５０００万亩。由此可知，厉行节约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起何等重大的作

用。

为着厉行全面的节约，必须严厉地批判各种反对节约、助长浪费的思想。

一、必须批判那种“百废俱兴”的想法。因为所谓“百废俱兴”，就曾使建设失去重点，

而且因为把资金分散在过多的工程里面，结果将使工程建设的时间拖得太久，不能迅速地

发挥投资的效果。

二、必须批判那种认为“既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则其他非生产性的建设和福利

设施也就必须现代化”的想法。因为生活现代化应该先要有工业现代化的基础，还没有工

业化的基础和农业的现代化，而过早地要求生活现代化，实际上就会推迟工业现代化。

三、必须批判那种在预算上“宽打窄用”的想法。因为既然允许宽打，就一定不能窄

用，宽打只能是宽用，结果就必然造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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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必须批判那种认为“建设经验不够，工作经验不够，浪费一点不可避免”的想法。

因为主管工作的本人有了这种想法，那么浪费就一定不可避免。

五、必须批判那种把浪费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孤立起来看，而把浪费当作“小事情”的

想法。现在这样的“小事情”，在任何一个工厂、企业，任何一个机关、学校，都是存在的，

因为这叫做“小事情”，就天天熟视无睹。但是任何一项小的浪费，如果不加纠正，推算到

整个部门、到全国，推算到１年、５年、１０年、２０年，那就没有一项不是巨大的浪费。我们

只有这样去观察“小事情”，才不致熟视无睹地继续浪费，才知道纠正这种“小事情”是大

有必要，需要立即动手的。

克服上述的一系列的错误思想，是开展节约运动的条件。

国家必须加强财政监督，来保证节约制度的实施。不但财政部门要加强财政监察机

构，各个企业部门和行政、军事部门也都要建立自己的财政监察机构。任何机关、任何人，

都必须遵守财政制度，服从财政监察。任何机关、任何人，在浪费问题上，都不应该原谅自

己，或者原谅旁人，或者用彼此原谅来代替彼此间的监督和检查。

节约运动必须是全民的运动。全国人民首先是全体职工都要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

各个企业和机关的节约资金、反对浪费、监督财务的斗争。

（九）关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同我国建设的关系

现在我来说一说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援助同我国建设的关系。

大家知道，我国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地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同苏联

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分不开的，特别是同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苏联帮助我国设计

的１５６个工业建设单位，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

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援助是全面的和系统的。苏联援助我们建设的１５６个工业单位，

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

转，供应新种类产品的技术资料，一直到指导新产品的制造等等，总之是从头到尾全面地

给予援助。苏联提供的设计，广泛地采用了最新的技术成就，苏联给我们的设备，都是第

一流的、最先进的。为着帮助我们，伟大的苏联工人阶级用最高的劳动热情力求更快地和

最好地制造我们所需要的设备，伟大的苏联政府优先地把最好的设备供应我们。苏联政

府和我国政府还签订了科学技术协定，通过这个协定，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帮助也是很

大的。苏联政府主动地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我国以科学、技术和

工业上的帮助，并同我国签订了和平使用原子能的协定。

苏联在繁忙的共产主义建设中抽出了大批的专家来帮助我们。他们给我们介绍了苏

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具体地帮助我们进行各项经济工作。所有苏联派来我国的

专家，不仅具有精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

神和忘我的劳动态度。他们在我国工业、农业、林业、水利、铁路、交通、邮电、建筑、地质、

教育、卫生以及其他各个部门中，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合作方面，忠诚无私地、毫无保留地

将他们的经验、知识和技能贡献出来，他们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当作他们自己

的事业一样看待。苏联专家们那种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已经成为我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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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成就，是同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

苏联用了很大的力量，帮助我国培养技术人才。苏联接受了我国大量的留学生和实

习生，并且给予学习和实习的各种方便的条件，这对于我们掌握工业的近代技术、保证新

建企业的开工生产以及提高我们的科学水平，是至关重要的。来我国的苏联专家，在培养

我国的技术人才方面，也有很多的贡献。

苏联政府给了我国重大的财政援助，以最优惠的条件陆续地贷款给我们，并且在两国

之间的贸易关系上使我们得到廉价的技术装备和器材。这种贷款和贸易上的利益，也就

帮助了我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帮助了我国的工业建设。

由此可见，我国现在的建设所以能够有这样大的规模，有这样快的速度，有这样高的

技术水平，并且还能够避免许多错误，苏联的援助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除了苏联的援助以外，我国的建设还得到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人民民主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援助。同时，蒙古、保加利亚和阿

尔巴尼亚等人民民主国家同我国也有经济上的合作。

英雄的朝鲜人民和英雄的越南人民，他们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在全世界的

和平民主的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斗争，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也有着巨大的意

义。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特别是对苏联的伟大的、长期

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为着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

必须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联盟和友好合作，以促进

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的共同高涨，增强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

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了两年。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４年两年计划执行的情况，基本

上是好的，虽然在工作上、计划上暴露了若干错误和缺点。

在工业农业总产值方面：１９５３年比 １９５２年增长 １４４％，１９５４年又比 １９５３年增长

９４％。两年平均每年增长１１９％，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平均每年增长８６％的速度。

在基本建设方面：两年来基本建设计划，每年都接近完成。没有全部完成计划的原因

是：设计所需要的基础资料的收集工作延迟了，设计工作赶不上，图纸、材料、设备不能按

时供应，缺乏按照进度所需的切实的施工计划，施工现场还不够正规化，还有相当混乱的

现象。

两年实际完成的投资额（即工作量），占五年投资总额的３２％。两年中投入生产的限

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有１３６个，新增生产能力举其重要的来说，有：钢４２７０００吨，电５３

万千瓦，煤１３００万吨，水泥６５万吨，纱锭７０万枚，纸４万吨，汽车轮胎１６万条，糖１０９０００

吨。两年中新建铁路铺轨１４００多公里，其中集宁到二连的铁路和黎塘到湛江的铁路已经

铺轨完成；新建公路６６００多公里，其中主要的是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两年中完成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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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水利工程有：淮河流域的三河节制闸和薄山水库，永定河的官厅水库和河北省的独流减

河工程等。淮河流域的佛子岭水库也已基本完工。它们在１９５４年防御特大洪水的时候

起了显著作用。两年中由国家建筑的各种房屋面积约７８００余万平方公尺。

在工业生产方面：两个年度计划都超额完成，１９５４年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５２年增长了

５３７％；重要产品的产量都有显著增长，如铁增长５６％，钢增长６５％，发电增长５１％，煤增

长２６％，水泥增长６１％，木材增长１１１％，棉布增长３７％。两年国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已

提高２９％，产品成本已降低９６％。两年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变化：第一是现代工业在工业

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６７％上升到１９５４年的３３％；第二是国营、合

作社营、公私合营的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由１９５２年的６１％上升到

１９５４年的７５１％。

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１９５３年许多地区的春旱秋涝和１９５４年许多地区遇到了特大

的洪水，影响到两年农业生产都没有完成计划。但１９５４年的粮食产量，就全国范围来说，

比１９５２年仍增长了３４％，糖料、油料、烟叶等技术作物在两年中一般都有增加，只是棉花

减产了。两年中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很大的发展，１９５４年底已发展到将近５０万个，为今

后农业增产和农业合作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运输交通方面：两年铁路的货物周转量增长５５％，旅客周转量增长４５％；沿海和内

河轮驳船的货物周转量增长８５％；公路汽车货物周转量增长１７５％；民航和邮电的业务也

有相当发展。

在商业方面：１９５４年社会零售总额，比１９５２年大约增长４１７％。国营商业和合作社

营商业在国内商业批发中所占的比重，由１９５２年的６３％上升到１９５４年的８９％；在社会

零售中所占的比重，已由１９５２年的３４％上升到１９５４年的５８％。

在文化教育和保健方面：１９５４年比１９５２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增长３３％，普通

中学在校学生人数增长４４％，小学两年来着重整顿巩固，在校学生人数也有增长。１９５４

年比１９５２年医院病床增长３４％。

两年来，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的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国家机关的工人职员总数

共增加大约３００万人，除去由私营转入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的工人职员，实增约２００万

人；全国工资总额共增长５６％，工人职员平均工资以货币计算增长１４％。农民从农业和

副业所得到的收入，两年增长约７％。

以上情况说明，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４年的年度计划，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指导

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已经胜利地实现。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种

指标，是完全有可能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曾经一再无耻地散布谎言，说中国没有可能

实现工业化，或者说五年计划已经失败。但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而且

将继续用灿烂的事实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不但有力量完成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而

且有力量完成更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当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那一方面的任务，都是很艰巨的。后三年的任务要

比前两年更为艰巨。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５７年，基本建设要完成五年投资总额的６８％，许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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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技术复杂的工厂、矿山、铁路、水利的工程要同时开工；工业总产值要在１９５４年的基

数上增长２９％，许多技术复杂的新种类产品要试制成功和大量生产；农业生产的任务是

很紧张的，以１９５４年为基数，粮食产量要增长１３７％，即增产４６６亿斤，棉花产量要增长

５３５％，即增产１１４０万担；铁路货物周转量要在１９５４年基数上增长３０％，公路汽车和水

路的运输任务也很繁重；根据社会购买力估算，社会商品零售额要比１９５４年增长２７％。

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方面的工作任务，在后３年也是很艰巨的。对农业、手工业和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要求更加深入和细致，并且应该根据统筹兼顾

的方针，对私营经济加以统一安排。以上种种，说明后３年是五年计划中最关重要的年

份，只有完满地做好后３年的工作，才能全部完成五年计划。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原来生产力薄弱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工作，是

不能够不遇到困难的。我们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在过去的两年多中，我们已经克服了

许多困难，完成了许多艰巨复杂的工作任务，但今后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工作任务也

将更艰巨更复杂。我们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技术人才、设备供应同建设需要的矛盾而发生

的困难，农业落后于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发生的困难，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各种经济

成分统筹安排的困难。面对着这些困难，我们必须最合理地和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

财力，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和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克服。对于国内外敌人，我们必须随时

地保持充分的警惕，战胜他们的破坏和反抗。同时，由于我们的计划工作经验缺乏和统计

资料不全，这就不能不影响到计划的准确性。因此，在计划执行过程中，我们必须随时注

意计划工作和实际的发展情况相结合，从而根据实际的经验，根据广大群众的创造性的经

验，来不断地使计划能够比较准确和比较完善。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

定意义的纲领。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使我们在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道路上

得到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全国人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

下，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全部实现五年计划

而奋斗。

在实现五年计划的斗争中，全国工人阶级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

率和降低成本，具有首要的意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努力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政

治觉悟、技术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展开劳动竞赛，巩固劳动纪律，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

使广大的工人职员成为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而斗争的积极战士。

大家知道：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不仅是工业的计划，同时是农业和其他所有经济

部门的计划。因此，所有的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的工人职员

以及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的劳动，所有的国营农场职工、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个体农

民、牧民和渔民的劳动，所有的国家经济工作部门，包括工业、农业、林业、水利、铁道、交

通、邮电、商业、粮食、财政、金融各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劳动，都是完成五年计划所必须

互相配合而不可少的劳动，都是光荣的劳动。正是因为这样，不但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

业和国营农场的工人职员，负有完成五年计划为他们规定的指标的责任，而且公私合营和

５５６



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

私营企业的工人职员以及一切从业人员，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手

工业工人，国家经济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同样负有完成五年计划为他们规定的任务的

责任。只有全国人民群众都完成生产任务，才能全部完满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

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部门，工人和农民是全国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工

农联盟是我国人民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基础，加强和巩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

是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工农联盟这个基

本的社会力量，来充分地发挥我国经济上一切可能的潜在力量，同时准备必要的后备力

量，以便使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得到可靠的保证。

大家又知道：我们在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方面的一切经济工作，并不是孤立地

进行的，它们必须有教育、文化、卫生、司法、监察、公安、民政、外交、国防等项工作的配合。

因此，所有在这些方面服务的人员的劳动，包括文化卫生事业中一部分自由职业者的劳

动，也都是五年计划中必不可少的劳动，也都是光荣的劳动。认真地做好他们自己的工

作，也就是完成五年计划中他们所应当担负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担负着保卫祖国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的重大的责任。

几年以来，在工业、农业、运输交通、商业等经济战线上出现了许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在文化和教育的战线上也出现了许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各个行政工作部门

也有许多模范工作者，这是我们国家的荣誉。所有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都应该进一

步地发挥自己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在群众中起带头作

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团结和带领着广大群众，为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

在实现五年计划的斗争中，科学、技术工作者担负着重大的责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迫切要求科学和技术，没有科学和技术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不论在哪一部门工作

的科学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都应该不断地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加强

理论同实际的联系，注意研究工作同生产工作的联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科

学和技术的作用，把每个人的智慧贡献给国家和人民。

青年和妇女都应该积极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青年们应该锻炼身体，学

习文化和科学知识，养成劳动习惯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做好工作，为建设和保卫祖国服务。

妇女们也应该提高政治觉悟，提高生产和工作的能力，积极地参加国家建设事业。

五年计划同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都有密切的关系。五年计划要求国内各民族更巩

固地团结起来，要求国内各民族加强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和合作。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应该积极地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事业，共同

努力来建设我们的祖国。同时，按宪法的规定来实现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努力发展少数

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加强医疗卫生工作，汉族人民必须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给

各兄弟民族以真心诚意的帮助，以逐步地改善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各少数民族的社

会主义改造，应该根据本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尊重人民自己的意愿。

由于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存在着联盟

的关系。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还有重要的作用。工商业资本家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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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计划中的责任，就是应该服从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接受工人群众的

监督，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老老实实地服从国家计划，做好国家委托的任务，接受

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他们就能够正确地发挥他们在五年计划中的应有作用，而对五年计

划作出一定的贡献。

华侨是爱国的，他们希望祖国的繁荣和强盛。国家应该注意保护华侨正当的权利和

利益，同时，华侨也应该进一步地团结起来，积极地支持和参与祖国的建设事业。

要完满地完成五年计划，不但必须有全国范围的方针、政策、步骤的统一领导，而且必

须有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和党组织的具体措施，来实现计划规定的当地任务特别是关于农

业生产的任务。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和党组织不仅必须负责管理地方的各种经济事业和文

化教育事业，而且必须管理自己管辖区域内属于中央的工厂、矿山、基本建设工地、经济企

业、文化机关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检查这些企业和机关对于国家计划的执行程度，监

督和帮助它们完成计划。散在各地的中央所属的企业、机关必须服从地方国家机关和党

组织的领导，在它们当中如果有不服从地方领导的倾向，那就必须进行严肃的斗争加以纠

正。国务院所属的各部必须充分地依靠地方领导机关的积极性，来实现国家的计划。

为了胜利地向前推进我们的事业，一切共产党员，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切企

业部门的工作干部，都应该进一步地改进工作作风，努力克服工作中的各种缺点和错误。

毫无疑问，我们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的，是积极努力地去完成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委托的工作任务的，是能够联系群众和进行

自我批评的。但并不能否认，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由于满足于已

有的成绩，已经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不愿揭露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他们不能深入下层进行具体领导，而是采取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方法来进行一般化的领

导，对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和国家的财产不负责任。甚至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了达到个

人的目的，夸大自己的工作成绩，隐瞒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包庇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

很明显，如果我们不同这些不良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五年计

划就不能胜利实现。因此，党和国家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忠

诚老实地履行对党和国家的责任，以身作则，勤俭刻苦，努力钻研业务，提高政治水平，深

入下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情况，具体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揭露和克服工作中

的缺点和错误，督促和帮助所属单位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

我们已经开始了巨大规模的建设，我们的经验不够，我们的技术水平不高，如果我们

不认真地学习经济工作和其他有关的工作，我们就不能顺利地完成五年计划。我们应该

一方面在生产和工作中学习，总结自己的经验，提高自己的能力，一方面吸收世界上一切

先进的知识，合理地运用到生产和工作中去。我们要向所有的兄弟国家学习，特别是要向

苏联学习，向苏联专家学习。人们经常谈论着对于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援助的感谢。由

于苏联和各兄弟国家伟大的无私的援助，人们这种感谢心情是完全自然的。但是感谢苏

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最好的办法，不是别的，是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是学会

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专家在建设中所教给我们的知识，来全部实现国家的五年计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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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现在的建设比之当年苏联的条件有利得多，因为苏联曾经单独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包

围中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们却已经有了经验很多、技术很高的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援助。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来进行学习，以便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把我国的建设经

验和科学技术提高到应有的水平。

我们必须学会做经验工作，同时必须做好政治工作，经常地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列

宁主义，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切担负领导工作的干

部，都应该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批判资产阶级的

思想，不断地提高理论水平，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

实现五年计划，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五年计划的完全实现，

将使我国的工业和全部国民经济有巨大的发展，将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大大增加，

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很大缩小。这也就是说，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将更加巩固。所有这些，全国人民和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都将为之

欢欣鼓舞。可是人民的胜利就是人民的敌人的失败，就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卖国集团、一

切敌视人民的分子的反革命复辟企图的失败。人民的敌人是决不愿意自己失败的，他们

必然千方百计地来破坏我们的五年计划。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正在进一步对

我们进行战争的威胁；隐藏在大陆上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残余分子经常进行各种破坏活

动；一些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来煽动群众；某些不法资本

家也在采取各种手段对社会主义改造进行抵抗。所有这些都说明，人民的敌人将采取各

种方法来破坏五年计划，而实现五年计划是一种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全国人民必须时

时刻刻地提高政治的警惕性，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击破国内外敌人和反动分子对

于五年计划任何形式的破坏。曾经有不少的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于暗藏

的敌人的破坏活动，麻痹大意，对于反革命分子所造成的各种事故，熟视无睹，这种倾向是

很危险的，必须立即纠正。最近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是全国人民在同反革命阴谋

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是全国人民团结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始终保持着巩固的牢不可破的

团结。特别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揭露了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党就更

加团结和更加巩固了。高岗、饶漱石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反对高

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斗争，是一次保卫共产党、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共产主义的斗

争。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伟大胜

利。这个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一致，并将进一步地巩固这种团结。当然，中国共

产党为着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将继续提高警惕，注意和粉碎国内外敌人的阴谋诡计，同

一切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纠正某些共产党员骄傲自满的情绪，更

加团结一致地和更加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任务而斗争。

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的时候曾经指示，“我们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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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

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

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团结，巩

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同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的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地加

强同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以进一步地加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

我国也将进一步地加强同亚洲、非洲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友好合作。根据有名的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我国已经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关系。我国愿意根

据同样的原则，同世界上任何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扩大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只要这

些国家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就是保障本国的独

立、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

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参加一切为缓和国际局势而进行的斗争。世

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自由的运动，在实际上援助了我国的建设。凡是爱好和平、

民主和自由的人民，当然是必须互相援助的。

各位代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它将开始改变我国百年来经济

落后的历史，把我国向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推进一步。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

重大的，我们的经验又不够，我们必须勤勤恳恳地做工作，同时又必须具有像过去那样不

怕困难、百折不回、争取革命胜利的精神。我们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国家

对内对外的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一切爱

国人士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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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

绪言

第一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第二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分配和生产指标

　第一节　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

　第二节　生产、运输、商品流通的基本指标

第三章　工业

　第一节　工业的基本建设

（一）工业基本建设计划是五年计划的中心

（二）工业的地区分布和新工业基地的建设

（三）地质工作

（四）实现工业基本建设计划的必要措施

　第二节　工业的生产

（一）主要工业品的产量

（二）实现工业生产计划的必要措施

　第三节　重工业

（一）钢铁工业

（二）有色金属工业

（三）电力工业

（四）煤矿工业

（五）石油工业

（六）机器制造工业

（七）化学工业

（八）建筑材料工业

（九）木材工业

　第四节　轻工业

（一）纺织工业

（二）食品工业

（三）医药工业

（四）造纸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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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轻工业

　第五节　地方工业

（一）地方工业发展的方针

（二）地方国营工业

（三）供销合作社加工工业

　第六节　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

（一）公私合营工业

（二）私营工业

　第七节　手工业

第四章　农业

　第一节　农业

（一）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

（二）主要农作物的产量

（三）发展农业的道路

（四）实现农业生产计划的措施

　第二节　畜牧业和水产业

（一）繁殖牲畜

（二）增产水产物

　第三节　水利建设

　第四节　林业建设

　第五节　气象建设

第五章　运输和邮电

　第一节　运输和邮电的发展计划

（一）在运输和邮电部门中的投资分配

（二）主要运输部门的运输量

（三）保证完成运输计划的主要措施

　第二节　铁路

（一）加强和改造现有铁路

（二）建筑新的铁路

（三）加强勘测和设计的工作

　第三节　水运

　第四节　公路

　第五节　民用航空

　第六节　邮电

第六章　商业

　第一节　国内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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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商品零售流通额

（二）稳定市场的措施

　第二节　对外贸易

　第三节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的经营管理

（一）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的经营额

（二）统一商业工作的领导

（三）改进业务

　第四节　私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

第七章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计划指标

　第一节　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二节　降低成本

（一）在工业、运输和商品流通方面

（二）在基本建设方面

第八章　培养建设干部，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第一节　培养干部

（一）高等教育

（二）中等专业教育

（三）留学生和出国实习生

　第二节　培养熟练工人

　第三节　科学研究工作

第九章　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第一节　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一）工人职员人数的增加

（二）工人职员工资和福利的增长

（三）农民生活的改善

（四）人民保健事业的发展

　第二节　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

（一）普通学校教育

（二）干部和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

（三）出版和发行

（四）广播

（五）文学艺术

（六）电影

（七）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

（八）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

第十章　地方计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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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绪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五三年开始伟大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命脉归国家掌握，就使得我们有

可能根据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来有计划地发展和改造国民经济，以便逐步地把我国由落

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

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劳动战线上的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全国人

民在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进行“三反”“五反”等各个战线上的胜利，依

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所实行的正确的经济政策的领导，同

时还由于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援，我国在一九五二年底结束了国民经济的

恢复阶段，工业和农业的主要产品的产量，除个别的以外，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运

输和邮电有了相应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在平衡财政收支和稳定物价这些方面所取得的重

大成就，对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显著的作用。

在１９５２年，我国工业农业的总产值（按１９５２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此１９４９年增长

了７７５％，其中现代工业增长了１７８６％，农业（包括农村副业）增长了４８５％。作为国

家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在工业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１９４９年的

１７％上升到１９５２年的２６７％。工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

合作化手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农村副业的手工业的产值）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所

占的比重，由１９４９年的２９∶７１变为１９５２年的３９７∶６０３。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

社营①和公私合营的工业所占的比重，已由１９４９年的３６７％上升到１９５２年的６１％；私人

资本主义工业的总产值虽有增加，但所占比重则由１９４９年的６３３％下降到１９５２年的

３９％。在农业中，１９５２年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已发展到占农户总数的４０％，并组织了３６４４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在国内商业批发中的比重达到６３２％，在

社会零售中的比重达到３４％；对外贸易已由国家管制。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

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随着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已经在恢复时期大大

地加强起来，因而也就为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开辟了道路，并需要我们着手制定发展国民经

济的长期计划。

我国曾经是一个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经济是很落

后的。在解放前，我国生铁在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不过１８０多万吨，钢不过９０多万吨，②

并且没有制造主要生产工具的机器制造工业。１９５２年恢复阶段终结的时候，虽然生铁和

３６６

①
②
这个本子所说的合作社营工业都是指的供销合作社经营的工业，没有包括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内。

这里所指的我国解放前生铁和钢的最高年产量，是１９４３年产量，其中包括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下的东
北的生铁和钢的产量。在国民党统治区，生铁的产量只有２０万吨左右，钢的产量只有４万多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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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数字，但生铁也还只有１９０万吨，钢只有１３５万吨。鉴于我国
经济这种极端落后的情况，我们必须实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来提高我国生产

力的水平。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

国家的富强。”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在于求得

建立巩固的国防、满足人民需要和对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

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并首先集中力量进

行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１５６个工业单位的建设①，而在这个主要基础上来继续利用、限制
和改造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保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我国现在还存在着下列的事实：第一，小农经济在农业经济中还占有绝对的优势。这

种小农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是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相矛盾的，必须逐步地以

合作化的农业代替分散的个体的小农业。同时，个体手工业在城市和乡村中都有很大的

数量，必须逐步地把它引向合作化的道路。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有相当

大的比重。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日益暴露出它同生产力的增长相矛盾，资本主义经

济的无政府状态同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相对立的，必须逐步地以全民所有制代

替资本家的所有制。因此，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包括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在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下，对

各种经济成分的安排采取统筹兼顾的政策。　　　　
为着把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情

况并参照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曾经着重地注意以下一些问题。第一，在优先发

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力求使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

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避免彼此脱节。第二，力求使建设计划同资金积累的程度（即

投资力量）相适应，并适当地估计到技术力量。第三，使地方的计划同中央各部的计划结

合起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首先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同时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第四，在建设中采取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和积极地着手创设新的工业基

地———这两个方面互相结合的步骤，逐步地改变过去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并使经济

建设的布局适应于国防安全的条件。第五，照顾到积累资金和改善人民生活两个方面，即

要注意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国家建设，为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立物质基础；同时

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减少失业现象。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原来生产力薄弱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工作，是不

能够不遇到困难的。我们的工作将是十分紧张的。因为我国原来的技术落后，这就必须

充分地估计到技术人才、设备供应同建设需要的矛盾而发生的困难。因为农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的复杂任务需要长时间才能够解决，这就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

业的迅速发展而发生的困难。面对着这些困难，我们必须最合理地和最有效地利用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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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１５６个工业建设单位，其中包括黄河三门峡水力枢纽工程；这１５６个单位在第一个五年
内开始建设的是１４５个单位，在第二个五年内进行建设的是１１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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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和财力，找寻适当的办法，而加以克服。同时，由于我们的计划工作经验缺乏和统计

资料不全，这就不能不影响到计划的准确性。因此，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随时

地注意计划工作同实际的发展情况相结合，从而根据实际的经验，根据广大群众的创造性

的经验，来不断地使计划能够比较准确和比较完善。认真地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先

进经验，将使我们少犯一些错误。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援，是我国进行有计划的经

济建设的重要的有利条件。

实现五年计划，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人民的敌人将采取各

种方法来破坏五年计划。全国人民必须时时刻刻地提高政治的警惕性，肃清一切暗藏的

反革命分子，击破国内国外敌人对于五年计划任何形式的破坏活动。

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我国获得伟大人民革命胜

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我国继续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基础。为着运用和加强人

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来有计划地发展和改造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不断

地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第一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

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

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个过渡时期的总任务，需要经过一

个相当长的时间，除了恢复时期的三年以外，大概还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即大概需要

三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根据这个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１５６个建设单位

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①的６９４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

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

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这是中国共

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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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为着便于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设单位，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

额。凡一个建设单位，不论其为新建、改建或恢复，它的全部投资额大于限额者，即是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小于限额

者，即是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例如，在工业中，各类工业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规定如下：钢铁工业、汽车制造工

业、拖拉机制造工业、船舶制造工业、机车车辆制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１０００万元；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工业
的投资限额为６００万元；电站、输电线路和变电所、煤炭采掘工业、石油开采工业、石油加工工业、除交通机械以外的机
器制造工业、汽车和船舶的修配工业、纺织（包括印染）工业的投资限额为５００万元；橡胶工业、造纸工业、制糖工业、卷
烟工业、医药工业的投资限额为４００万元；陶瓷工业、除制糖以外的食品工业、其他各项轻工业的投资限额为３００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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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纲领。

围绕着这些基本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以下各项具体任务：

一、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

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

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这些都是我国重工业的新建设。这些新建设的逐步

完成，将使我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物质基础上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原来面貌。

二、随着重工业的建设，相应地建设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建设为农业服务的新的

中小型的工业企业，以便适应城乡人民对日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三、在建设新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地和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潜

在的生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任务的完成，主要地还是

依靠原有的企业。

四、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联合中农，采用说服、示范和

国家援助的方法，推动农业生产的合作运动，以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

形式来初步地改造小农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对农业进行初步的技术改良，提高单位面积的

产量，同时也发挥单干农民潜在的生产力量，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开垦荒地，加强

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以保证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和棉花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逐

步地克服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

注意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广泛地开展关于保持水土的工作。

促进畜牧业和水产业的发展，增加农业特产品的生产。

五、随着国民经济的高涨，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主要是铁路的建设，同时发展

内河和海上的运输，扩大公路、民用航空和邮电事业的建设。

六、在国家的统筹安排的方针下，按照个体手工业、个体运输业和独立小商业等不同

行业的情况，分别地用不同的合作形式把它们逐步地组织起来，使它们能够有效地为国家

和社会的需要服务。

七、继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正确地利用资本主义经

济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对它们逐步地

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地扩展公私合营的企业，加强对私营工业产

品的加工、定货和收购的工作，并稳步地和分别地使私营商业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

执行代销、经销等业务。

八、保证市场的稳定。继续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增加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随着

工业农业的生产的发展，相应地发展城乡和内外的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对生产增长

赶不上需要增长的某些主要的工业农业产品，在努力增产的基础上逐步地实施计划收购

和计划供应的政策。

九、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积极地培养为国家建设特别

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人才。

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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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

化生活。

十二、继续加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互助和合作，促进各少数民族的经济

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胜利地完成由上述任务所规定的各种指标，不仅将使我国的

国民经济有巨大的发展，现代工业在工业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有显著的增长，而且将

变更各种社会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即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会有很大的增长，

而其他经济成分则相应地缩小其原来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

政权和工农联盟将因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增长而更加巩固起来。

第二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
分配和生产指标

根据上述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关于生产、运输和商品流

通的基本指标，作如下的规定。

第一节　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

为着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五年内国家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支出

总数为１６４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拨款为７４１３亿元，由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各省市动员的

内部资金为２５１亿元），其分配和百分比如下：

工业部门为３１３２亿元，占４０９％；

农业、水利和林业部门为６１亿元，８％；

运输和邮电部门为８９９亿元，占１１７％；

贸易、银行和物质储备部门为２１６亿元，占２８％；

文化、教育和卫生部门为１４２７亿元，占１８６％；

城市公用事业为２１２亿元，占２８％；

各经济部门的流动资金为６９亿元，占９％；

各经济部门的大修理费用为３６亿元，占４７％；

其他经济支出为１１８亿元，占１５％。

在以上的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支出总数中，各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４２７４

亿元，占支出总数的５５８％。此外，还有地质勘察费１６４亿元，勘察设计费７亿元，为

１９５８年和以后年度建设所需的器材储备费１１２亿元，各经济部门的准备金１５４亿元，军

垦费３亿元，合计为５３亿元；这些费用，在逐年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都将按照各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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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项目，用于基本建设方面。将这些费用和各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４２７４亿元加
在一起，则国家五年内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总投资①，即占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支出

总数的６２７％。支出总数的其他３７３％，除作为各经济部门的流动资金和大修理费用
外，将分别地用作新种类产品试制费、技术组织措施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中等专业学

校经费、专业干部训练费、经济部门和文化教育部门的事业费以及城市公用事业的维护

费。

各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４２７４亿元，其分配和百分比如下：
工业部门为２４８５亿元，占５８２％；
农业、水利和林业部门为３２６亿元，占７６％；
运输和邮电部门为８２１亿元，占１９２％；
贸易、银行和物质储备部门为１２８亿元，占３％；
文化、教育和卫生部门为３０８亿元，占７２％；
城市公用事业建设为１６亿元，占３７％；
其他为４６亿元，占１１％。
从上列的经济事业、文化教育事业支出总数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比例，很明显地可

以看出，分配的重点都是工业，特别是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上列

工业部门基本建设的投资，再加上中央各工业部以外的其他各部的有关工业基本建设的

投资１７７亿元，那么，五年内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就将共有２６６２亿元。除此以外，公私合
营工业的公积金中，将有一部分投入工业基本建设，私营企业也将有一些资金投入工业基

本建设。

上列工业基本建设投资２６６２亿元，按管理部门划分，其分配情况如下列：
重工业部为６４９亿元，占２４４％；
燃料工业各部为６７９亿元，占２５５％；
机械工业各部为６９３亿元，占２６％；
纺织工业部为１１６亿元，占４４％；
轻工业部为６９亿元，占２６％；
地质部为２亿元，占０８％；
建筑工程部（包括地方建筑企业）为６９亿元，占２６％；
地方工业为１９亿元，占７１％；
中央各工业部以外的其他各部的工业（包括林业部的木材工业，商业部、粮食部的加

工工业，铁道部和交通部的机车、车辆、船舶的修配工业和建筑业，文化部的电影工业，等

等）为１７７亿元，占６６％。
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８８８％；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

８６６

① 基本建设投资，是指为着增加国民经济中固定资产所用的资金。基本建设投资包括：（一）各种建筑工程的费

用；（二）购置各种设备和工具、器具的费用；（三）安装设备的费用；（四）直接为基本建设工程服务的地质勘察、设计、

科学试验研究的费用，建设单位在竣工后生产所需的干部培养费用，以及补偿在建筑场地上原有住户迁移所需的费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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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占１１２％①。投资的比例关系必须根据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来决定，而在每个

发展时期中，这种比例关系的具体规定，又应该照顾到当时的具体条件。我国第一个五年

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特别大，这是因为我国需要积极地扩大重工业的基础以促进

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我国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业，在现在又还有相当大的潜在力量，

并且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可以作重要的补充，因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轻重工业的投

资比例的规定是合适的。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还不可能广泛地实现机械化，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和林业建设也还不能全面展开，所以五年内国家对农业、水利、林业方面的投资还只有

２６８亿元②。但是加上国家对农业、水利、林业各部门的其他支出２８４亿元③，国家拨出

的军垦费３亿元，农村救灾费１０６亿元，以及五年内国家增加的农业贷款１５２亿元（随

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国家还准备适当地增加农业的贷款），则国家在五年内直接和

间接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支出将共达８４亿元。同时，据初步估算，五年内农民自己用于

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总额约为１００亿元④。这样，五年内用于发展农业的全部资金就将有

１８４亿元左右。除此以外，由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也还可以吸收大量游资投入农业

生产。

五年内，全国经济各部门和文化教育各部门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有１６００个，限额

以下的建设单位在６０００个以上。

五年内，中央３１个部（包括经济各部和文化教育各部），由于投资而开始利用的新增

固定资产，共为２９８０８亿元，新增固定资产占该３１个部五年投资总额的８４５％。在新增

的固定资产中，生产性的固定资产占５６４％，流通性的固定资产占２５８％，消费性的固定

资产占１７８％⑤。

第二节　生产、运输、商品流通的基本指标

各经济部门的增产比率是不一致的，把１９５７年同１９５２年比较，情形将如下列：

９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按制造生产资料工业和制造消费资料工业来划分的工业投资，其范围只包括工业企业建设中直接用于生产

和辅助生产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和机器设备、工具、器具购置等工业性的投资，而不包括工业企业建设中用于造林、

防洪、铁路专用线、科学试验研究及一切文化、福利设施等的非工业性的投资。

这里所列的农业、水利、林业方面的投资２６８亿元，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即：从农业、水利、林业各部门的基本
建设投资３２６亿元中，扣除了林业部的木材工业投资等约８亿元，加上了工业和其他各部对农业、水利、林业的投资
约２２亿元。

这里所列的国家对农业、水利、林业各部门的其他支出２８４亿元，是从农业、水利、林业各部门的支出总数６１
亿元中，扣除了农业、水利、林业各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３２６亿元以后所余下的数字。

五年内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总额，是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和农民的生产资料

购买力的增长速度，估算了农民在生产资料方面（包括农具、役畜、建筑房屋用材料、种子、肥料、饲料、农药）的支出，在

这些支出中，扣除农民的农具、役畜、房屋的折旧费和为农业的简单再生产所消耗的种子、肥料、饲料、农药的价值而得

出的数字。按照这样估算的结果，五年内农民的投资总额共为１００亿元左右，其中用于增加固定资产的资金约为６０
亿元左右，用于增加流动资产的资金约为４０亿元左右。

国民经济的固定资产，就其经济用途可以划分为生产性、流通性和消费性三大类。生产性固定资产包括生产

资料工业、消费品工业、农业和建筑业的固定资产；流通性固定资产包括运输业、商业和其他各种流通过程的固定资

产；消费性固定资产包括住宅、公用事业、文化教育和艺术事业、保健事业、行政管理机关的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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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合作化手工业、个体手工业

和农村副业的手工业的产值）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７０１亿元到１９５７年将增加为５３５６亿元，增

长９８３％，平均每年递增１４７％。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递增１７８％，消费资料

的生产平均每年递增１２４％。

手工业总产值（包括合作化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农村副业的手工业的

产值）由１９５２年的７３１亿元到１９５７年将增加为１１７７亿元，即增长６０９％，平均每年递

增９９％。其中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值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５亿元到１９５７年将增加为３１９

亿元，即增长１１９倍，平均每年递增６７％。

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由１９５２年的４８３９亿元到１９５７年将增加为５９６６亿元，即增

长２３３％，平均每年递增４３％。以产量说，粮食由１９５２年年产３２７８３亿斤到１９５７年年

产３８５６２亿斤，即增长１７６％，平均每年递增３３％；棉花由１９５２年年产２６１亿斤到

１９５７年年产３２７亿斤，即增长２５４％，平均每年递增４６％。

把工业、手工业和农业合计，那么，１９５７年工业农业总产值将是１２４９９亿元，比１９５２

年的８２７１亿元增长５１１％，即平均每年递增８６％。

五年内，生产的发展将使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相当重要的变化，即现代

工业在工业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６７％上升到１９５７年的３６％。同时，在

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所占的比重也将发生一定的变化，即生产资料的产值

所占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３９７％上升到１９５７年的４５４％，消费资料的产值所占的比重

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６０３％下降为１９５７年的５４６％。

在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国营工业（包括国营的现代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速度是

较快的。国营工业产值在１９５７年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３０１％，即平均每年递增１８１％。因

此，把１９５７年同１９５２年比较，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私营各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

值中所占的比重将发生如下的变化：

国营工业将由５２８％上升为６１３％，合作社营工业将由３２％上升为４４％，公私合

营工业将由５％上升为２２１％，这３类工业产值合计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将由

６１％上升到８７８％。

另方面，私营工业产值１９５２年为１０５３亿元，除去其中将在五年内实现公私合营的

５１５亿元以外，还有５３８亿元；到１９５７年，私营工业的产值为６５６亿元，即比５３８亿元

增长２２％，但私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将由３９％下降为１２２％。

为着适应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运输和邮电方面，五年内铁路货物周转量将增长

１０１％；铁路旅客周转量将增长５９５％；内河货物周转量将增长３２１５％；沿海货物周转量

将增长１９０５％；公路汽车货物周转量将增长 ３７３５％；民用航空旅客周转量将增长

２７８５％；邮路总长度将增长４５２％。

在上述工业农业发展以及各种比重变化的基础上，１９５７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

１９５２年大约将增长的 ８０％左右，其中国营商业增长 １３３２％，合作社营商业增长

２３９５％。原有私营商业在五年内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将分别为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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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形式的小商业、私营商业这３部分，这３部分商业的零

售额，在五年内将有所增长。到１９５７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

业将占５４９％，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形式的小商

业将占２４０％，私营商业将占２１１％。

第三章　工　　业

第一节　工业的基本建设

（一）工业基本建设计划是五年计划的中心

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本建设的目的，是要把我国国民经济从技术极端落后的状况

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而为我国的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创造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为

此目的，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就要建立由现代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新的工业，同时要用现

代先进的技术来逐步地改造原有的工业。这种建设计划是我国五年计划的中心，而在苏

联援助下的１５６个单位的建设，又是工业建设计划的中心。这种基本建设代表着我国人

民的长远利益。

五年内，工业方面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包括苏联帮助设计的在五年内开始建设的

１４５个单位在内，共是６９４个；其中属于中央各工业部的是５７３个，属于中央其他各部的是

３９个，属于地方的是８２个。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是２３００个左右，其中属于中央各部的约

为９００个，属于地方的约为１４００个。

限额以上的６９４个建设单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建成的是４５５个，其中属于

苏联帮助设计的是４５个；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陆续建成的是２３９个，其中属于苏联帮

助设计的是１００个（包括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部分建成并投入生产的１８个在内）。

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一般都可以在五年内建成。

苏联帮助设计的单位在五年内的投资是１１０亿元，占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２４８５

亿元的４４３％。同时，直接配合这些建设单位的，还有１４３个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五年

内对这些建设单位的投资是１８亿元，占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２４８５亿元的７２％。两

项合计共占５１５％。这就是说，在第一个五年内我们是集中主要的投资来保证苏联帮助

设计的重点工程及其直接配合的工程的建设的。

在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上述两类工程的建设的时候，中央各工业部和各地方还必须用

适当的资金来改建现有的若干中小型的厂矿，并新建许多新的中小型的厂矿，例如中小型

的煤矿、发电厂和肥料制造厂等等。这类改建和新建的中小型厂矿，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

建设完工并投入生产，能够迅速地发挥投资效果并增加生产能力，不但对于满足社会的需

要有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于资金积累的增加以及支援和配合重点工程的建设，也都是不可

缺少的力量。那种只醉心于大型厂矿的建设而忽视对于中小型厂矿的利用和建设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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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很错误的。但是这类中小型厂矿的建设，必须是有计划的，而不是盲目的。各地方

在进行这类厂矿的建设的时候，中央各工业部应该给以帮助。

（二）工业的地区分布和新工业基地的建设

我国工业原来畸形地偏集于一方和沿海的状态，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是不合理的。

我们的工业基本建设的地区分布，必须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根据每个发展时期的条

件，依照下列原则，即：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

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地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提高落后

地区的经济水平。

为着改变原来工业地区分布的不合理状态，必须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而首先利用、改

建和扩建原有的工业基地，则是创造新工业基地的一种必要条件。

不论改建和扩建原有的工业基地或建设新的工业基地，企业地点的布置都应该避免

过分集中，应该适当地分开安排在具有一定距离的邻近的地带，大、中、小型的企业的建设

应该适当地互相配合。

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工业基本建设的地区分布作了下列的主要部署：

第一，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以加速工

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

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使这个基地能够更有能力地在技术上支援新工业地区的建设。

除了对于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作重大的改建以外，东北各工业区的原有工业，如抚顺、

阜新和鹤岗的煤矿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沈阳的机器制造工业，吉林的电力工业，也都将

在五年内加以改建。

第二，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地区的建设，以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

间在这些地区分别组成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和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两个新的工业

基地。

第三，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并积极地准备新工业基地建设的各种条件。

根据上列主要的工业基本建设的部署，那么，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到第

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我国就将有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中各地区的巨大工业

基地，这样也就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我国广大地区的经济生活。这种工业的地区分

布是建立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的，因此也就开始改变了过去工业分布的性质。

除了上述重工业分布的部署以外，五年计划对于轻工业（主要是纺织工业）的新建设

也作了比较合理的新部署，部分地改变轻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的现象，而移向于接近原料

产区和消费地区的内地。

根据内地的需要，应该逐步地把沿海城市的某些可能迁移的工业企业向内地迁移。

（三）地质工作

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它的勘探进度，资源供应的保证程度，是合理地分布生产力、建立

新工业基地、正确地规定工业建设计划的先决条件。应该大大地加强地质工作，赶上工业

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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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任务是：

第一，保证五年内开始新建企业的设计所必需的矿量。

第二，加强对某些从前没有发现或者很少发现的和目前特别缺乏的资源（例如石油）

以及在地区上不平衡的资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

第三，有计划地展开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并进行部分的区域地质测量等工作，保证

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量，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量准备资源条件。

第四，加强水力资源和综合流域开发的地质勘测工作，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要水利

工程和水力发电所需的地质资料，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水力资源做好准备工作。

五年内，计划探明可供设计的煤的矿产储量为２０２７亿吨，铁的矿产储量为２４７亿吨。

五年内，全国地质勘探的钻探工作总量为９２３万公尺。

为着能够切实地按进度完成上述勘探任务，必须加强地质工作的计划性和组织性，明

确分工，加强协作，并鼓励群众报矿。应该合理地使用和提高现有的技术人才，积极地培

养新的地质人才和勘测人才，加强地质的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地球物理探矿工作，并统一

大地地形测量等工作。

（四）实现工业基本建设计划的必要措施

工业基本建设，特别是重大工程的建设，规模巨大，技术复杂，进度紧张，而我们主观

的力量和经验又还很不够，虽然１５６个单位是由苏联帮助设计并供应成套设备，这对于保

证完成计划是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但我们的困难还是很多的，因此，必须加强对工业基

本建设的领导，学习和推广苏联的工业基本建设的先进经验，采取有效措施，用最大的努

力来保证工程的质量，降低工程成本，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第一，提高基本建设工作的计划性和组织性。按照首先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适当地

照顾必要的配合重点的工程和能够迅速地发挥投资效果增加生产能力的工程、以及尽可

能地扩大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比例———这些原则，来具体地安排工程项目，掌握工作量和工

程进度，研究定额，使地质勘察、设计、施工和设备材料的供应能够平衡和衔接，克服盲目

被动的现象。

第二，按照专业分工的原则，调整和继续充实设计机构，培养新的设计力量，加强对设

计工作的政治思想领导，广泛地采用先进的技术成就，提高设计工作的质量，并逐步地建

立设计的各种定额、标准和制度。

第三，根据适用和经济的原则，在提高设计工作的质量和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力

求降低工程造价。关于企业中的生产性的建设，必须根据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地降低建

筑标准和工程造价。

第四，加强新工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的工作。城市建设的标准要适合国家现在生产

力发展的水平。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应该同新工业企业的建设密切配合。

第五，在重要的新工业城市建立综合性的建筑企业，同时调整和提高现有的专业性的

建筑企业，以担负建筑任务。

第六，纯洁建筑企业的工人职员队伍，不断地对工人职员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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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觉悟和业务技术水平。

第七，在重点工程中，努力地推行工厂化的施工方法，尽可能地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和预制的配件，力求缩短施工时间，节约建筑材料。

第八，加强工业基本建设施工的管理工作：

（１）在各建筑企业和施工单位中，实行一长制和按生产区域管理制，以纠正无人负责

的现象。

（２）逐步地贯彻计划管理和推行作业计划；按照需要和可能，有重点地推行施工的机

械化和施工的常年作业；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防止窝工，消除破坏纪律的现象；注意施工

的安全。

（３）加强施工的技术指导，积极地推广工人职员群众的有效的先进的施工经验，鼓励

合理化建议，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工程质量。

第九，逐步地健全和贯彻经济核算制，厉行节约，同一切浪费现象作斗争。对基本建

设单位实行拨款监督，逐步地建立设计预算的管理制度，健全建设工程的验收制度。

第十，加强工业基本建设同运输、对外贸易、工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协作。

第十一，加强对于工业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的经常检查，以便帮助基本建设单位克

服缺点，改善工作。

建立和贯彻工程质量的检查制度。

第二节　工业的生产

（一）主要工业品的产量

随着原有企业和五年内陆续投入生产的新建、改建企业的产量的逐年增长，工业总产

值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７０１亿元到１９５７年将增加为５３５６亿元。

五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的增长如下列：

产　品　名　称 １９５２年产量 １９５７年
计划产量

１９５７年为１９５２
年的百分比

发电量 ７２６亿度（ 小时） １５９亿度（ 小时） ２１９

原煤 ６３５２８万吨 １１２９８５万吨 １７８

原油 ４３６万吨 ２７０２万吨 ４６２

生铁 １９０万吨 ４６７４万吨 ２４６

钢 １３５万吨 ４１２万吨 ３０６

钢材 １１１万吨 ３０４５万吨 ２７５

焦炭 ２８６万吨 ６６８５万吨 ２３３

烧碱（折合百分之百） ７９万吨 １５４万吨 １９４

纯碱 １９２万吨 ４７６万吨 ２４８

硫酸铵 １８１万吨 ５０４万吨 ２７８

硝酸铵 ７４８６吨 ４４０００吨 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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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　品　名　称 １９５２年产量 １９５７年
计划产量

１９５７年为１９５２
年的百分比

硫化氢 １６万吨 １８万吨 １１１

青徽素 １３３万瓶 ２９００万瓶 １８９２９

氯徽素 ——— ６０００公斤 ———

各种磺胺 ８０６１７公斤 ８４４０００公斤 １０４７

汽车外胎 ４１７万条 ７６万条 １８２

胶鞋 ６１６９万双 １０８３１万双 １７６

蒸汽锅炉（蒸发量） １２２２吨／时 ２７３４吨／时 ２２４

汽轮机（蒸汽透平） ——— ８４５００ １１９３

水轮机（水力透平） ６６６４ ７９５００ １１９３

内燃机 １５２８台 １０６３０台 ６９６

２７６万马力 ２６０２万马力 ９４２

发电机 ７４６台 ２９３８台 ３９４

２９７万 ２２７万 ７６５

电动机 ９１１４７台 １３５５１５台 １４９

６３９万 １０４８万 １６４

变压器 １１６７万千伏安 ２６１万千伏安 ２２４

金属切削机床① １３７３４台 １２７２０台 ９３

１６２９８吨 ２９２９２吨 １８０

双轮带铧犁 ０５万具 ６８９万具 １３６１１

谷类播种机 ３４４部 ３５３５０部 １０２７６

机车 ２０台 ２００台 １０００

客车 ６辆 ３００辆 ５０００

货车 ５７９２辆 ８５００辆 １４７

民用船舶 ８４艘 １３４７艘 １６０４

２１４８５排水量吨 １７９１１１排水量吨 ８３４

载重汽车 ——— ４０００辆 ———

自行车 ８万辆 ５５５万辆 ６９４

原木 １００２万立方公尺 ２０００万立方公尺 ２００

火柴 ９１１万件 １２７０万件 １３９

机制纸 ３７２万吨 ６５５万吨 １７６

水泥 ２８６万吨 ６００万吨 ２１０

平板玻璃 ２１３２万平方公尺 ４０００万平方公尺 １８８

棉纱 ３６１８万件 ５００万件 １３８

５７６

① １９５７年金属切削机床台数虽少于１９５２年，但吨数则较１９５２年增加８０％，而且技术提高，种类增加，普通的小
型机床减少，新式的较大型的机床增多，每台的切削能力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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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　品　名　称 １９５２年产量 １９５７年
计划产量

１９５７年为１９５２
年的百分比

棉布① １１１６３４万疋 １６３７２１万疋 １４７

麻袋 ６７３５万条 ６８００万条 １０１

食用植物油 ７２４万吨 １５５２万吨 ２１４

糖 ２４９万吨 ６８６万吨 ２７６

面粉 ２９９万吨 ４６７万吨 １５６

盐 ３４６万吨 ５９３２万吨 １７１

卷烟 ２６５万箱 ４７０万箱 １７７

　　上表所列棉纱、棉布、机制纸的产量中，都没有包括手工业生产的土纱、土布、土纸的

产量；在食用植物油、糖、盐的产量中，都没有包括个体手工业和合作化手工业所生产的食

用植物油、糖和盐的产量。手工业生产的土布、土纸、土糖、盐的产量的变化情况如下：

土布产量１９５２年约为２６２７万疋，１９５７年约为１５００万疋；

土纸产量１９５２年约为１６７万吨，１９５７年约为２３７万吨；

土糖产量１９５２年约为２０２万吨，１９５７年约为４１４万吨；

盐产量１９５２年约为１４８５万吨，１９５７年约为１６２２万吨。

从上列４６种工业产品的产量的计划数字，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快于消

费资料生产的增长。这是适合我国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要求的。

五年内，各工业部都将试制和生产大量的新种类产品。单就重工业、燃料工业、机械

工业和轻工业这些部门来说，在这个时期内，重要的新种类产品就约有３３５０种以上。这

些新种类产品的试制和生产，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

（二）实现工业生产计划的必要措施

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１４７％的速度；这种速度的规定是积极的，也是

可能的，必须努力完成并争取超过。

在五年内建成的新建和重大改建的限额以上的４５５个工业企业，对于提高我国在第

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业生产能力，保证工业生产发展的速度以及增加某些重要产品，都

有很大的作用。但按照全国的工业总产值大体计算，１９５７年比１９５２年新增加的产值中，

由原有企业所增产的约占７０％左右，由新建和重大改建的企业所增产的还只占３０％左

右。现有企业除供应新建企业以设备、材料并满足人民所需要的日用品外，还担负着为国

家积累资金和培养干部等重大任务。因此，除了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应该在保证工程质量

的前提下，按计划建设完成，并事先做好生产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提早投入生产外，必须

重视现有企业的生产工作，充分地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争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

为着完成工业生产的任务，必须采取如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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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７年棉布产量中，包括个体手工业和合作化手工业所生产的以机纺纱或部分机纺纱为原料的棉
布，不包括个体手工业和合作化手工业用土纱所织的土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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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力地提高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进一步地改善产品的质量和增加产品

的数量，切实地加强产品设计机构，积极地进行新种类产品的设计、试制和生产，以增加国

民经济所需要的产品种类，特别是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设备。

新种类产品的设计、试制和生产，应该列入年度计划，并加强管理和检查，保证其完成

第二，为着提高和保证工业产品的质量，应该逐步地制定国家统一的先进的技术标

准。

（１）设立国家管理技术标准的机关。

（２）中央各有关部门应该在它们的业务范围内规定产品的标准，并逐步地过渡到国

家标准。

（３）统一全国度量衡；建立量具和计器定期校正制度和统一的产品检验制度。

第三，加强生产中的协作，合理地利用和调整现有企业的设备；普遍地推行各企业之

间的合同和企业内部的联系合同，使各工业部门、各企业单位在生产中能够很好地相互配

合和相互衔接，提高工业的组织程度。

第四，经常地研究国家建设和社会的需要，逐步地统筹安排各种经济成分的工业的生

产，使生产能够适应具体需要的发展而有计划地进行。

第五，加强生产、原材料供应同产品销售相结合的计划性，逐步地按照产品的种类、产

品的规格和产品的地区进行平衡，努力克服供产销之间某些脱节的现象。

（１）加强国家对生产原料的计划分配工作，健全各部门的材料供应工作，保证重要产

品的原材料的及时供应；合理地和节省地使用原材料，组织废料回收，并努力地研究使用

代用品。

（２）各企业必须遵守国家的纪律和合同的规定，加强产品的检验工作，按时地供给合

乎质量标准的货品。

（３）加强国家的物资分配机构，有步骤地扩大国家统一分配的产品的范围；生产部门

应该配合商业部门加强销售工作，广泛地推行产销间的合同制度。

第六，进一步地提高企业管理的水平。

（１）健全各种责任制，克服生产中的无人负责的现象。

（２）加强计划管理，推行作业计划，逐步地克服生产中的不均衡的现象。

（３）加强技术工作的领导，统一和贯彻技术操作规程，以减少废品和次品，提高产品

质量。

（４）加强对各种技术经济定额的管理，推行先进的技术经济定额。

（５）加强设备的维护、检修和生产的安全措施，努力地避免发生人身和设备的事故。

（６）加强财务、成本的管理，加强财政纪律，努力地贯彻经济核算制，厉行节约，根除

一切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现象，不断地降低生产成本。

（７）推动管理工作落后的企业向先进的企业看齐。

第七，经常地注意提高广大工人职员群众的政治觉悟，充分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巩固劳动纪律，开展劳动竞赛，学习和推广苏联的先进经验，总结和推广我国改进技

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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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经验，有领导地鼓励关于改善技术、改善劳动组织和工作方法的合理化建议，来不断

地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这３个方面相互联系的工业企业生产的中

心问题。

第三节　重 工 业

（一）钢铁工业

解放以前，帝国主义垄断了我国的钢铁工业，掠夺了我国的钢铁资源，把大量的铁矿

石和生铁运往国外，造成了我国钢铁工业的极端落后的状态：不但钢铁的产量不多，而且

炼钢能力小于炼铁能力，炼铁能力又小于采矿能力，同时炼钢的技术很低，轧钢的设备很

旧，钢材的种类很少。解放以后，钢铁工业虽有发展，但远不能适应需要，许多重要的钢材

还不能生产。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集中较大的财力和人力来建设钢铁工业，以求能

够用较短的时间建立起我国工业化的基础。

五年内，钢铁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包括苏联帮助设计的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

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等在内共有１５个，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有天津钢厂、唐山钢厂等２３

个。

建设的主要部署如下：

鞍山原来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在鞍山附近地区蕴藏着大量的铁矿石和

炼焦煤、耐火砖的原料以及主要的冶炼溶剂，并且鞍山还具备着方便的交通条件。根据首

先利用原有工业基地以加速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来大大地扩展鞍

山钢铁企业的规模。１９４９年我们开始恢复和改造这个联合企业。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０年这８年时间内，将尽可能地利用苏联最新的技术成就来完成这个钢

铁联合企业各项主要工程的改建和新建。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华中地区开始建设的新的钢铁基地，包

头钢铁联合企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始建设的新的钢铁基地。根据

五年计划的要求，这两个联合企业都将建设世界上第一流的大高炉和大平炉，它们的第一

期工程预计于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６２年先后完成。

除鞍山、武汉、包头这３个钢铁基地以外，五年内将新建和改建４个优质钢厂，并将对

若干原有的中小型钢铁厂进行部分的改建，其中主要的是：重庆炼钢厂、天津钢厂和唐山

钢厂；同时，恢复和改建本溪钢铁公司、马鞍山铁厂、龙烟铁厂的高炉。这些工程将分别在

１９５７年以前陆续完成。

钢铁工业的发展，需要扩大耐火材料的生产。五年内，在东北、中南和华北等地区新

建４个耐火材料厂，改建二个耐火材料厂。

为着保证钢铁生产能力日益增长的需要，必须努力地进行钢铁原料基地的建设。五

年内除在东北地区积极地扩大铁矿的开采并扩大石灰石、白云石和耐火材料所需原料的

生产以外，配合武汉、包头两个钢铁基地的建设，将着手开采中南和华北地区的铁矿。

８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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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铁矿石的产量将为１９５２年的３６８％。为着供应钢铁工业所需要的锰金属，五年内

将建设二个锰矿企业。

由苏联帮助建设的鞍山、武汉、包头三个主要的钢铁联合企业，加上限额以上和限额

以下的其他新建、改建单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期间陆续建成后，到

１９６２年，就可以使我国的钢产量达到１０００万吨左右，而且将大大地增加钢材的产量和种

类。这些企业所生产的各种规格的型钢、钢板、钢管，可以基本上满足那时候国内制造机

车、船舶、汽车、拖拉机、飞机的需要；生产的每公尺３８公斤到６５公斤的钢轨，每年可以用

来铺设７０００公里的铁路。

上述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五年内新增的生产能力为：生铁２８０万吨，钢

２５３万吨，钢材１８３万吨。同时将增加产品的种类，并改善产品的质量。

五年计划对钢铁工业在生产上有如下要求：

（１）积极地扩大钢和钢材的新种类产品。

（２）提高优质钢在钢的总产量中的比重。

（３）努力地进行试验研究工作，改进产品的质量，使各种产品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

（４）提高钢铁原料、熔剂、耐火材料的生产，以配合钢铁生产的需要，特别要注意冶金

焦炭的生产。

１９５７年各种经济成分的钢铁生产量的大致情况如下：

在铁的总产量 ４６７４万吨中，中央国营占 ９１９％，达到 ４２９４万吨；地方国营占

５４％，达到２５１万吨；合作社营的土铁占０３％，达到１３万吨；公私合营占２０％，达到

９６万吨；私营占０４％，减为２万吨。

在钢的总产量４１２万吨中，中央国营占９０３％，达到３７１９万吨；地方国营占０６％，

达到２４万吨；公私合营占９１％，达到３７６万吨，私营减为０１万吨。

在钢材总产量 ３０４５万吨中，中央国营占 ８４２％，达到 ２５６４万吨；地方国营占

１２％，达到３５万吨；公私合营占１４１％，达到４３万吨；私营占０５％，减为１６万吨。

（二）有色金属工业

工业的发展，需要增加各种有色金属的生产，而有色金属工业又是我国重工业方面的

薄弱环节，因此，加强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的重要任务之

一。

五年内，有色金属工业建设的主要部署如下：

关于铜矿的建设。五年内主要是完成热河寿王坟铜矿的采矿、选矿工程和安徽铜官

山铜矿的采矿、选矿、冶炼的建设；积极地开始进行西北、西南地区两个铜的生产基地的建

设；同时将新建一个铜和铜合金加工厂。这些企业全部建成以后，将给铜的冶炼工业奠定

基础，我国铜的电解能力和压延能力就能够逐步地适应机器制造工业部门发展的需要。

铅锌方面，除充分地利用原有矿山提高采矿、选矿能力外，并准备西南铅、锌矿的建

设。

铝是现代工业不可缺少的金属，但我国过去没有铝工业的基础，因此，五年内必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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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完成由苏联帮助设计的抚顺制铝厂的建设。

对中南钨矿，先在资源好的矿山进行机械化的采矿、选矿的建设；对其他民营钨矿，稳

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地实行机械化生产。

五年内，开始进行云南个旧锡矿的改建。

五年内，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将继续进行建设。

有色金属工业应该注意下列各项：

（１）积极地进行资源勘探工作，注意勘察效果，为建设新的有色金属基地创造条件。

（２）加强试验研究工作，改进采矿、选矿、冶炼的方法，提高实收率，并研究共生的有

益金属的利用。

（３）注意有色金属的合理分配，建立严格的节约制度和回收制度，研究和提倡代用

品，并注意稀有金属的提取和利用。

（４）逐渐地统筹规划地方国营和私营的有色金属加工企业的生产，以适当地解决机

器工业的需要。

（５）地方经营的有色金属矿山，应该切实地改善生产技术，增加产量，并防止国家资

源遭到破坏。

五年内，由于现有的有色金属厂矿生产潜力的充分发挥，以及新的厂矿的投入生产，

有色金属的产量将有相当数量的增加。１９５７年同１９５２年比较，铜的产量将增长０７倍，

铅将增长２３倍，锌将增长２１倍，钨精矿将增长０５倍，锡将增长０８倍。同时，将增加

一项重要新种类产品即铝的生产。

主要有色金属产品的产量在１９５７年几乎都将为中央国营和地方国营的企业所生产。

（三）电力工业

为着适应工业发展特别是新工业地区建设的需要，必须努力地发展电力工业，建设新

的电站和改建原有的电站。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以建设火力电站为主（包括热力和电

力联合生产的热电站），同时利用已有的资源条件，进行水力电站的建设工作，并大力地进

行水力资源的勘测工作，为今后积极地开展水电建设准备条件。

五年内，电力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１０７个，其中电站９２个，输电工程和相应的

变电工程１５个。在９２个电站中，属于苏联帮助设计的有２４个。

在９２个电站的建设单位中，有６９个中心电站，２２个地方电站，一个流动的列车电站。

９２个电站的设计能力为３７６万 ，加上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全部设计能力为４０６万 ，

为１９５２年底全国发电能力的２倍。五年内，可完成建设的电站有５４个，属于苏联帮助设

计的有９个。这些建设单位五年内共增加发电能力１７４万 ，加上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

共增加发电能力２０５万 ，为１９５２年底全国发电能力的一倍。

在９２个电站的建设单位中，有火力电站７６个，它们都是根据工业的分布，按照靠近

负荷中心或燃料基地的原则进行建设的。这些电站主要是在苏联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

援助下，用现代化的最先进的技术和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标准来设计的。在这些电站中，

有些将采用大型高温高压的锅炉，它们的设计能力占全部火力电站设计能力的３２％；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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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电力联合生产的热电站有１９个，它们的设计能力占全部火力电站设计能力的４７％。

热电站的建设不仅可以保证工厂得到足够的电力供应，并且可以集中地供应各工厂和附

近居民所需的大量蒸汽和热水；它既能够减少企业自备锅炉车间的建设投资，又能够大大

地节省经营管理费和燃料的消耗。

在９２个电站的建设单位中，有水力电站１６个。水力电站能够节约燃料，供给巨量而

廉价的电力，同时有的水力电站的建设能够实现水力资源在发电、防洪、灌溉、航运等方面

的综合利用。五年内对黄河的水力资源，将完成综合利用的总体规划，配合黄河治本第一

期工程，开始三门峡的巨大水力电站的建设。这个水力电站和黄河其他的水力电站在将

来建成以后所发出的电力，可以满足甘肃、青海、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对动力的需要。我

国现有最大的水力电站———丰满水电站，在五年内由苏联帮助我们按照最现代化的标准

进行彻底的改建后，将根本改变原有坝体质量低劣和严重危险的状态，它的全部机组也都

将采用自动化的设备。此外，根据已有的资源条件，按照综合利用的原则，计划建设１万

以上的水力电站７个和小型水力电站８个。因此，水力发电能力在五年内将有很大的

增长，它在全国发电能力中所占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９３％，提高到１９５７年的１７１％。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以较大的区域电站———水力发电站或大型热电站为主，在全国

各地区内组成大小不同的高压电力网１０个，从而加强各电站之间的电力的相互调度，增

进水力电站同火力电站的经济配合，扩大电力供应的区域范围，并改善发电和供电的安

全。

上述电站的建设和电力网的形成，将在主要的经济区域内初步地奠定动力基地，逐步

地使各该地区的工业得到安全的、廉价的、充分的电力供应，为今后国家经济建设的进一

步发展准备动力条件。

五年内，电力工业建设的分布状况如下列：

一、在东北各省：新建和改建９个电站，其中火力电站８个，水力电站一个，五年内新

增加的发电能力将为东北各省１９５２年原有发电能力的１１２％。丰满水电站工程在１９５９

年改建完成后，发电能力将达到５６７万 。阜新、抚顺、大运等城市的火力电站将先后在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建设完成。

二、在华北各省：新建和改建１４个电站，其中火力电站１３个，水力电站一个，五年内

新增加的发电能力将为华北各省１９５２年原有发电能力的８５％。河北永定河官厅水电站

将在１９５６年完成，唐山、石家庄、太原等城市的火力电站将先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

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建设完成。

三、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建和改建包头和乌兰浩特等地的火力电站７个，五年内新增

加的发电能力将为该区１９５２年原有发电能力的２６４％。

四、在华东各省：新建和改建１７个电站，其中火力电站包括上海、南京的在内有１４

个，水力电站包括安徽佛子岭的在内有３个，五年内新增加的发电能力将为华东各省１９５２

年原有发电能力的３２％。

五、在中南各省：新建和改建１５个电站，其中火力电站包括郑州、武汉的在内有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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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水力电站有一个，五年内新增加的发电能力将为中南各省１９５２年原有发电能力的

９０％。

六、在西北各省：新建和改建１５个电站，其中火力电站包括西安、兰州的在内有１３

个，新疆水力电站有２个，五年内新增加的发电能力将为西北各省１９５２年原有发电能力

的５６３％。

七、在西南各省：新建和改建１４个电站，其中火力电站包括重庆的在内有６个，水力

电站包括四川狮子滩的在内有８个，五年内新增加的发电能力将为西南各省１９５２年原有

发电能力的１３８％。

八、购置流动的列车发电设备５套，作为一个电站的建设单位。

上述９２个电站加上６个煤矿自备电站，五年内进行建设的限额以上的电站共有９８

个。此外，还有９个工厂自备电站，已经包括在企业建设单位之内；用专款建设的西藏的２

个电站，将在五年内开始设计和施工。

五年内，对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和拉萨地区的水力资源的利用，将进行必要的准备工

作。

１９５７年全国发电总量将达到 １５９亿度，比 １９５２年增长 １１９％。其中：中央国营占

８７７２％，地方国营占３１２％，公私合营占９１４％，合作社营占００１％，私营占００１％。计

划规定１９５７年工业和运输业用电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２９％，公用事业和居民用电增长７９％。

为着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要，保证安全地发电和供电，特别是改变若干地区电力供

应的紧张状态，必须注意下列各项：

（１）加强基本建设工作，及时地解决电站设备的供应问题，保证按计划进度完成各项

电站的建设。

（２）贯彻技术规程，加强设备的计划检修和供电系统的保安、维护工作。

（３）进一步地发挥电力设备的潜力，尽可能地修理旧的发电设备，增加电力的生产。

（４）实行电力的统一调度和负荷调整，节约用电。

（５）节约发电用煤，并大力地使用劣质煤发电。

（四）煤矿工业

煤矿工业的发展必须适应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的需要，同时适当地照顾到居民的需

要。

五年内，煤矿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１９４个，其中煤矿采掘的建设单位为１７９

个，洗煤厂为１３个，油母页岩的建设单位２个。在这１９４个建设单位中，苏联帮助设计的

有２７个，其中煤矿采掘的建设单位是２０个。上述１７９个煤矿采掘建设单位，属于煤矿工

业部的是１６８个，属于地方的是１１个。

五年内开始建设的１７９个煤矿采掘单位中，由旧井恢复和改建的有５７个，完全新建

的矿井有１２２个。前者所需要的投资较少，而投入生产的时间较快，对于满足第一个五年

计划期间工业发展的需要，将起重要的作用；后者除了少部分规模较小的矿井可以在五年

内建成外，大部分的矿井都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够全部建成，并发挥全部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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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第一个五年内，可以建成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包括恢复的、改建的和新建的）

共有１１５个，新增加的生产能力４５８９万吨，加上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新增加的生产能力

共为５３８５万吨，约为１９５２年底全国煤炭生产能力的６８％。

为着使煤炭的生产能够接近消费地区，减少远距离的不合理运输，第一个五年计划根

据我国地质资源条件和工业、运输业的需要，对于煤炭种类的平衡和地区产销的平衡，作

了比较合理的部署。这就是一方面充分地利用原有的煤矿基地，并对这些基地进行适当

的改建或扩建；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开始新的煤矿基地的建设。按照这种部署的方针，五年

内在全国广大地区开始建设的１７９个煤矿采掘单位，将分别地组织在５３个矿务局里面。

这５３个矿务局有４１个是旧企业的扩大，有１２个是新建的，它们各包括有或多或少的建

设单位，其中抚顺、阜新、开滦、大同和淮南等矿务局都将成为规模巨大和技术较新或最新

的煤矿企业。

各地区煤矿建设单位的分布如下列：

一、在东北各省：组织在１３个矿务局里面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５３个，五年内建

成的单位是３７个，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到１９５７年将为东北各省１９５２年底原有生产能力

的６６％。其中抚顺矿务局在１９５７年生产能力将达到９３０万吨；阜成矿务局在１９５７年生

产能力将达到８４５万吨。

二、在华北各省：组织在１３个矿务局里面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４３个，五年内建

成的单位是２７个，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到１９５７年将为华北各省１９５２年底原有生产能力

的５３％，其中河北开滦矿务局在１９５７年生产能力将达到９６８万吨；山西大同矿务局在

１９５７年生产能力将达到６４５万吨。

三、在内蒙古自治区：组织在一个矿务局里面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４个，到１９５７

年建成的单位是一个，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将为该区１９５２年底原有生产能力的４０％。

四、在华东各省：组织在５个矿务局里面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３１个，五年内建成

的单位是２３个，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到１９５７年将为华东各省１９５２年底原有生产能力的

８６％。其中安徽淮南矿务局在１９５７年生产能力将达到６８５万吨；山东陶庄矿务局在１９５７

年生产能力将达到１７５万吨。

五、在中南各省：组织在９个矿务局里面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２４个，五年内建成

的是１４个，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到１９５７年将为中南各省１９５２年底原有的生产能力的

４５％。其中河南焦作矿务局在１９５７年生产能力将达到２３０万吨。

六、在西北各省：组织在４个矿务局里面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１３个，五年内建成

的单位是８个，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到１９５７年将为西北各省１９５２年底原有生产能力的

６８％。

七、在西南各省：组织在８个矿务局里面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１１个，五年内建成

的单位是５个，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到１９５７年将为西南各省１９５２年底原有生产能力的

９％。

五年内新建的煤炭矿井，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矿井是由苏联帮助设计的，其中如阜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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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局的海州露天矿，辽源矿务局的中央立井，鹤岗矿务局的东山立井等，都是以苏联最新

的技术装备起来的。一般年产６０万吨以下的矿井都由国内设计和供应设备。

为着供应冶金工业炼焦煤的需要，除改建原有生产炼焦煤的矿井外，还新建了生产炼

焦煤的基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除改建２个洗煤厂外，将新建１１个洗煤厂，其中苏

联帮助设计的是６个。这１１个洗煤厂全部设计能力为年洗原煤１７００万吨。

鉴于国民经济建设和民用的需要日益增长，除了改建和新建一些较大规模的矿井并

争取提早投入生产以外，煤矿工业部和各省市必须注意发展小型和中型的矿井，多恢复和

维持一些旧的矿井，多改建一些能够收效较快的现有矿井，以增加煤炭的产量，同时，在煤

矿工业的建设中，应该改变地质工作和设计工作的落后状态，提高建井速度。各地在发展

小型矿井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护资源。

在１９５７年全国煤产量１１２９８５万吨中，中央国营占７１６％；地方国营占２０％；合作社

营占０１％；公私合营占４２％；私营占４１％。

为着促进煤矿工业生产的增长，必须注意：

（１）发挥原有煤井的生产的潜在力量，抓紧对旧煤井的改建工作，延长煤井的寿命。

（２）改变地质测量工作落后于掘进、掘进落后于开采工作的状态。

（３）改善中煤层、厚煤层的开采方法，注意开采薄煤层，提高回采率，减少资源的损

失。

（４）推进采煤机械化，减少笨重的劳动；注意保护机械设备，提高机械利用率。

（５）提高劳动生产率。煤矿工业部生产工人的生产效率，应该达到每个工作日１１９７

吨，比１９５２年提高０４０５吨。

（６）积极地推行安全措施和对工人职员的安全教育，加强监察，减少事故，保证生产

的安全。

（７）降低煤炭的灰分，并加强洗煤工作，保证炼焦用煤的质量。

（五）石油工业

石油工业在我国特别落后，不但产量很低，设备能力很小，而且是资源情况不明，因

此，要求我们大力地勘察天然石油的资源，同时发展人造石油，长期地积极地努力发展石

油工业。

五年内，石油工业建设单位共１３个，其中属于苏联帮助设计的有２个，这１３个单位

可以建成的有９个。五年内增加原油的生产能力共１５２万吨。

建设的重要部署如下：

在甘肃、新疆、四川和青海等地区大力地进行地质工作和钻探工作，尽可能地获得更

多的天然石油的储藏量。到１９５７年石油钻井进尺将为１９５２年的７３倍。五年内计划获

得可供设计的天然石油储量５５１８万吨，将为１９５２年全国达到量的２８倍。

积极地提高西北已有的天然石油矿井———主要是玉门油矿的生产能力；扩大新疆油

田的原油产量；积极地开发新的油田。到１９５７年全国天然原油的生产能力为１９５２年的

４２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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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地利用抚顺等地现有页岩油和煤炼油的设备。到１９５７年人造原油的生产能力

将达到１９５２年的２６倍。

注意天然煤气资源的勘察和利用。

配合原油生产的增长，努力地增加石油加工的能力。五年内将建设一个规模巨大的

新式炼油厂，并恢复和改建已有的炼油厂。到１９５７年全国处理原油的能力为１９５２年的

２５倍。

五年内，原油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３５８％，到１９５７年原油生产量将为１９５２年的４６

倍；汽油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３０６％，１９５７年汽油产量将为１９５２年的３８倍。上述生产

量全部为石油工业部所生产。

为着积极地发展石油工业，必须：

（１）尽可能地利用新的技术，进行航空测量，加强地质综合研究、地球物理勘察和钻

探工作，来进行天然石油资源的地质勘察。同时，应该加强油母页岩和可供炼油用煤的资

源勘察。

（２）积极地壮大石油工业的技术力量，加强研究试验工作。

（３）改进开采天然石油的方法，以增加采油量。

（４）提高炼油技术，降低损耗，节省资源，改进质量。

（５）努力地试制和生产石油的新种类产品，主要是各种高级润滑油。

在积极地大力发展石油工业的同时，必须由国家规定关于节约使用石油和使用代用

品的办法，并在全国范围内严格地实施这些办法。

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后，我国的石油工业仍然十分落后，远不足以供应国民

经济的需要，必须继续不懈地努力，克服我国工业中这个特别薄弱的环节。

（六）机器制造工业

旧中国的机器制造工业只有制造配件、装配、修理的能力，和制造某些小型而简单的

机器的能力，没有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发电设备的制造工业，没有飞机、汽车和拖拉机的

制造工业。解放以后，机器制造工业有很多进步，但没有可能在短短的恢复时期内来建设

起这些制造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之前，我国还是不能制造大型的精密的机器和

成套设备。

机器制造工业是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的主导力量。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间，应该在发展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的基础上，来发展机器制造工业。

五年内，机器制造工业建设的部署是以发展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矿设备、运输机械

和农业机械的制造为重点，并适当地发展炼油和化工设备、金属切削机床和电器的制造。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机器制造工业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是很多的，其中

主要的有８０多个，这些建设单位特别是苏联帮助设计的现代化的机器制造厂，将为我国

机器制造工业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化的初步基础。

建设的具体部署如下：

第一，为冶金、采矿服务的机器制造业，主要的建设单位有新建的重型机器制造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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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矿山机械制造厂、石油机械制造厂和风动工具制造厂各一个；改建的重型机器制造厂

二个，矿山机械制造厂五个。这些单位将分别在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６０年相继建成。

在这些主要的单位建设完成后，按照它们的设计能力，在冶金设备制造方面将可年产

炼铁、炼钢、轧钢、炼焦的设备７５０００吨，可以供应年产１６０万吨钢的钢铁厂的全套设备，

其中包括１３００立方公尺的全套高炉设备、３７０吨的平炉设备和１０００公厘的初轧机；在矿

山机械制造方面将可年产采矿、选矿的设备８１０００吨，可以供应建设年产２５００万吨煤的

全套采煤设备和年选１０００万吨煤的全套洗煤选煤设备，其中包括滚筒直径达４公尺的矿

井卷扬机和容量３立方公尺的挖掘机；在石油机械制造方面将可年产石油钻探设备１５０００

吨，每年可以钻井３０万到４０万公尺，其中包括３２００公尺的石油钻机。

第二，为电力工业服务的机器制造业，主要的建设单位有新建的锅炉厂、汽轮机厂和

发电机厂各二个，电机厂、电线电缆厂、电表仪器厂和炭刷厂各一个；改建的电机厂一个，

低压开关厂和变压器厂各一个。这些单位将分别在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６１年相继建成。

在这些单位建设完成后，按照它们的设计能力，将可年产火力的和水力的发电设备

８０万 ，其中包括每台容量１２万千瓦、２５万千瓦以至５万千瓦的全套发电设备。

第三，为运输业服务的机器制造业，主要的建设单位有新建的汽车制造厂二个，汽车

附件厂一个；新建的机车厂和客车厂各一个，改建的机车车辆厂二个。此外五年内还新建

和改建机车修理厂五个，新建和恢复车辆修理厂各一个。这些单位将分别在１９５５年到

１９６０年相继建成。

在这些单位建设完成后，按照它们的设计能力，将可年产载重汽车９万辆，机车９３０

台、客车１５００辆，货车９０００辆。

第四，为供应农业以技术装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一个拖拉机制造厂，设计

能力为年产５４马力的拖拉机１５０００台，１９５９年建成；每年生产的拖拉机约可耕种４５００万

亩土地。此外，还要筹建第２拖拉机制造厂和联合收割机制造厂。

第五，为化学工业服务的建设单位有炼油、化工机械厂和化工机械修理厂各一个。这

二个工厂建成后，将可以自制化工、炼油的设备。

第六，为机器制造工业本身服务的建设单位，主要的有新建和改建的机床厂四个，滚

珠轴承厂三个，新建的量具刃具厂、工具厂、砂轮厂各一个。这些单位将分别在１９５４年到

１９６０年相继建成。

在这些单位建设完成后，连同原有的机床制造能力在内，将可年产机床约３万台，其

中包括床面直径达５公尺的立式车床和８５公尺的龙门铣床，以及其他精密的、自动或半

自动的机床。

此外，还要新建和改建若干个为纺织工业、建筑业及其他部门服务的机器制造厂。其

中主要的有纺织机械厂、金属结构厂、广播器材厂、度量衡厂等。由于纺织机械厂的建设

完成，我国将可以制造全套的纺织、印染设备。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原有的机器制造厂担负着重大的制造任务。苏联帮助

设计的１５６个单位所需的设备，有３０％到５０％要由国内制造；同时，国民经济各部门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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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制造工业提出了很多要求。因此，必须在提高技术水平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和发挥

现有机器制造厂的生产能力，增加新种类产品。五年内必须依靠原有企业和陆续投入生

产的新建、改建企业，生产炼铁、炼钢设备；生产中小型水力和火力的发电设备及电力系统

所需的其他电气设备；生产煤矿、有色金属和水泥工业所需的配套和成套设备；生产石油

工业所需的钻井工具和钻机配件；生产各种金属切削机床；生产运输部门所需要的机车、

车辆和船舶；生产纺织、印染、制糖、造纸、食品等工业所需的成套设备。由于农业合作化

的迅速发展，还应该大量地生产双轮带铧犁和其他改良农具。为着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还要生产自行车、缝纫机、钟、收音机、医疗器械、打字机、电风扇等。

五年内，机器制造工业将试制和生产大量的新种类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有：容积为

１０００立方公尺年产３５万吨生铁的炼铁炉及其附属设备，１８５吨的平炉设备，五五孔年产

３０万吨的炼焦炉设备，６７５马力的柴油机，３０００—１２５００千瓦的水力发电设备，２５００千瓦

和６０００千瓦的成套火力发电设备，１８００马力的轧钢机用电动机，１５４万伏、３万千伏安的

高压变压器，载重４吨的汽车，新式货运机车，７４５０排水量吨的沿海货轮，３７马力拖拉机，

联合谷物收割机，容积３立方公尺的挖掘机，１００吨桥式起重机，年产３０万吨的水泥厂设

备，年产９０万吨煤矿竖井的全套设备，年印染３００万匹布的印染厂设备，日榨甘蔗２０００

吨的制糖机器，１５００倍的显微镜，医疗用爱克司光机以及１４２种新型的金属切削机床。

１９５７年全国机器制造工业总产值将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１５倍。在１９５７年全国机器制造

业总产值中，国营约占７７７％，公私合营约占１５９％，私营约占６４％。

为着完成上述的制造任务，发挥原有企业的作用，并克服盲目生产的现象，必须注意

下列各项：

（１）对中央各部、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的机器制造工业的生产情况，对各部门

和市场的需要情况，进行全盘的研究，逐步地统一安排，正确地发挥各方面的作用，求各相

互配合。

（２）逐步地实现机器产品生产的统一计划，不断地扩大统一分配产品的范围，并实行

统一审查国外定货的制度；加强材料供应工作，保持供产销之间的平衡，保证国家需要。

（３）合理地利用现有机器工厂的潜在力量，大力地提高制造技术，加强产品设计工

作，广泛地搜集图样，提高试制能力，逐年地完成新种类产品的试制和制造的计划，增加产

品的种类，改进产品的质量。

（４）加强各企业之间的协作，严格地遵守合同制度，组织成套设备和配套设备的生产

和供应。

（七）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是促进农业和其他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在积

极地发展化学肥料工业和适当地发展酸、碱、橡胶、染料等工业的方针下，建设我国的化学

工业。

为着供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五年内，将在东北、华东、西北和西南新建和改建五个氮肥

厂。在这五个氮肥厂中，由苏联帮助设计的现代化的氮肥厂有二个，它们将分别于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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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１９６０年投入生产。这两个氮肥厂全部投入生产后，可年产氮肥２１万吨，相当于我国

１９５２年化学肥料的总生产量。另外，在华东和华北建立二个磷肥厂，设计能力为３０万

吨。

为着供应汽车工业和其他工业对橡胶制品的需要，五年内，在东北、华北、华东改建四

个橡胶厂，新建一个橡胶杂品厂。配合橡胶工业的发展，在东北、西南各新建一个炭黑厂。

为着供应机器工业的需要，在华东改建一个塑料厂。

五年内，新建二个由苏联帮助设计的现代化的染料厂，这二个厂建成后，不仅将使我

国染料的生产量有相当数量的增长，并且将生产很多我国人民所喜爱的新的染料产品，如

阴丹士林、安安蓝、靛蓝等以及各种染料中间体，同时将逐步地减少染料的进口。新建一

个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帮助设计的电影胶片厂，于１９６０年建设完成后，将可年产电影

胶片６５００万公尺。

此外，五年内将新建一个由苏联帮助设计的电厂碳氮化钙厂，将新建一个碱厂和改建

一个碱厂，改建一个油漆厂，新建一个电影影片洗印厂。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化学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将有很大的增长（见本章第二节），

同时将增加若干新的产品种类，并提高产品质量。

化学工业的生产必须注意下列各项：

（１）加强对新种类产品特别是各种塑料、特种油漆、高级染料的研究、试制和生产。

（２）广泛地采用新的技术成就，提高合成氨的合成率和硫酸设备的单位容积利用系

数，以保证化学肥料的增产。

（３）加强化学工业同炼焦、石油、有色金属等工业的配合，尽可能地利用这些工业的

副产品。

（４）对全国化学工业的生产和需要的情况，应该作通盘考虑，逐步地统一计划，加强

生产上的协作，以增加生产，减少化工原料的进口。

（八）建筑材料工业

建筑材料工业应该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地区的平衡，适当地建设新厂和改建旧厂。

五年内，建筑材料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２１个。

为着配合华北、西北、东北、西南的工业建设，共新建、改建限额以上的水泥厂１０个，

分别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９年相继完成，设计能力为３０８万吨，五年内新增的生产能力为１９２

万吨，加上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新增的生产能力共为２３６万吨。同时新建混凝土预制厂

三个，设计能力为９万立方公尺，都将在１９５６年建成。

此外，五年内并将完成西康石棉矿和华北玻璃厂的改建工程。

建筑材料工业应该注意生产高标号水泥，提高建筑用陶瓷、石棉瓦、平板玻璃的产量

和质量。配合新的工业城市的建设，有计划地扩大地方企业的砖瓦的生产，并注意改进质

量和统一规格。

在１９５７年全国水泥的总产量中，国营企业的产量约占６８％，公私合营企业的产量约

占３２％。私营水泥厂将全部转变为公私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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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木材工业

适应国家建设对木材的需要，应该有计划地扩大木材的生产量。

五年内，在东北、内蒙古新建采伐企业１３个，在西北新建采伐企业一个。到１９５７年

全国木材采伐企业达到５０个，分布在东北林区的３２个，内蒙古林区的８个，西南林区的５

个，西北林区的５个（其中地方国营的３个）。

为着适应木材采伐工业的需要，五年内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修建森林铁路３０４９公

里。

五年内，国营木材采伐企业新增的生产设备为：森林铁路机车４１台，运材拖拉机６７

台，集材拖拉机９８８台，木材装车机５３６台，载重汽车８３０辆，绞盘机８４台，移动电站１３３

座，电锯和动力锯２８３台。

１９５７年全国共生产原木２０００万立方公尺，比１９５２年增长一倍。其中国营企业生产

的是１３９２９万立方公尺，由国家收购的群众生产的木材是６０７１万立方公尺。

五年内，木材加工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６个。其中枕木防腐厂３个，年防腐能

力共为５１０万根，分别于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６年建成；制材厂一个，制材能力为１０万立方公

尺，１９５６年建成；胶合板厂２个，都在１９５７年建成。

木材工业应该注意下列各项：

（１）认真地贯彻合理采伐的政策，把木材的采伐工作同森林的抚育更新工作结合起

来，保护森林资源；对有利用价值和应该采伐的木材，应该充分地利用。

（２）积极地进行森林资源的调查，有计划地开发新林区，做好总体规划设计，加强基

本建设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管理的工作，努力地提高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保证木

材的生产。

（３）改善木材采伐的经营管理工作，改善生产管理组织，发挥设备效能，推广先进的

生产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在东北和内蒙古逐步地发展采运机械化和推行常

年作业。

（４）改进制材工作，提高出材率和产品质量，逐步地统一制材标准。

（５）对群众的木材采伐，应该加强领导和管理。

（６）由于木材资源不足，应该采取各种办法，严格地节约木材的使用。

第四节　轻 工 业

（一）纺织工业

在我国纺织工业中，棉纺织工业占着重要的地位。１９５２年棉布的产量占全国各种布

总产量的９８８％，丝绸、呢绒、麻布的产量只占全国各种布总产量的１２％。

我国棉纺织工业虽较有基础，但１９５２年还只有纺锭５６６万枚，纱和布的产量不能适

应日益增长的人民需要，而私营企业的纺锭又占全部纺锭的３８２％。这些设备大部分集

中在沿海的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地及其附近城市，远离原料产地和内地销售市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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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布是不合理的。

五年内，纺织工业发展的步骤是：（一）首先利用和调整棉纺织工业的现有设备，充分

地发挥其生产能力；（二）逐步地将使用机器生产的私营纺织厂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全部

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三）适应棉花生产发展的进度和人民物质生活增长的需要，在有

条件建厂的棉产区有计划地建设新厂，扩大内地棉纺织工业的基础；（四）在恢复和发展

丝、毛、麻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地恢复和发展丝、毛、麻的纺织工业，并建立人造纤维工业，

为今后多方面发展纺织工业准备必要的基础。

五年内，纺织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５３个，属于纺织工业部的是２９个，属于地

方国营的是９个，由公私合营企业公积金投资建设的单位还有１５个。

第一，在棉纺织方面：

五年内，开始建设的棉纺织厂全部建成后，共可增加纺锭１８９万枚，布机５４５万台。

其中：纺织工业部所属企业（包括中央公私合营企业在内）新增纺锭１３４万枚，布机４６万

台；地方国营企业新增纺锭２４万枚，布机０４５万台；地方公私合营企业新增纺锭３１万

枚，布机０４万台。到１９５７年新投入生产的纺锭为１６５万枚，布机４７１万台。

主要建设项目的部署如下：

由纺织工业部直接投资建设的共有１９个厂。计在华北新建７个厂，共装备纺锭５３８

枚，布机１８７万台；在西北新建和改建６个厂装备纺锭３８１７万枚，布机器１４８万台；在

中南新建４个厂，共装备纺锭２５９万枚，布机０７７万台；在东北新建和改建２个厂，共增

加纺锭７８６万枚，布机１０７台。

由地方建设的共有６个厂。计华北２个厂，中南３个厂，东北一个厂，共装备纺锭

２１６万枚，布机０３５万台。另在华北建设一个针织厂。

由公私合营企业投资建设的有１３个厂。计华北３个厂，西北３个厂，华东３个厂，西

南４个厂，共装备纺锭２８８万枚，布机０７３万台。

第二，在印染方面：

为着配合棉纺织厂的建设，纺织工业部在华北、中南各新建一个印染厂，在西北新建

２个印染厂，这４个厂的全部设备能力为每年印染棉布９６０万疋。地方建设的印染厂在华

北有一个。由公私合营投资建设的印染厂在西北有一个，中南有一个。

第三，在丝麻纺织方面：

由纺织工业部新建的在西南有一个线丝厂，在华东有一个麻纺织厂，在东北有２个亚

麻原料厂和一个亚麻纺织厂。由地方建设的在东北有一个绢纺织厂。

第四，在人造纤维工业方面：

由纺织工业部新建黑龙江人造丝厂。

１９５７年全国棉纱产量（不包括土纱）将达到５００万件，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８％；棉布总产

量（不包括土布１５００万匹）将达到１６３７２１万匹，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４７％。

在１９５７年全国棉纺织工业的棉纱总产量中，国营部分将约占５１４％，公私合营将约

占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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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全国呢绒织品产量将达到７５０万公尺，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０３％；亚麻布将达到

１８３０万公尺，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６３６倍；麻袋将达到６８００万尺，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各种丝

绸织品（不包括土绸）将达到６９２９４万公尺，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７８５％。

五年内，纺织工业应该增加纺织品特别是棉布的新的品种花色，提高质量，扩大和改

进丝、毛、麻等织品的生产，并积极地准备发展人造纤维的生产，从多方面来适当地满足人

民的需要；应该注意原材料的节约，特别是大力地进行棉花的节约。

（二）食品工业

食品工业的主要产品有面粉、油脂、糖、盐、酒类、卷烟、罐头、肉类加工和乳制品等。

五年内食品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制糖工业，同时适当地发展肉类加工工业，并重视油脂工业

在地区上的合理调整和在资源上的合理利用。

食品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３４个，其中属于轻工业部的是１２个，属于地方工业

的是１２个，属于商业部门的是９个，属于粮食部的是一个。这３４个建设单位包括：制糖

工厂１８个，肉类加工厂９个，榨油工厂一个，制盐工厂３个，果酒工厂一个，麦芽工厂一

个，面粉工厂一个。除广西糖厂、广东北街糖厂和福建漳州糖厂在１９５８年建成外，其他工

厂都在五年内建设完成。

１９５７年，全国食品工业的主要产品产量是：面粉４６７万吨，较１９５２年增长５６％；鱼肉

加工制品９２１万吨，较 １９５２年增长 １６６４％；食用植物油 １７９４万吨，较 １９５２年增长

８２５％；糖１１０万吨，较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４４％；盐７５５４万吨，较１９５２年增长５２８％（以上食

用植物油、糖、盐的产量都包括了合作化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产量）；卷烟４７０万箱，较

１９５２年增长７７％。

这６种主要产品 １９５７年的产值，公私比重的情况将是：中央国营和地方国营为

６４７％；合作社营为６９％；公私合营为１７２％；私营为４２％；手工业为７％。

食品工业应当注意：

（１）提倡利用新的植物油源，推广先进的榨油经验，提高出油率。

（２）有计划地改进制糖、榨油等手工作坊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

（３）更好地利用食品工业的副产品（例如甘蔗渣、废糖蜜、棉籽壳、油脚等），提高副产

品的经济作用。

（４）逐渐地利用薯类和果品等代替稻、麦、杂粮酿酒，以节约粮食。

（三）医药工业

医药工业在我国还是新兴工业，几年来有相当大的发展，但私营的比重大于国营。一

般说来，这类工业的生产技术还很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厂家虽然，规模很小，大部分都属

于加工性质。

五年内，医药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在对人民健康有重大作用的抗生素、化学合成特效药

和各种有关的化学中间体方面，同时重视中药的研究试验和药材的培植加工。

医药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４个，其中属于苏联帮助设计的是二个。建设的部

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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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的二个制药厂，生产各种抗生素、磺胺和葡萄糖等主要药品。

在东北的二个制药厂，生产磺胺药、氯徽素和生物制品等。

１９５７年，几种主要药品的生产水平为：青徽素２９００万瓶（每瓶３０万单位），氯徽素

６０００公斤，各种磺胺８４４０００公斤。

五年内，要把制造重要医药产品的私营工厂实现公私合营，到１９５７年主要的原料药

品将逐步地由国营厂负责生产。

医药工业要集中和培养技术人才，加强研究试制工作，提高产品质量。

卫生行政机关必须加强对医药产品的检查，限制和淘汰不合标准的医药产品的生产，

取缔那些损害人民健康的、质量低劣的产品。

（四）造纸工业

我国造纸工业历年来由于纸张的种类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一部分企业的生产潜力

还不能充分地发挥。目前产品的基本情况是：单面光纸张有积压，新闻纸、出版用纸和水

泥袋用纸则感不足，工业特殊用纸大部分依靠进口。

五年内，造纸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建立工业用纸制造的技术基础，保证新闻纸、出版用

纸的正常供应，同时扩大纸浆的主产，使浆同纸的产量达到平衡。

造纸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１０个，其中属于苏联帮助设备的是一个单位。１０

个建设单位中属于轻工业部的８个，属于地方工业的２个。建设的主要单位如下：

在东北新建一个制浆、造纸综合工厂，生产水泥袋用纸、电缆用纸和造纸用铜网等产品。

在中南新建一个甘蔗渣浆板厂，改建一个纸厂，以扩大新闻纸和化学木浆的生产能

力。

在华东新建一个制造卷烟纸的工厂。

在华北新建一个高级纸工厂。

１０个限额以上建设单位在五年内建成的有７个，增加的生产能力计有：纸浆８５万

吨，其中化学木浆２９万吨，机械木浆４８万吨；纸张６６万吨，其中工业用纸０２万吨，

新闻纸５５万吨。

１９５７年全国共生产机制纸６５５万吨，其中亲联纸为１５４万吨。

由于上述制浆和造纸的国营工厂投入生产，以及大量的私营工厂实现公私合营，到

１９５７年全国造纸工业产品产量的公私比重如下：中央国营和地方国营占６１６％，公私营

占３７３％，合作社营占０１％，私营占１％。

造纸工业应当注意：

（１）积极地进行关于草本纤维造纸原料的研究，注意利用废品原料，力求节省木材原

料的消耗。

（２）加强工业用纸的新种类产品的试制和产生的工作。

（３）有计划地研究和学会新的生产技术（如制浆的氯化法），以提高纸浆的质量。

（五）其他轻工业

这里所指的轻工业，包括印刷、搪瓷、日用陶瓷、皮革、毛皮、火柴、文教科学技术用品、

２９６



“一五”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

肥皂、化妆品等行业，产品的种类很多，生产非常分散，现有的设备潜力一般都很大。在第

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根据社会需要，在全国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发挥现有生产能力，

并进行必要的基本建设。对于日用陶瓷工业，应该努力地增加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

五年内，这类轻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７个，包括：印刷厂５个，邮票厂１个，陶

瓷器厂１个。

除上述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外，这类轻工业还有很多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对于这些

单位，也必须根据社会需要，在全国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加以调节。

五年内，除了进行上述基本建设外，对于下列主要行业，应该根据其各自不同的具体

情况，做如下的具体安排：

（一）火柴工业、自来水笔和铅笔工业，现有设备能力很大，皮革工业也有潜力，都不

需要新建和改建工厂；都应该根据需要，安排生产，改善质量，降低成本。火柴工业应该注

意节约木材使用，皮革工业应该注意利用牛皮以外的其他皮张，自来水笔和铅笔工业应该

在可能条件下，将分散的小工厂逐步地联合为规模较大的、能独立生产的工厂。

（二）热水瓶工业和搪瓷工业以及其他行业的轻工业，应该根据需要，调整产品种类

的比重，积极地增加适合农村需要的产品和工业装备品、医疗器具等产品的比重。

在上述的各种轻工业中，私营的比重很大，小型工厂和手工作坊又占多数，因此应该

以较长的时间多样的形式，逐步地分别地对它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积极地进行可能的

技术改良，以便使它们的生产能够逐步地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要求。

第五节　地方工业

（一）地方工业发展的方针

依靠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发展地方工业，这是五年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现在由地方管理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工业（包括地方国营、合作社管、地方公私合营和

私营的工业），就产值来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１９５２年地方所管理的

工业的产值共为１６０９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５９６％；１９５７年的产值将达到３０１６

亿元，还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５６３％。

按照供产销平衡的范围来划分，现在地方所管理的工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即一

部分是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综合平衡的工业，它们的多数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原有的工业城

市；另一部分是属于在本地方范围内平衡的工业，它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前一部分工业的

主要任务应该根据其原来供产销的情况，同中央国营工业配合起来，继续为国家建设和全

国人民生活的需要服务；后一部分地方工业的主要任务应该为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

的需要服务。

根据上述情况，五年内，我们应该发挥上海、天津和其他工业。并当地调整这些城市

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人才。同时，对于缺乏工业基础的广大地区，我们又应该依靠地方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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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根据当地的经济特点和全国的综合平衡，因地制宜，发展本地方的工业和手工业，出产

本地方所需要或全国所需要、而中央国营工业和原有工业城市又不能供应的工业品。对

于各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应该根据当地资源、运输的可能条件和经济发展的水平，逐步地

发展各少数民族需要的工业和手工业，为着避免各地区同中央部门之间、本地区同他地区

之间发生相互抵触或相互脱节的盲目发展的现象，国家对于各地区各种经济成分的工业

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新建改建项目，必须加以必要的调节。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根据上述

要求，对各省市的基本建设规划进行审查。

国家对于地方管理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工业，必须按照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筹兼顾的

政策，从生产任务、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等方面进行合理的安排，使它们各得其所，并逐步

地分别地把它们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凡是生产、供应、销售带有全国性或若干省的区域

性的工业，不论其属于什么地方或属于什么经济成分，都应该按照工业产品的种类划分工

业品的管理系统，使各种经济成分的工业的产品逐步地列入统一的国家计划，并列入地方

计划，分别由中央有关工业部门帮助各省市组成和检查这一部分计划的执行；凡是生产、

供应、销售限于一省或一地区以内的工业，则应该逐步地以省市为单位列入各省市的地方

计划，并同统一的国家计划进行平衡，分别由各省市组织和检查这一部分计划的执行。同

时，国家对于加工定货的计划，必须经过商业部和地方工业部或省市管理加工定货的机关

统一加以掌握，以减少加工定货的盲目性，并加强这部分工业生产的计划性和经常性。

国家应该积极地推动各地方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工业努力地提高技术，降低成本，增

加产品种类，改善产品质量。凡有利于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的行业和产品质量较好的企

业，应该帮助它们发展；凡对社会生产、人民生活有一定作用的行业和具备一定生产技术

条件的企业，应该加以维持和适当照顾。凡私营工业中有害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行

业或企业，应该加以限制或淘汰，并适当地安置这些行业或企业的工人、职员和资方实职

人员。

属于本地方范围内平衡的地方工业，在贯彻为农村经济服务并同农村经济密切结合

的方针下，应该使它们的生产和建设适应农业和手工业在逐步合作化过程中所提出的新

要求。在生产资料方面，出产农具、农械、肥料、农村交通工具以及手工工具等，并注意发

展农具修配和饲料加工的业务；在日用品方面，出产多种多样的质量良好的产品。同时，

在有大量基本建设的地区，这部分地方工业应该根据当地建设的需要，保证砖、瓦、石灰、

砂、石子等建设材料的供应；在当地中央国营工业需要时，这部分地方工业中的某些企业

还应该在中央国营工业的指导下生产某些辅助材料和配件，并担负一定的修配任务。

地方工业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当地中央国营工业的废料进行生产，并努力地开辟各种

新的原料资源，使用各种代用品。中央国营工业有把它们的废料供应地方工业生产的责

任。

国家计划委员会、商业部、地方工业部和合作总社，都应该加强对地方工业情况的调

查研究工作，同时，上下之间，地区之间，也应该经常地交换关于地方工业情况的材料，以

便加强地方工业的计划性，并提高地方工业计划工业的水平。

４９６



“一五”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

（二）地方国营工业

五年计划规定地方国营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６４个，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约
８７０个①。

地方国营工业限额以上的６４个建设单位，在五年内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按照产业性
质分列如下：

电力工业２２个单位，五年内新增加的发电能力为３０８２４ 。

煤矿工业９个单位，五年内新增加的采煤能力为５４１万吨。
有色金属工业一个单位，五年内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为钨精矿７９００吨，锡精矿６７３０

吨。

化学工业３个单位，五年内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为氯酸钾２２３０吨，烧碱１００００吨。
建设材料工业９个，其中：砖瓦厂６个，五年内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为年产砖１３亿块；

水泥厂２个，五年内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为年产水泥７６万吨；石棉矿１个，五年内新增加
的生产能力为年产石棉８０００吨。

纺织工业９个，其中棉纺织厂６个，装备纱锭２１６万枚，布机３５１５台；绢纺织厂１
个；针织厂１个；印染厂１个。

其他轻工业１１个，其中：糖厂８个，五年内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为年产糖１９５７万吨；
纸厂２个，五年内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为年产纸１３４万吨；日用陶瓷厂１个。

上述６４个建设单位，按地区划分，计：华北各省１１个；内蒙古自治区６个；东北各省
１４个；西北各省８个；华东各省６个；中南各省１２个；西南各省７个。

上述６４个建设单位，在五年内建成的是６２个。
地方国营工业限额以下的约８７０个建设单位，主要是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

服务的。

五年内，地方国营工业总产值将有很大增长，１９５７年将达到１０８８亿元，比１９５２年的
３９２亿元增长１８倍，平均每年递增２２６％。

地方国营工业中的主要部分是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在１９５７年地方国营工业总产值
中，食品工业的产值约占３４％，纺织工业的产值约占１５％。

为着保证地方国营工业上述计划的完成，必须：

第一，大力地改善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加强技术组织措施，改进现有设备

状况，保证生产的增长、质量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

第二，省、市、专署和自治区、州直属的企业，应该逐步地实行专业管理，分级领导。在

企业中，应该建立和贯彻各种责任制度，逐步地推行作业计划，建立各种必要的技术规程。

县营企业和地方经营的其他小型企业，应该进行整顿，编制年度和季度的生产计划，

改善劳动组织，合理地使用劳动力，使生产纳入正常轨道。

第三，作好地方国营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地方国营工业的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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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基本建设的程序进行建设，并使设计、施工和生产的准备工作很好地衔接，以保证工

程的质量，按时地投入生产。

（三）供销合作社加工工业

供销合作社加工工业在１９５７年的总产值为２３６亿元，比１９５２年的８６亿元增长

１７倍，平均每年递增２２３％。

供销合作社加工工业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进行农

副产品和特产品的加工，小型农具的修理、装配和制造，并增加生活日用品的生产。

第六节　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

１９５２年，私营工业（包括私营的现代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为１０５３亿元，占全

国工业总产值的３９％；其中，私营的现代工业的产值为７７５亿元，占全国现代工业总产值

的３５２％。在私营工业中，属于生活资料的棉纺织、印染、针织、橡胶、造纸、食品、火柴、

文教用品、其他日用品等行业，在全国工业的各该行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属于生产资料

的机器制造、金属品加工、化学品加工、建筑材料等行业，在全国工业的各该行业中也占有

相当的地位。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

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根据国家的这种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私营工业的大部分将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私营的现代工业的大部

分将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

（一）公私合营工业

五年内，预计将有相当于１９５２年产值５１５亿元左右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陆续地实

现公私合营。１９５７年，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将达到８０００个左右（包括原有和新增），其产

值将达到 １１８３亿元，它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将由 １９５２年的 ５％上升到

２２１％。

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并结合私营工业各行各业生产的安排，分别轻重缓急来扩展公

私合营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大部分是国家需要且有

条件改造的较大的现代工业，其中也有１小部分是规模较小和设备较落后的小工业。

发展公私合营，是要以国家投入必要的资金和必要的干部，去充分地利用原有企业的

资金、人员和技术来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生产能力得到发挥。

五年内，国家拨款２亿元作为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投资。必须切实地掌握投资的效

果，增强这种投资对于社会生产的作用，防止浪费。

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积金，应该有计划地分配使用，除用于本企业所必需的改建和新

建外，并可以用一部分作为发展公私合营的新企业的投资。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必须依靠全体工人，团结、教育和改造原有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

资方实职人员，发挥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对于资本家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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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以适当的合理的安排。

由于公私合营工业的单位日益增多，对它们的原料供应、生产、销售和企业的管理工

作，必须由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有关机关分别负责，相互配合，加强领导。

凡原料、生产、销售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综合平衡的公私合营工业，它们的生产计划和

基本建设计划，应该列入统一的国家计划；那些归地方管理的，同时也应该列入地方计划。

凡原料、生产、销售属于在一个地方范围内平衡的公私合营工业，它们的生产计划和基本

建设计划，都要列入地方计划。

（二）私营工业

１９５２年私营工业的产值１０５３亿元中，除５１５亿元产值的私营工业在五年内将陆续

转变为公私合营工业外，没有合营的私营工业产值还有５３８亿元，这一部分私营工业产

值每年平均递增４１％左右，因此到１９５７年，私营工业产值将为６５６亿元左右，它在工业

总产值中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３９％下降为１２２％。

五年内，私营工业的增产计划，必须努力地争取完成。因此，中央有关工业部门同国

营商业部门必须相互配合，按照国家所规定的统筹兼顾的政策，逐行逐业地对私营工业的

主要行业的生产任务、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实行统一安排，并加强对私营工业的加工、定

货、收购、包销等工作的计划性，以便利用私营工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

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

凡原料、生产、销售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综合平衡的私营工业，它们的生产计划和基本

建设计划，应该逐步地列入统一的国家计划，并列入地方计划。凡原料、生产、销售需要在

一个省或省以下的地方范围内进行平衡的私营工业，它们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应

该逐步地列入地方计划，并同统一的国家计划进行平衡。

应该加强工人群众对私营工业企业的监督，以配合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和国营经济

的领导，使私营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和命令，改善它们的经营管理，并促进私营中小企业

创造公私合营的条件。

在对私营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应该鼓励资本家努力地学习国家在过渡时

期的总任务和各项政策，改造自己，遵守国家法律，积极地拥护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事

业。

第七节　手 工 业

中国手工业对于满足城乡居民———尤其是农具和农民日用品的的需要方面，占有重

要的地位，对于供应出口贸易的需要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应该在全国平衡和地方平衡

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指导手工业的生产，供给必要的原料，鼓励和发挥其为农业生产和城

乡居民生活服务的积极性。同时，应该保证有特种技术的手工业，改进和提高特种手工艺

品的生产。

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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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逐步地把手工业者引向合作化的道路，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国营工业的得力

助手。

手工业生产的合作化，应该根据手工业者的自愿和可能的接受程度，经过各种低级的

形式，逐步地过渡到较高级的形式。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应该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加强计划性，防

止盲目性。在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中，必须同时照个体手工业，使合作化的手工

业和个体的手工业能够得到统一的合理的安排。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该生产城乡人民———特别是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如铁

器、木器、竹器和皮具等以及家庭用具、日用消费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同国营

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订立经常的供销合同。为此，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都

必须经常地和及时地做好调查研究的工作，充分地了解当地人民———特别是农民所

需要的手工业品的种类、数量、规格和时间，以便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通过合同进行

加工定货。

为着搞好生产，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根据本身的条件，注意改善生产管理和改进生

产技术。应该根据具体的经验，改善劳动组织和操作过程，实行合理的分工合作，实行产

品责任制，力求提高产品质量，减少废品，降低成本。

五年内，手工业总产值将有很大的增长，由 １９５２年的 ７３１亿元上升为 １９５７年的

１１７７亿元，即增长６０９％，平均每年递增９９％。

在手工业总产值中，合作化手工业的产值１９５２年为２５亿元，１９５７年将上升为４５５

亿元，即增长１７倍。其中：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值１９５２年为２５亿元，１９５７年将为

３１９亿元，即增长１１９倍；供销生产社和生产小组的产值１９５７年将达到１３６亿元。

在手工业总产值中，个体手工业的产值１９５２年为７０６亿元，五年内个体手工业虽然

有很大一部分参加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生产小组中，但１９５７年个体手工业的产值仍将

增长为７２２亿元，增长２２％。

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人数１９５２年为２１８万人，１９５７年计划达到２１０万人，即约增加

８６倍。

第三章　农　　业

（一）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

经济的两个主要部门。农业提供了发展工业的条件。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

府》中所说过的：“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

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我们要发展工业，但决不能够减轻发展农业的意义。相

反，实际生活已经更加证明农业对于发展工业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我们

的工业化事业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农业的发展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如果工业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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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之间失去平衡和日益脱节，就势必造成很大的困难，严重地影响工农联盟，而致打乱

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努力地克服农业和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彼此脱节的危险，加强工

农联盟和城乡经济交流，促进农业经济的新高涨，保证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技术作物在

每年都有必要的增加。特别是要保证粮食生产的增加，因为粮食生产是各种农业生产的

基础，粮食愈多也就更加可能转而促进其他各种农产品的高涨。

五年内国家对农业、水利、林业各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３２６亿元。投资的分配如下
列：

对农业部投资为１０３５亿元；
对水利部投资为１４００亿元；
对林业部投资为７８９亿元；
对气象局的投资为０３６亿元。
（二）主要农作物的产量

１９５７年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将达５９６６亿元，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３３％。
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主要农作物的增产计划如下：

（单位：播种面积为万亩，每亩产量为市斤，总产量为亿斤）

产品

１９５２年 １９５７年 １９５７年为１９５２年的百分比

播种

面积

每亩

产量
总产量

播种

面积

每亩

产量
总产量

播种

面积

每亩

产量
总产量

粮食

作物
１８５９６８３ １７６３ ３２７８３ １９１４７９２ ２０１４ ３８５６２ １０３０ ２４２ ２７６

稻 ４２５７３４ ３２１５ １３６８５ ４４４８６４ ３６７６ １６３５２ １０４５ ２４３ １１９５

小麦 ３７１６９８ ９７５ ３６２５ ４００２５７ ２８６ ４７４５ １０７７ ２２６ １３０９

大豆 １７５１９０ １０８７ １９０４ １９０２３６ ２８０ ２２４４ １０８６ １０８６ ２７９

杂粮 ７５６７４３ １３６２ １０３０４ ７３２２４０ １４９７ １０９５９ ９６８ １０９９ １０６４

薯类 １３０３１８ ２５０５ ３２６５ １４７１９５ ２８９４ ４２６０ ２３０ ２５５ １３０５

技术

作物
１７８４４６ １３６８５８ １２７１

棉花 ８３６３６ ３１２ ２６１ ９５０００ ３４４ ３２７ ２３６ ２０３ １２５４

黄麻

洋麻
２３７２ ２５７６ ６１ ２０７８ ３５１８ ７３ ８７６ １３６６ ２９７

烤芋 ２７９１ １５８８ ４４ ４１８５ １８７０ ７８ １５００ ２７８ １７６６

甘蔗 ２７３７ ５２００４ １４２３ ４０５４ ６４９９７ １６３５ １４８１ １２５０ １８５１

甜菜 ５２６ １８１９１ ９６ ２１３０ ２００５９ ４２７ ４０４９ ２０３ ４４６４

油料

作物
８５７１０ ２８０７７ １３７８

其他 ８０７０８ １３２１２１ １６３７

　　１９５７年全国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将达到２２７３７７１万亩，较１９５２年增加１５４９３４万亩，
其中各种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５５１０９万亩，各种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４８４１２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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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所列粮食作物和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是根据国家需要的情况而安排的。为着

适应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需要，我们必须生产更多的粮食；

同时，为着保证工业原料的供应和出口的需要，又必须增加技术作物的产量。但在五年

内，我们不可能扩大很多的耕地面积，因此，就必须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条件下，利用全国

各地区的不同条件，适当地扩大技术作物的面积。在五年计划的进行中，每年都必须注意

考察这两类作物播种面积的合理比例，避免安排不当而引起某种的严重情况。

上表所列粮食作物和技术作物的计划数字，是国家对一些主要农作物生产所提出的

必需的要求，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完满地实现，并争取超额完成它。

在增加粮食作物和技术作物生产的同时，应该善于利用各地区的自然特点，积极地增

加副食品和特产品的生产，以适应城乡人民和出口的需要。

在大城市、工业区特别是新兴工业城市的郊区，应该有计划地扩大蔬菜的生产，以保

证城市人民的需要。

茶叶和蚕丝在我国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以前，由于日

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茶叶和蚕茧的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产量剧减。解放

以后，虽经积极恢复，但仍然远低于我国历史上最高的水平。五年内，应该积极地发展茶叶

和蚕茧的生产。计划规定：１９５７年生产毛茶２２３７万担，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３５８％；家蚕茧达到

１８６８万担，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５０１％；柞蚕茧达到１２３５万担，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１％。

在增加黄麻、洋麻生产的同时，应该扩大葶麻、亚麻、胡麻等作物的生产，并注意各种

野麻的培植和研究。

发展果类的生产。南方各省主要是扩大橘类和其他亚热带果类的生产，中部、北部地

区主要是扩大苹果、葡萄、梨类的生产。对于各种果类，要经常地注意改良品种，防治病虫

害，适应人民需要和出口规格。

为着补助油料作物的不足，应该扩大核桃、花椒、向日葵和茶子等榨油原料的生产。

为着扩充工业用油的原料来源，应该在适当的地带大量地种植油桐、油棕、乌柏、芝麻

等植物。

为着供应医药和出口的需要，应该恢复、培植和发展各种药材的生产，并鼓励群众采

集野生药材。

（三）发展农业的道路

为着克服分散的个体经济的落后性，提高农业生产，必须积极地和有步骤地在自愿互

利原则的基础上把贫农和中农联合起来，发展农业合作化。

农业机械化在五年内只能在个别的局部的范围内试办。关于开荒、移民、扩大耕地面

积，应该总结各种经验，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地进行。第一个五年的农业增产计划应

该特别注意依靠现在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适当的初步的

技术改良，来发掘农业的潜在力量，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根据各地的材料看来，现有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它们初建的一两年，一般可增产１０％到２０％左右，往后还可以在每年

保持某种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个体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经过这种初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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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化，结合初步的和部分的技术改良，而后再逐渐地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化，结合

农业机械化和其他的技术改革，这是引导我国农业生产不断地进步的道路。

根据几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和各地方已经达到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到

１９５７年参加现有的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１／３左右。

其中，东北各省、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和其他老解放区，合作化的规模可能达到农户半数

左右。在技术作物地区和城市郊区，将努力争取先一步地合作化。

这个农业合作化的计划是五年计划的伟大组成部分。这个计划对于促进农业的发展

和保证全部经济计划的实现，将是很重要的；对于限制和逐步地削减富农经济，有决定的

意义。这个计划将使我们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够争取全国主要农业地区在基本上实现初级

形式的合作化，并将为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３个五年计划逐步地以至宽广地实现

农业机械化和其他技术改革的事业开辟道路。

五年计划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和提高各种具体形式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而为农业生

产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准备条件。

五年计划同时也估计到农业个体经济还有一定的潜在力量，必须正确地充分地把它

发挥起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五年内在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国营农场的经营。由于国家的投资，到１９５７年，国营农

场将达到３０３８处，耕地面积将达到１６８７２万亩，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１１９３２万亩。其中机械

化农场（包括１９５２年原有的和五年内新增加的）将达到１４１处，拥有拖拉机５１４６台（每台

以１５马力计算），耕地面积达到７５８万亩，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７２４％。

（四）实现农业生产计划的措施

五年内，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如本章第一节所列。国家对农业的贷款，如第

二章所列。国家发展工业生产的计划，将尽可能地照顾到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

需要，如第三章所列。

国家的农业贷款和技术援助的对象，首先应该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也必须照顾互

助组的农民和单干的农民。

在发展农业生产和采取技术措施的时候，都必须特别注意因地制宜的重要性。

为着促进农业合作化和提高农作技术，保证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五年计划提出如下

的主要措施：

第一，主要在北方平原地区（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合作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大力

地推广双轮变革铧犁、双轮变革犁或新式步犁。在拖拉机还没有大量地出产以前，推广这

类新式农具，是一项极重要的技术改良措施。

五年内，准备供应农民的双轮铧犁和双单铧犁共１８０万部左右，新式步犁５０万部。

积极地改进山地犁和水田犁，经过试验后有步骤地加以推广。

在推广新式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时候，除应该教会农民使用并帮助农民解决修理、补配

零件等问题外，必须大力地繁殖耕畜，并注意耕畜的调剂贩运工作。

第二，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和群众的自愿原则，采取群众自办或民办公助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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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群众发展小型的农田水利。在华北、东北、华东、华

中各省中常闹水灾的地方，应该同整治危害较重的河流的工程相结合，治理当地的中小

河川，修筑沟洫和排水渠道，加强堤防和圩垸，增加防洪和排涝等设施，减少洪水和内涝

的灾害。在长江以南各省，应该修筑塘坝，增加车水设备（龙骨水车、风车、筒车等）和

抽水设备，改善灌溉管理。在华北、西北各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干旱的地方，在可能

的条件下，应该建设小水库，修渠、打井和掏泉，推广水车，扩大灌溉面积，提高抗旱

能力。

五年内，准备供应农民的水车是６８１万架。国家设立的抽水机站，共有５７万马力

的抽水机。

第三，动员农民积极地蓄肥造肥，并合理地施肥。养猪养羊，不但可以增加肉类供应，

而且是广大肥料的重要来源，必须积极地发展。

在长江以南各省，还应该组织农民种植紫云英、苕子等绿肥作物，五年内将扩大绿肥

作物的种植面积约３５４３万亩。在北方各省，组织农民利用蒿秆、树叶、青草等沤制肥料；

在西北各省，提倡种植苜蓿，以改良土壤。

增加矿物肥料、化学肥料和饼肥的供应。五年内供应农民的磷矿石粉为２７７万吨，

过磷酸钙为１８６万吨，硫酸氨和硝氨为４８６万吨，饼肥为１４５７万吨。同时，各地方应该

广泛地收集兽骨，制造骨粉，以增加肥料的供应。化学肥料和饼肥的供应，必须首先照顾

技术作物区、粮食高产区和蔬菜、水果出产地的需要。

指导农民合理地和节约的使用肥料。根据不同的作物和土壤，使用不同的肥料；提倡

分期施肥；逐步地改变漫撒肥料的办法。

第四，有效地利用土地。

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在改善水利和增加肥料的条件下，适当地增加复种面

积。

五年内，将扩大耕地面积３８６８万亩，到１９５７年达到１６５、７４５万亩。耕地面积的

扩大，主要的是组织农民开垦小片荒地，同时使用机器开荒，移民耕种，并加强国营机

械农场、军垦农场和地方国营农场的开荒工作。国家将尽可能地从缩减非生产性建

设的支出和行政机关的经费等方面，来节约资金，适当地增加农业的投资，开垦更多

的荒地。

根据地区特点适当地和逐步地改变原来的种植习惯。在低洼地区改种耐水作物，在

秋涝地区改种早熟作物和增种夏收作物。有计划地扩大水稻、玉米和薯类等高产量作物

的播种面积。

统一规划山区的生产，综合发展山区的农业、林业和畜牧业。

第五，提倡精耕细作，改进栽培技术。

深入农村，总结丰产的农民或农业生产合和社的先进耕作经验，就地推广。同时研究

和学习外来的先进耕作技术，并在试验成功后逐步的推广。

有步骤地普遍地进行小麦、水稻、棉花等作物的合理密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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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积极地推广优良种子，加强对农民的选种工作的指导和帮助。

组织群众自选、自留并互相交换优良种子，是推广良种的一种普遍有效的办法。一个

地方行之有效的良种、科学机关培育成功的良种和外国的良种，在推广之前，应该进行鉴

定、试种、示范等准备工作。

严格地注意棉花良种的保纯工作，由农业部门切实地管理棉花良种的轧花厂。

第七，努力地同各种病虫害作斗争。推广群众中行之有效的防治病虫害的办法，并指

导农民使用农药和农业的器械，积极地预防和消除蝗虫、螟虫、蚜虫、红蜘蛛等等虫害和黑

穗、腺虫病、炭疽等等病害。

五年内，准备供应的农药是１３９万吨，喷粉器和喷雾器共１４３６万架。
第八，发动和组织群众广泛地修边、垒堰、筑堤、打坝、植草、种树，以加强水土的保持。

同时，注意改善山区的耕作方法，严禁放火烧山，防止滥伐林木，制止陡坡开荒，以减少水

土的流失。

第九，为着积累机械耕作的经验，培养机械耕作的干部，并帮助农民耕种土地，五年内

国家在各省的适当地点将试办拖拉机站共１９４处，拥有拖拉机２８９７台（每台以１５马力计
算），服务面积３５４万亩。

提高和发展技术推广站的工作，加强对农民的农作技术的指导。

第十，加强地方国营农场在农业生产中的示范作用。

地方国营农场必须在整顿巩固的基础上，认真地改善经营管理，进行多种多样的生

产，按照农业生产的特点，实行经济核算制，从而达到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和杜绝浪费的目

的。

地方国营农场应该同农业科学研究机关和技术推广站相配合，把当地先进的农业生

产技术和经验同科学技术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增产的实验工作同推广工作结合起来，在当

地农民中推广有效的先进的方法和经验。

第十一，技术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应该首先在有种植经验和有良好条件的地区进

行，但也不宜过于集中，以免粮食、燃料和饲料发生困难。桑树、木棉等类植物应该积极地

和逐步地在适当的地区向山坡和山地扩大种植面积。

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应该积极地发展热带和亚热带的技术作物。

除了适当地在原来的耕地中扩大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外，还应该动员广大群众在宅

旁、田边、山坡和山地种植那些适合于当地土壤条件的油料作物，以便增加国家和社会所

需要的油料，并逐步地解决当地居民的油料自给的问题。

第十二，在各自治区、州，应该根据少数民族经济的特点，大力地扶助当地农民改良农

具，改进耕作方法，提高农业生产力。

第十三，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积极地进行荒地的调查和勘察，完成１亿亩荒
地的勘察工作，完成４０００万亩到５０００万亩荒地开垦的规划设计工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
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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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畜牧业和水产业

（一）繁殖牲畜

促进牲畜的迅速繁殖，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发展轻工业、供应市场上肉类的需要、增加

农民和牧民的收入，都有很重大的意义。五年计划增殖牲畜的指标如下：

种类 １９５２年数 １９５７年计划数 １９５７年为１９５２
年的百分比

马 ６１３万匹 ８３４万匹 １３６

牛 ５６６０万头 ７３６１万头 １３０

骡 １６４万头 １９７万头 １２１

驴 １１８１万头 １３９５万头 １１８

绵羊 ３６８８万只 ６８７２万只 １８６

山羊 ２４９０万只 ４４３２万只 １７８

猪 ８９７７万头 １３８３４万头 １５４

　　此外，应该大力地增殖家禽。在城市和工业区的附近应该适当地发展奶牛。发展畜
牧业应该注意下列各项：

（１）在财力上和技术上尽可能地扶助农民、牧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的发展，
加强封牧区工作的领导。

（２）推广预购合同，正确地规定价格，保证农民和牧民饲养牲畜有一定的物质利
益。

（３）改善饲养管理，加强牲畜的防疫的工作，开展群众性的牲畜防疫运动，推广行之
有效的兽医土方。

（４）加强牲畜的配种工作，选择优良品种，加以选育推广，同时发展民间的种畜，充分
地发挥民间配种户的作用。

（５）切实地解决增殖牲畜所需要的饲料和饲草的问题。
（６）办好国营牧场，五年内增设国营牧场约５０个。
为着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应该根据上述要求和牧区的可能条件，

努力地采取下列具体措施：

（１）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打草站和草原工作站，逐步地推广马拉打草机和搂草机，帮
助牧民储备饲草，有重点地种植饲草饲料，试建饲料基地。

实行分片轮牧制，以保护草原。

帮助牧民增加棚圈设备，以抵御风雪灾害。

（２）开展打井、掏泉、开渠、草原灌溉等工作，同时有重点地推广新式水车和机器抽水
设备，以解决牧区的供水问题。

（３）逐步地建立畜牧兽医工作站，建立兽医药品合作社。
（４）有计划地建立和健全配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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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按照当地牧民能够接受的适当的形式，有步骤地发展畜牧

之业的互助合作。

（二）增产水产物

积极地发展水产生产。１９５７年总产量达到２８０７万吨，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６８５％。

稳步地发展国营水产企业，１９５７年国营企业生产量达到总产量的１０１％。对个体渔

业逐步地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水产企业逐步地纳入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

轨道。

海洋渔业应该增修设备，加强安全措施，以便逐步地实行常年作业，扩大海洋捕鱼，淡

水渔业应该发展养殖，供应鱼苗，防止病害。

第三节　水利建设

为着保证农业增产，必须努力地进行治水工程。

在治本、治标结合和防洪、防旱、防涝兼顾的方针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是继续

有重点地治理为害严重的河道，加固重要河流的堤防，大力地进行防汛工作，并积极地兴

修农田水利。

第一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部署如下：

继续根治淮河。五年内计划建成南湾、薄山、佛子领、梅山等４个大型水库，继续修建

和改善湖泊洼地蓄洪，培修干流堤防，保证１９５０年型洪水不溃堤，争取防御１９２１年型洪

水，并对洪河、汝河、濉河、北淝河等主要支流进行防洪排涝工程，以减轻内涝灾害。

开始进行黄河的根治和综合开发的工作。积极地进行黄河流域的勘测、规划、设计，

完成流域规划；大力地调配和组织施工力量，开始建设三门峡水利、水力枢纽工程，争取到

１９６０年能够起拦洪作用，１９６１年能开始发电，并发展下游的灌溉和航运，根除黄河历史性

的水患。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依靠群众积极地进行保持水土的工作，控制泥沙，增加农

业生产。在治本工作未完成前，继续巩固黄河堤防，加强防洪能力，并在河南省境内增修

溢洪堰工程和加强滞洪、蓄洪区堤防工程等临时防洪措施，以保证秦厂发生２００年一遇洪

水（２９０００秒公方）的时候，不致发生严重的决口或改道。

巩固长江堤防。配合已有的荆分洪工程，保证荆江大堤在１９３１年洪水位情况下不决

口和改道；培修长江堤防，举办下游临时分洪工程，减少决堤灾害；研究并举办一部分洞庭

湖和长江中下游湖泊的蓄洪垦殖工程。同时，积极地进行长江的流域规划和汉江治本的

准备工作。

积极地进行海河水系的流域规划，同时，继续根治和开发永定河，完成官厅水库的建

设，基本解除永定河下游的洪水灾害。进行子牙河的治本工程，开始修建滹沱河水库；对

南运河、大清河等进行适当的整理和疏浚，以逐步地减轻这些地区的严重水患。

进行辽河的流域规划，修建浑河大伙房水库，以逐步地减轻辽河的洪水灾害。

发挥地方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积极地兴修小型的农田水利，改善原有的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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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加强灌溉管理，重点地举办大、中型灌溉工程，配合农业和林业部门，积极地进行保

持水土的工作，并重点地试办农村小型的水力电站。

五年内，扩大灌溉面积７２００万亩，其中国营农场约扩大４００万亩。１９５７年全国水田

和水浇地达到５０３１３万亩。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重要河流应该加强水文、勘测等基本工作，积极地进行流

域规划，研究水利的长远计划，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工作。

水利建设应该同工业、农业、交通的建设密切结合，注意水利资源的综合利用，通盘地

考虑防洪、灌溉、水力发电和发展航运的需要。

第四节　林业建设

为着解决我国森林资源不足，保证供应国家建设所需用的木材，并保持水土，涵蓄水

源，防护农田水利，减少自然灾害，必须努力地推进林业的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林业建设的任务和具体部署如下：

营造经济林６６７４万亩。其中用材林为５３２７万亩。用材林的营造，主要是在江苏、安

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等省林木生长较快的

山地进行。在用材林中，按照树木的种类划分：杉树约为２０％，其他松、柏、桉等树约为

８０％。

营造防护林２３４３万亩，地区分布的情况如下：东北西部的防护林为４３０万亩，辽宁绕

阳河的水源林２４万亩，吉林松花湖的水源林５０万亩，内蒙古东部的防护林６６万亩，黄河

上游和中游的水源林２１５万亩，陕西北部的防沙林４４万亩，永定河上游的水源林６６万

亩，淮河上游和中游的水源林３７万亩，河水的水源林４５万亩，汉南东部的防沙林３３万

亩，山东沿海的防护林约１５万亩；其余１３１８万余亩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较小水系的水源

林和小片农田的防护林。

国有林区采伐迹地的更新面积为４２２万亩，其中东北各省为３００万亩，内蒙古自治区

为２８万亩，西南各省为４９万亩，华北和西北各省为４５万亩。

为着完成上述植林的任务和保护现有的森林，必须：

（１）积极地稳步地开展林区和山区的生产规划工作。以省和自治区、州为单位，划定

发展林业的地区，确定以林业生产为主的重点林业县和农业林业生产并重的半林业县，规

划各地应该经营的林种和主要树种。

（２）做好调查设计工作。

加强对宜林地的调查勘测和造林的规划设计。严格地纠正宜林地的调查工作和造林

工作不相结合的现象。

加强森林调查和森林经营的规划设计工作，争取在几个大面积的国有林区做好作业

方案，并于１９５７年基本上查清国家森林资源。

加强调查队的领导，提高它们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的水平，以提高调查设计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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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确定林业重点建设项目，建立工作基点。

划定重点造林地区，按照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营造具有一定规模、一定规格的水源

林、防护林和用材林。

大面积的国有林区，应该在经过勘测设计、拟定经营方案以后，立即确定经营森林的

重点项目；设立森林经营所，加强现有森林的管理工作，特别是采伐迹地的更新工作，恢复

和扩大森林面积。

（４）继续发动群众普遍地加强护林防火的工作。依靠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大力地造

林和育林。

林业重点建设地区和林区附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都应该把造林、护林任务

列入生产计划；一般农业地区，应该普遍地发动群众在山地、道路两旁、屋前屋后、河岸村

头造林植树，并保护他们造林植树的利益。

（５）提高造林技术，注意抚育动林，提高造林成活率。

（６）加强林业科学研究工作，办好现有林业科学研究所，有计划地设置研究站，总结

和推广群众的造林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制定和贯彻各种技术规程，培养和训练基层

的林业干部，以保证现有各项林业工作质量的提高，并为今后进一步地发展林业建设准备

条件。

（７）加强种苗的供应工作，掌握和培育种源，加强种子的检验工作和保管工作。改善

国营林场和国营苗圃的经营管理，充分地发挥现有潜力；根据造林的需要，适当地发展国

营苗圃，并积极地发动群众采种和育苗。

此外，在南方各省，应该注意发展竹林，研究和推广竹材的使用。

第五节　气象建设

为着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防止和尽可能地减轻自然灾害侵袭对农业所造成的损失，

必须加强关于气象的建设———广泛地建立气象测报网，及时地准确地进行气象的预报工

作和警报工作，积累和供应气象资料。

全国在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共增设气象台、气象站和气候站１０８３处，重点满足航运、水

利、水电、农业、畜牧业、渔业、盐业和重要工业地区的需要，并积累气象资料。

第五章　运输和邮电

第一节　运输和邮电的发展计划

（一）在运输和邮电部门中的投资分配

运输业是一个物质生产部门。运输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为着发展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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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别是铁路的建设，使之适应于国家经济建设、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扩

大、居民对交通的需要，同时发展邮电事业，使之适应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五年内国家对

运输和邮电的基本建设投资为８２１０亿元。投资的分配如下列：

对铁道部投资为５６７０亿元；

对交通部投资为１３３９亿元；

对邮电部投资为３６１亿元；

对民用航空局投资为１０１亿元；

对地方交通投资为７３９亿元。

（二）主要运输部门的运输量

同１９５２年比较，１９５７年几个主要运输部门的运输量和周转量的增长情况将如下列：

铁路货物运输量为 ２４５５０万吨，增长 ８５９％；货物周转量为１、２０９亿吨公里，增长

１０１％。铁路旅客运输量为２４７００万人，增长５１３％；旅客周转量为３１９６６亿人公里，增

长５９５％。

内河轮驳船（木船在外）货物运输量为 ３６８６４万吨，增长 ２９４６％；货物周转量为

１５２９２亿吨公里，增长３２１５％。旅客运输量为５６０４万人，增长９３８％；旅客周转量为

３４０８亿人公里，增长７８７％。

沿海货物运输量为１１４６１万吨，增长１９５１％；货物周转量为５７５１亿吨公里，增长

１９０５％。旅客运输量为１４７万人，增长１１０％；旅客周转量为２３７亿人公里，增长１３７％。

汽车货物运输量为６７４９３万吨，增长２２５８％；货物周转量为３２１１亿吨公里，增长

３７３５％。旅客运输量为１１４１４６万人，增长１５９１％；旅客周转量为５７３２亿人公里，增

长１９３７％。

民用航空货物运输量为０５６万吨（包括邮件），增长１７５％；货物周转量为８０５万吨

公里（包括邮件），增长２３１３％。旅客运输量为５４４万人，增长１４５６％；旅客周转量为

０９１亿人公里，增长２７８５％。

（三）保证完成运输计划的主要措施

在实行分区产、销平衡的基础上，逐步地推行煤炭、粮食、木材等主要物资的合理运输

制度，逐步的推行主要物资由生产单位和供应单位统一送货的制度，建立承运、托运双方

执行国家运输计划的责任制度，以提高生产、供应、运输、销售结合的计划性，避免对流、重

复、过远等不合理的运输现象。

合理地利用水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实行江海联运，逐步地实行水陆联运，以加速物资

周转并适当地减轻铁路运输过重的负担。

充分地发挥现有运输设备的效能，加速各种运输工具的周转，提高载重效率，减少空

车空船的行驶。同时，加强运输工具和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加强对工人职员的安全教育，

保证运输的安全。

在中央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把建设全国性的运输事业同发展地方性的运输事业结合

起来。有效地利用民间的运输工具大车、木船、牲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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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资本主义运输业和个体运输业的领导，在统筹安排的方针下，发挥它们的作

用，并逐步地把资本主义运输业转变为公私合营，逐步地把个体运输业（主要是木帆船和

大车）引向合作化。

第二节　铁　　路

铁路是完成国家运输的主要力量。以货物周转量计算，在现代运输工具的全部运输

任务中，目前铁路约担负８０％以上。随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铁路

能力将日益显出不能满足客观需要的严重情况。五年计划关于建设的两项重大任务，就

是加强和改造现有的铁路，修筑新的铁路。

对于铁路建设的投资，用在加强和改造现有铁路方面的，占３２７％；用在增加机车车

辆方面的，占２１５％；用在建筑新线方面的，占４１７％；其他是设计、施工部门的投资。五

年内增加的机车车辆大部分将用于增加现有铁路的运输能力；包括这一项，五年内铁路的

基本建设投资半数以上是用于加强和改造现有的铁路。

（一）加强和改造现有铁路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断地增加的运输量，绝大部分将由现有铁路负担。因此，必

须大力地加强和改造现有铁路的技术装备，以满足国家对运输的需要。五年内计划如下

列：

增加复线１５１４公里，加上原有的复线１４５７公里，共为２９７１公里。我国铁路复线长

度在全部营业线路长度中所占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６５％增加到１９５７年的１０８％。

到１９５７年，从哈尔滨起经过沈阳到大连，沈阳起经过山海关到北京，都将连成复线；北京

到郑州，石家庄到阳泉，郑州到洛阳，以及郑州到汉口间运输能力不足的区段，也都将修成

复线。同时，在北京到沈阳间和四平到长春间的铁路复钱上，增设自动闭塞装置７７５公

里。

为着使我国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京汉线和粤汉线连结起来，开始新建武汉长江

大桥；它的铁路桥部分在１９５８年通车，它的公路桥部分在１９５９年通车。

改建行车能力不足的线路６９２公里。其中主要是黑龙江省境内的哈尔滨到伊春系南

叉间的３５２公里，山西省境内榆次到南关之间的１６３公里线路改建为标准轨。部分主要

干线将换用重钢轨。

延长车站站线约１１００公里以上。

扩建主要车站１４处，其中恢复和新建驼峰调车场各一个。

增加大型机车 ５５０台，修复机车 １３６台。１９５７年我国机车总数较 １９５２年将增长

１６６％。

增加货车 ３３７２０辆，修复货车 ８０５辆。１９５７年我国货车总数较 １９５２年将增长

５１６％。

增加客车１４３７辆，修复１４５辆，增加简易化用客车１７０４辆。１９５７年我国客车总数较

９０７



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

１９５２年将增长５８７％。

新建４个机车修理厂和一个车辆修理厂，改建一个机车修理厂，恢复一个车辆修理

厂。

为着促使现有铁路能够更有效地执行国家的运输任务，除采取以上各项加强和改造

现有铁路的技术装备的措施外，五年计划还要求充分地发挥原有设备的运输效能。因此

必须：

（１）改善现有铁路运输组织工作，缩短车辆在车站和厂矿停留的时间，加速机车车辆

周转，提高列车平均总重。１９５７年，货车过辅时间应该是３０７天，货运机车日车公里应该

是３６５公里，货运列车均总重应该是１３７０吨。

（２）加强现有铁路设备的养护、维修和大修、中修工作，逐步地提高铁路技术设备的

质量。１９５７年将大修折旧基础金由１９５２年占固定资产总值的１２％提高到２８７％，以其

一部分用于更换年代过久的和轻型的钢轨。

（３）认真地学习苏联管理铁路的经验，推广中长铁路的经验，加强计划管理，逐步地

进行经济核算制。

（二）建筑新的铁路

五年内，将新建干线和支线约４０８４公里，其中干线约３２８４公里，主要的有以下８条：

第一，是贯通甘肃和新疆的兰新铁路。它和陇海线相接，就成为横贯我国东西的大动

脉，并将成为一条我国和苏联的重要的国际交通干线，对开发新疆的资源也有很重要的意

义，１９５７年拟修筑到甘肃白洋河，计８３０公里。

第二，是贯通西北和西南的实与铁路。它将使西南和全国各地区连结起来，是开发西

南经济的重要条件，计划在１９５７年全部修通，全长６７８公里。

第三，是内蒙古集达到二连线。它将把我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连结起来，在国

际交通上有很重大的意义，计划在１９５５年修通，全长３３７公里。

第四，是内蒙古包头到甘肃兰州的铁路。它连结内蒙古和西北两大工业地区，五年内

拟从兰州方面开始修筑８２公里。

第五，是由江西鹰潭通到福建厦门的铁路。这对于发展福建和江西的经济有重大作

用。五年内拟修到福建省永安附近，计４４３公里。

第六，是由广西省黎塘通到广东省湛江的铁路，计划在１９５５年修通，全长３１７公里。

第七，是河北省的沙城到丰台的铁路，计划在１９５５年修通，全长１０６公里。

第八，由北京到承德的铁路线是关内外另一交通要道，原有路基部分可用，五年内计

划从上板城站修筑到鹰手营子矿区，计７２公里。

为着适应工业和林业的建设的需要，五年内拟修建铁路支线约８００公里。

此外，五年内还拟修建工业和其他的专用线约２５００公里。

（三）加强勘测和设备的工作

不论对于旧线的改造和新线的建筑，都必须加强勘测和设计的工作。

五年内，建筑新钱、修建复线、扩建站场以及其他工程的建设任务是艰巨的，特别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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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若干铁路新线将通过地形复杂的山岳地带，若干旧线的改造要采取现代的技术设备，这

些就对于铁路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同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应该为第二

个五年计划的铁路建设做许多准备工作。但现有的铁路设计力量，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

还不能适应需要。因此，必须切实地加强对设计工作的政治领导和技术领导，提高现有设

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加强组织工作，大力地培养干部，以充实和提高技术力量。

在施工力量方面，由于建设面很宽，工程分散，施工顺序先后不一，各地区的任务和力

量不能平衡。因此，必须根据总的任务和设备及施工进度，预先妥善安排。

铁路的建设，应该根据运输的实际需要，规定经济合理的设备标准和预算定额，加强

施工的管理，克服材料和人力的浪费，逐步地推行机械化和工厂化的施工方法，提高工程

质量，降低筑路成本。

第三节　水　　运

水路运输是一种最经济的运输，必须积极地提高其在整个运输中的比重。五年内水

路运输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内河运输，以长江为重点，同时适当地发展海上运输。

长江运输，主要的是要保证四川的粮食外运，扩大西南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的物资交

流，并担负长江中下游煤炭和其他主要物资的运输。内河运输以发展拖驳运输为主，五年

内中央直属的内河船舶（包括公私合营）将增加２８９万载重吨。

海上运输，主要的是要保证沿海地区的煤炭和其他主要物资的供应。在沿海实行木

材拖排和近距离拖驳运输。五年内沿海和远洋的轮船将增加１１１万载重吨。

改进船舶调度和港湾管理的工作，使船舶运输、港湾装卸、船舶修理等工作进一步地

相结合，缩短船舶非生产停泊时间，消减重大的航行事故。加强商务工作，简化托运手绩，

整顿搬运组织，改善装卸和理货的业务，减少货物损失，适当地降低运输费用。

为着适应海上运输和长江运输的需要，新建广东湛江港和安徽裕溪口港，增建上海和

汉口等主要港口的机械装卸设备和通讯设备，并建立长江全机的调度电话。

逐步地改善川江航道，进行航标改革，实行分段夜航，以提高航行效率。统一管理珠

江的运输，初步地整治航道，适当地增建船舶。

进行南北运河和长江上游的勘测工作。

依靠地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修浚有运输作用的中、小河流，养护现有航道，发展中、

小河流的航运，以满足地方的需要。

五年内，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轮船业的公私合营。

第四节　公　　路

五年内，由中央投资修建的公路共１００００公里以上，新增加通车里程约７０００公里以

上。修建的主要方面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公路和边疆、沿海重要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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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内，新建、改建、恢复的主要公路如下列：

改建青海西宁到玉树公路，共８２７公里，１９５４年建成；

改建甘肃河口到青海西宁公路，共１８９公里，１９５３年建成；

新建甘肃中堡到郎木寺公路，共２０９公里，１９５３年通车；

新建康藏公路西康马尼岗果到西藏拉萨段，共１５７０公里，１９５４年通车；

改建广东广州到海安公路北线，共７３５公里，１９５６年建成；

改建广东曲江到江西草务州公路２２４公里，１９５７年建成；

改建云南杨林到会泽（矿山场）公路２８０公里，１９５７年建成。

此外，由西藏建设投资等专款修建的，有青藏公路、西藏地方的羊八井到日喀则公路

和日喀则到江孜公路，共２３７２公里。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公路的建设工程是十分艰巨的，必须从政治上、组织上、技

术上加强领导，依靠全体工人职员和地方力量，按照既定标准，保证如期完成修建任务，并

提高工程质量，降低造价。

重视养护现有的公路、桥梁和渡口，发挥我国人民修桥补路的优良传统，并根据地方

需要和民力、财力的可能，重点地整修运输繁忙的公路，新建和整修适合当地运输工具需

要的道路。

逐步地加强地方国营运输力量，改善地方国营运输业的经营管理，大力地降低成本并

适当地降低运价。

第五节　民用航空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民用航空的发展，主要的是加强首都同各地区主要城市和边远

地区的联系；同时，为着适应农业、林业和地质勘探等工作的需要，发展专业飞行。

五年内，增开航线１７２００公里，建立北京同上海、广州、包头、银川等地的直达航空联

系，以及广州到海口等航线。

增加大型运输机，建设首都中央航空港。

适当地加强航路的技术设备和维护现有机场；确保安全飞行。

积极地进行对担负空中和地面勤务的技术人员的培养教育工作。

第六节　邮　　电

邮电建设的主要方面是加强首都同各重要城市和新的工业城市的通讯联系，并配合

新工业城市建设的需要。

五年内，新建和加挂长途电报、电话线路约６３万对公里，增设北京到沈阳、汉口、西

安、包头、上海等主要干线的载波电路。

重视和利用无线电通讯。适当地配备主要城市和边远地区的无线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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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电话，主要的是配合新工业城市的建设，并解决部分大城市的迫切需要。五年内

新建和扩建市内电话９１万余门，其中新建和扩建北京、西安、沈阳、武汉、太原、哈尔滨、

长春、兰州、石家庄、郑州、重庆、天津等城市的自动电话４４万余门。

邮政建设，五年内主要的是在城市、工厂、矿山、林区、乡镇中增设部分分支机构，在干

线上增添部分邮运机构。１９５７年邮路总长度将达１９６８万公里，较１９５２年增长４５２％。

适应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积极地整顿并稳步地发展乡村的通讯事业。

县内电话应该以整顿现有的设备为主，加强维护检修工作，只有在地方财力可能和确认需

要的情况下，才可以适当地进行改建和新建。重点地设置乡镇邮政营业所，并逐步地把现

有的私商代办所改由供销合作社等机构代办。依靠地方的力量，逐步地发展义务乡邮站，

并试行“农业生产合作社邮递员”制度。

邮电部门应该努力地提高自己的业务和技术的水平，注意通讯科学的研究工作，改进

经营管理，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工作质量。

第六章　商　　业

第一节　国内商业

（一）社会商品零售流通额

商业的活动在过渡时期中，对于发展城乡的物资交流、促进工业农业产品的合理分

配、保证市场的供应，负有重要的任务。

随着工业农业生产品的增加和人民需要的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到１９５７年将达到

４９８亿元左右，比１９５２年将增长８０％左右。

１９５７年公私商业出售给人民日常消费的各种主要商品，比１９５２年都有各种不同程度

的增长，其大致情况如下：

粮食由５２５亿斤增为５９５亿斤，增长１３３％；

猪肉由２３９６万吨增为３７６１万吨，增长５７％；

食用植物油由７７８万吨增为１２９１万吨，增长６５９％；

水产品由１６１４万吨增为２７４６万吨，增长７０１％；

盐由２９７８万吨增为３９９９万吨，增长３４３％；

糖由４７１万吨增为１０５万吨，增长１２２９％；

棉布（包括土布）由１０１１９万匹增为１５６９９万匹，增长５５１％；

针织品由３４１万件纱增为７０万件纱，增长１０５３％；

胶鞋由５９７７万双增为１０１５０万双，增长６９８％；

煤油由１９３万吨增为４７万吨，增长１４３５％；

机制纸由２５９万吨增为４９万吨，增长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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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由２４６５万箱增为４６１万箱，增长８７％。

上述主要的日常消费商品增长的数字，只能在基本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因

此必须从各方面努力增长生产，以扩大商品的供应。

（二）稳定市场的措施

由于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同时由于国家投资建设的许多工业企业要经过一个时期

才能够更多地增加商品量，而且目前农业原料增产进度比较缓慢的情况也不可避免地使

某些轻工业品的大量增产受到相当的限制，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民购买力的增

长速度将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而农村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将比城市购买力的增长

速度还要来得快些。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现象在短时期内是很难避免的。

为着继续保持市场的稳定，以保证整个五年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和保证全体人民的

利益，国家必须分别主要商品生产的不同情况，逐步地推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

以便有计划地掌握货源和组织供应，严厉地同投机商作斗争，不让私商有操纵市场的可

能。

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应该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在春耕以前向农民

宣布国家收购粮食和供应粮食的数量，以便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甲、掌握货源的措施必须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商品收购量的增加，是要在计划增产

的基础上来达到的。这类措施主要的如下列。

第一，在工业方面：

（１）各工业部门根据社会需要的情况，逐步地负责统一安排全国各该行业的生产事项。

（２）国营商业部门根据社会需要和原料供应等条件，继续地组织对私营工业的加工

定货，加强这类工作的计划性，防止盲目性。

加工定货所需要的主要原料和材料，由中央和地方分工统筹，合理分配。

加工定货的合同不但要保证产品的数量，并且要保证产品的质量，防止偷工减料。

给加工定货的企业以合理利润。在工缴、货价方面贯彻分等论价、奖励先进、照顾多

数、推动落后、淘汰有害的政策。

（３）指导地方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按照当地人民的具体需要和对外贸易的需要

而从事生产。

第二，在农产品方面：

由于农业生产比工业分散，所以掌握农村的货源是更为繁重的任务。

（１）根据粮食产量和国家需要，合理地分配购粮任务。

粮食计划收购的指标在１９５７年将为５８０亿斤。

（２）在粮食、油料和棉花等农产品的计划收购的基础上，对其他供应不足的主要农产

品，也逐步地采取适当的措施，加强收购的计划性，并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把适当的经济

措施和农村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以便积极地促进农副产品商品率的提高。

（３）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分别地规定以粮食为中心的各种农产品的合理价格，

以利于刺激农产品的生产，并便于使粮食和各种技术作物能够按照合理的比例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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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随时总结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工作的经验，逐步地建立各种奖励农民增产的收购
制度。

积极地试办并逐步地推广国家同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个体农民订立关于贷款、

工业品供应、技术援助和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收购的多样合同。这种合同制是巩固工人阶

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一种重要形式，它的推行，将促进生产的发展，便利于把农业生产

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５）按照各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鼓励各少数民族增产和出售
牛、羊、畜产品和山林特产。

（６）提高农产品收购人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做到验等公平，手续方便，规格简
要易行。

乙、组织供应的措施是要根据人民各方面的需要，加以适当的照顾和必要的调剂。这

类措施主要的如下列。

第一，分别商品生产的不同情况，根据城市和乡村以及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以决定

供应工作的部署：

（１）对某些供应不足的主要商品，必须按照不同商品的种类分别地采用计划供应或
重点供应的办法进行分配。对各地方的物资的分配，应该照顾各地方人民在生活上和生

产上的需要的特殊性。

（２）随时总结计划供应工作的经验，改进计划供应的办法。计划供应的商品，必须按
计划保证供应；在国家计划范围内，允许各省市采取适当办法进行调剂。

（３）保证城市和工业区所必要的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保证技术作物区和农村缺粮
户所必要的粮食供应。妥善地安排城镇饮食业、副食业的粮食、食油、肉类的供应。照顾

农村饲料的需要。

粮食的计划供应的指标在１９５７年将为７００亿斤。①

（４）建立在国家领导下的区、乡、镇的粮食（包括油脂）初级市场，由农民自愿直接同
消费者进行交易，或者由农民自愿同供销合作社或国家的收购机关进行交易。这种初级

市场对于调剂城镇和乡村的粮食供应有重要的意义，必须积极地加以领导，并给予保护和

便利。

（５）增加适合于农民需要和各少数民族需要的工业品的供应，特别是农业的生产资
料的供应。城市和农村都需要的工业品，应该优先地供应农村。

（６）用某些适当的高级消费品调剂生活水平较高地区的消费；保证原来生活水平较
低的地区在基本生活资料方面的供应有较多的增长。

（７）内销和外销都必需的商品，除粮食和油脂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应该适当
地节约国内的消费，保证出口。

第二，保持物价的平稳。个别非必需而又缺乏的商品和个别价格很不合理的商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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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当地调整价格。不论工业品或农产品的价格的提高或降低，必须根据全面的供求情

况，考虑劳动的报酬和价值法则的作用，慎重处理。

第三，为着保证人民所必需的主要物资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必要的供应，必须逐渐

地增加国家的储备，特别是关于粮食的储备。

必须继续地贯彻粮食和其他主要商品的统一调拨的办法，改善粮食的保管、调运和加

工工作。

第二节　对外贸易

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合作，扩大我国对苏联的贸易，稳步地增长对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

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特别是对苏联的贸易，是完成我国五年进出口任

务、保证对外贸易正常发展的稳固基础，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极重大的意义。这种经

济合作，首先是我国能够从苏联那里得到巨大的技术精良的援助，保证我国为进行社会主

义工业化所必需的设备和器材的进口。各人民民主国家在这方面也能够在各种不同程度

上援助我们。这种经济合作使我国出口贸易日益增长，也很大地刺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配合我国和平外交政策，根据双方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对东南亚各国的进出口贸

易；同时，也在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条件下，继续发展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

家的进出口贸易，增加若干必需物资的进口。

巩固国家对对外贸易的管制，以防止资本主义的袭击而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１９５７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１９５２年将增长６６５％。

为着加强对外贸易工作，必须：

第一，研究国际市场情况，积极地组织出口物资的生产，加强出口物资的国内收购工

作。稳步地增加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输出量；扩大山林特产、手工艺品和某些工业品的

出口，增加出口种类，并改善出口物资的规格和质量。

第二，准确地执行贸易合同。在既定计划范围内，如内销同外销发生矛盾时，应该首

先保证出口合同，完成出口计划。

第三，实行统一定货的审核制度，克服盲目定货的现象。统一外汇的管理，严格地管

理外汇的使用，保证经济建设的必需物资的进口。

第四，改善对外贸易的管理工作和组织，指导和调节私营进出口商的贸易活动。

第三节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
商业的经营管理

　　（一）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的经营额

五年内，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的发展情况将如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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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部系统在１９５７年购进商品额将为２７１亿元，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８０％；销售商品额

将为３４３亿元，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１９％。供销合作社在１９５７年收购农产品额将为１２５亿

元，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２２％。

国营商业的商品零售额在１９５７年将达到１０２２亿元，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３３２％，它在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１５８％上升为２０５％。

合作社营商业的商品零售额在１９５７年将达到１７１５亿元，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３９５％，

它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１８２％上升为３４４％。其中，供销

合作社商品零售额在１９５７年将达到１６６９亿元，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３５５％。

（二）统一商业工作的领导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保证国家能够合理地和有计划地开展商业活动，保证商品

的流通和供应能够正确地适合于整个经济建设计划和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并促进工业和

农业的生产的发展。必须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协调一致，大力地巩固和加强国营

商业在市场上的统一领导、统一调节的作用，同时也要加强合作社营商业在市场上的阵

地。

第一，商业部应该负担国家全盘商业工作的领导责任，并注意处理下列事项：

（１）调查研究全国各地区人民的需要，随时地负责计算市场商品的供求平衡。

（２）统一调节国营商业、合作社营商业和私营商业的活动，实现对城市私商的监督和

改造。

（３）拟定商品价格方案。

地方商业部门服从中央商业部门的领导。

第二，供销合作社在经营计划、商品价格政策和其他商业政策等方面，服从同级商业

行政部门的领导，并注意下列的工作：

（１）适应农业生产和合作化逐步发展的需要，大力地组织农村生产资料的供应。

（２）通过农产品预购工作和各种适当的收购方式，完成国家委托的收购任务。

（３）根据农民和国家的要求，有计划地协助手工业者增长生产，扩大农村生活资料与

家具器皿的供应。

（４）经常地研究供销合作社同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互助组、个体农民、手工业生产

合作社、个体手工业者签订供销合同的经验，改善合同制。

（三）改进业务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应该努力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扩大商品流通，加速资金

周转，降低流通费用，进一步地推行经济核算制，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

第一，加强批发机构，改进批发业务，正确地组织社会商品的流通，减少不必要的流通

环节。

第二，统筹安排国营商业、合作社营商业和私营商业的零售商业网，使零售商业网能

够更加靠近和便利消费者。

第三，根据各地区居民的具体需要，善于开辟货源，做好商品调拨工作，逐步地做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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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按规格、按预定时间拨货，并积极地组织商品交流工作，使商品流通环节相互衔接。

第四，逐步地推进主要商品分区产销平衡和直达运输的合理运输制度。

第五，整顿仓库管理的工作，改进出入库的手续，加强对商品的安全保管。

第六，降低商品损耗率，减少杂费开支，在保持合理库存的条件下，努力地节约流动资金。

第七，加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部门的政治工作，提高商业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

水平，使他们更好地为生产和消费服务，改善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第四节　私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

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根据市场情况，分别资本主义商业和独立小商业，

稳步地进行，在国家统一筹划下，由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分工负责，一面前进，一面

安排，就是说，在商业中一面增长社会主义成分并加强社会主义领导，一面在实行私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注意维持私营商业从业人员的生活。

第一，为着稳定市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应该适应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正确地安排公

私零售商业经营的比重。

第二，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扩大经营范围的时候，必须对有关行业的私营商业逐

行逐业地加以适当的安排，并以适当的形式吸收和改造其中的从业人员包括资方实职人

员。这些安排，在大县城和大集镇以上的城市，统由国营商业负责；在小县城和一般集镇

及农村，统由合作社营商业负责；至于那些一时难以划分的县城和集镇，则应该根据具体

情况规定由一方负责。

第三，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的小批发商、零售商和进出口商，把它们逐步地改造成为各

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批发方面，对某些次要的农副产品可由供销合作社领导私商

联合收购。在零售方面，采取代销、经销、合营等方式，把城市和乡村（包括小县城和集

镇）的私营售商分别地改造成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代销店、经销店。在进出口方

面，采取代进、代出、公私联营等方式以改造私营进出口商，使他们执行对资本主义国家贸

易的部分业务。

第四，对于那些经营有利于城乡物资交流的独立小商贩，还应该允许他们存在，同时

应该以合作的方式逐步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或者使他们执行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的经销、

代销业务，或者使他们（例如货郎担子）成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销货员、采购员。

第五，加强对私商（包括对农村富农经营的商业）的管理，制止投机倒把和欺骗消费

者的行为。

五年内，私营商业的零售额将发生如下变化：

私营商业、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合作形式的小商业，１９５７年的商品零售

额共为２２４６亿元，比１９５２年的１８２３亿元增长２３２％，但它们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

所占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６６％下降为４５１％。

在上述２３４６亿元的商品零售额中，属于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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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和合作形式的小商业的零售额约占５３２％，其他的４６８％则为私营商业的零售

额，而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自产自销的或小商贩所经营的零售额。

第七章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
降低成本的计划指标

第一节　提高劳动生产率

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资

本主义造成了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是因为社

会主义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那些自愿、

自觉、联合着的工人所创造出来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伟大的创举”）正是

由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解放后的劳动热情，大大地和不断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所以我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恢复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所破坏的国民经济，

证实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促使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迅速生长。对于社会主

义制度的胜利说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占有首要的地位。

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增加生产品的数量，为扩大生产规模开辟广阔的可能性。提高

劳动生产率是降低成本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不断

地增长人民物质福利的主要来源。

五年内，国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６４％，平均每年约提高１０％；工业基本建设单位

建筑安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７２％，平均每年约提高１１％。

五年内，中央各部和地方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该达到如下要求：

重工业部提高６７９％；

燃料工业各部提高６３６％；

机械工业各部提高６５２％；

纺织工业部提高１０４％；

轻工业部提高７５５％；

中央其他各部附属厂提高６８５％；

五年内，运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该达到如下要求：

铁道部提高７７９％；

交通部河运提高１６３８％，海运提高１００２％。

上述指标必须保证完成并争取超过。

国营工业１９５７年比１９５２年增长的产值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

来的。五年内，全部国营工业劳动生产率每提高１％的内容，约等于１８２８２万元的产值。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依赖于提高广大工人职员群众的劳动自觉性，巩固劳动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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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业务水平、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改善劳动组织和操作方法，加强技

术组织措施，合理地使用设备，采用新的技术成就和先进经验，改进工资制度，逐步地实行

严格的定员制度和定额制度。

劳动竞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经常的有效的方法，应该不断地把劳动竞赛推向新的高

潮。进一步地改善企业中劳动保护的设施。

第二节　降低成本

（一）在工业、运输和商品流通方面

产品的成本是表现企业工业质量的基本指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设备的合理利用

的程度，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合理利用和节约的程度，货币资金的合理使用的程度、产

品质量的好坏，管理工作和劳动组织的水平———这些都要在产品的成本中表现出来。

必须有系统地和不断地降低工业产品的成本、运输的成本和商品流通费用，来提高我们经

济工作的质量，推动生产技术的革新，增加资金积累，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

五年内，降低成本的要求如下：

中央各工业部产品成本（按可比部分计算）约降低２２％。其中：

重工业部降低２０７％；

燃料工业各部降低１８３％；

机械工业各部降低４０１％；

纺织工业部降低９１％；

轻工业部降低２３０％。

中央其他各部的工业都应该努力地降低成本。

地方国营工业纸降低成本２８％。

运输部门成本约降低２４％。其中：

铁道部降低２１１％；

交通部降低４７６％。

国营贸易商品流通费（包括１９５３年银行贷款利息降低的因素在内）约降低３３％。其中：

商业部降低４３６％；

粮食部降低９３％；

对外贸易部降低２９７％。

为着保证完成降低成本的计划任务，除了依赖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以外，任何企业

都应该实行定额管理，节约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消耗，正确地使用工资基金，减少非生

产性费用的开支。在商业部门尤其应该注意合理地调配商品，减少商品调拨环节。

（二）在基本建设方面

在基本建设方面降低建筑安装的成本，对节约国家资金有重大的意义。在严格保证

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并尽可能地缩短建筑安装时间。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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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３年，生产性建设的建筑安装的造价，应该比原计划至少节约１０％；非生产性建设的

造价，应该比原计划至少节约１５％。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不论生产性建设或非生产性建

设的成本，每年还应该力求降低２％到３％。这样就会给国家节省一笔巨额资金。

基本建设部门必须充分地注意执行第３章所规定的实现工业基本建设计划的各种必

要的措施，即确立经济核算思想和健全经济核算制度，建立设计预算制度，加强财务管理，

合理地组织施工，减少材料和人力的消耗，克服浪费，以降低建筑安装的成本。

第八章　培养建设干部，
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国家大规模建设的进行，工业农业生产、运输交通、物资交流的扩大，以及文化教育工

作的开展，需要大量的忠实于祖国、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并具有一定文化、技术水平和一

定业务能力的干部，特别是工业技术干部。但目前我国的干部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

不能满足需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了必须正确地使用现有技术干部并发挥他们

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以外，必须积极地培养新的干部。

五年内，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国家机关需要补充的各类高等和中等学校毕业的专门人

才共约１００万人左右；同时，中央工业、运输业、农业、林业等部门需要补充的熟练工人约

为１００万人。为着适应这五年内的需要，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进行必要的准备，国家将有

计划地调整、扩大和开办各类高等和中等的专业学校，并充分地利用企业和机关的有利条

件，训练培养各项建设人才，提高在职干部的理论、政策、业务、文化、技术的水平。

五年内，应该根据国家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适当地扩充科学研究机构，制定科学

研究计划，以推进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

第一节　培养干部

（一）高等教育

五年内，高等教育以发展高等工科学校和综合大学的理科为重点，同时适当地发展农

林、师范、卫生和其他各类学校。国家将调整和扩大现有的各类高等学校，并新设置高等

学校６０所（包括综合大学１所，工科院校１５所，农林气象院校４所，财经院校２所，政法

院校３所，师范院校１９所，医药院校６所，语文院校２所，体育院校４所，艺术院校４所）。

１９５７年，我国将共有高等学校２０所，其中：综合性的１５所，工科方面的４７所，农林方面的

２９所，财经方面的５所，政法方面的５所，师范方面的４３所，医药方面的３２所，语文方面

的８所，体育方面的６所，艺术方面的１４所，其他方面的４所。在上述各类高等学校中，

专为少数民族设置的有６所。

五年内，高等学校本科和专修科的招收新生人数、毕业学生人数、１９５７年在校学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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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及其百分比将如下表：

科别
五年内招

收新生数

各类学生

的百分比

五年内毕

业学生数

各类学生

的百分比

１９５７年在
校学生数

各类学生

的百分比

１９５７年为
１９５２年的
百分比

合计 ５４３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８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３４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７４

工科 ２１４６００ ３９５ ９４９００ ３３６ １７７６００ ４０９ ２６６８

农林 ４１８００ ７７ １８８００ ６６ ３７２００ ８６ ２４０７

财经 １６４００ ３０ ２５５００ ９０ １２７００ ２９ ５７９

政法 １０６００ ２０ ４８００ １７ ９３００ ２１ ２４２３

卫生 ５７６００ １０６ ２６６００ ９４ ５４８００ １２６ ２２１４

体育 ６０００ １１ ２８００ １０ ３６００ ０８ １１０７７

理科 ３２６００ ６０ １３８００ ４９ ２７１００ ６２ ２８３４

文科 ２９３００ ５４ ２１６００ ７６ ２０４００ ４７ １５０９

师范 １３０７００ ２４０ ７０４００ ２４９ ８９０００ ２０５ ２８２０

技术 ３７００ ０７ ３８００ １３ ２９００ ０７ ７９３

　　为着使各类工科高等学校的毕业学生能够逐步地符合各业务部门的具体需要，应该
在查明各业务部门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干部需要的情况后，在年度计划中适当地调整工科

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本科和专修科、高级和中级在校学生的比例，并适当地设置各种门

类的专业。在专业的设置和发展中，一般地应该以机器制造、土木建筑、地质勘察、矿藏开

采、动力、冶金等为重点。

上表所列工科的高等学校的学生数，按十三类专业，分配如下：

类别
五年内招

收新生数

各类学生

的百分比

五年内毕

业学生数

各类学生

的百分比

１９５７年在
校学生数

各类学生

的百分比

１９５７年为
１９５２年
的百分比

合计 ２１４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４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７７６００ ２６６８

地质和勘探 １７５００ 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 ３５００ ７１ ２１９２

矿藏的

开采和经营
１６０００ ７４ ７６００ ８０ ３４００ ７０ ２５８８

动力 １５５００ ７２ ７５００ ７９ １３３００ ７５ ２３２８

冶金 １００００ ４７ ３２００ ３４ ８９００ ５０ ３９８４

机器制造和

工具制造
５４１００ ２５２ １９３００ ２０４ ４６１００ ２６０ ３９５２

电机制造和

电气器材制造
９４００ ４４ １７００ １８ ８８００ ５０ ８７０２

化学工艺学 １０６００ ５０ ５１００ ５４ ９１００ ５１ ２１９３

造纸工业、森林

采伐和木材加工
７００ ０３ ６００ ０６ ６００ ０３ ３７１

轻工业 ４４００ ２０ ３３００ ３４ ３６００ ２０ １８３０

测量、绘图、

气象、水文
４６００ ２２ ２１００ ２３ ３５００ １９ ２７３０

建筑和市政工程 ３７４００ １７４ ２５１００ ２６４ ２８２００ １５９ １６３５

运输和邮电 ９６００ ４５ ４７００ ５０ ８５００ ４８ ２００５

其他 ２４８００ ２６ ４７００ ４９ ２２１００ ３４ ４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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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列工科各类专业学生人数还不能完全切合需要，应该在年度计划中适当地调整各

类学生的发展比例。

为着完成发展高等教育的任务，并提高教学质量，应该注意下列问题：

（１）高等教育建设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相配

合。学校的设置分布应该避免过分集中，学校的发展规模一般不宜过大。工科高等学校

应该逐步地同工业基地相结合。

（２）大力地培养新的师资，团结和提高现有的师资，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组

织科学研究人员、厂矿技术人员和有关部门的专业干部在高等学校兼任授课。为着保证

高等教育发展所需的师资，五年内高等学校共留助教、研究生（包括留学苏联的研究生）

３４万人，其中工科１１万人。

（３）积极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学经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推行教学改革，制订和

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编译教材，并改进教学方法。

（４）贯彻生产实习制度，加强对生产学习的领导，逐步地推行工业、农业、财经等院校

同厂矿、农场和有关企业的联系制度；充实高等学校的实验室、实习工厂或实验农场中的

设备，并充分地利用这些设备来增强教学效果。

（５）根据目前的和长远的需要，以及教育工作的发展，稳步地改进学制，并提高本科

的招生比例，逐步地取消专修科。

（６）充实高等学校中的领导干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加强教员、职员、学员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家政策的学习。

此外，应该积极地和有系统地举办业余高等学校、夜大学和函授学校，吸收在职干部、

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入校学习。

（二）中等专业教育

五年内，中等专业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工业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同时应该配合农业

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开展，注意培养农业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

五年内，各类中等专业学校的招收新生人数、毕业学生人数、１９５７年在校学生人数及

其百分比将如下表：

类别
五年内招

收新生数

各科学生

的百分比

五年内毕

业学生数

各类学生

的百分比

１９５７年在
校学生数

各科学生

的百分比

１９５７年为
１９５２年
的百分比

合计 １００５７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８８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９１８００ １０５６

工科 ３４６３００ ３４４ １８６４００ ２１０ ２４４０００ ３６３ ２２９０

农林 １２２６００ １２１ ８２９００ ９３ ９８８００ １４７ １４８３

财经 ５１００ ５１ ５２７００ ５９ ３３３００ ５０ ６３７

师范 ３６０５００ ３５８ ４６５５００ ５２４ ２１８５００ ３２５ ６３３

卫生 ２８５００ ２８ ９８７００ ２１ ７０９００ １０６ ２９３

体育 ４１００ ０４ ８００ ０１ ３５００ ０５ —

艺术 ３７００ ０４ １３００ ０２ ２８００ ０４ ３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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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专业教育事业应该注意下列问题：

（１）中等专业学校的发展必须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明确专业培养目标，调整各

种专业的发展比例，使中等专业干部的培养工作适应于国家建设的需要。

（２）提高现有师资的质量，并注意培养新的师资。

（３）各业务部门必须健全管理教育工作的机构，加强对所属中等专业学校的领导，推

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４）积极地举办业余中等专业学校和夜校，特别是业余中等工业学校。

（５）加强中等工业学校同厂矿的联系制度。

（三）留学生和出国实习生

派遣留学生和出国实习生是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措

施。

五年内，派遣留学生１０１００人，其中到苏联的９４００人，到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

的７００人。

各年派遣数如下列：

１９５３年　　　　　　７００人；

１９５４年　　 １５００人；

１９５５年 ２４００人；

１９５６年 ２６００人；

１９５７年 ２９００人。

五年内，学成归国的为９００人。到１９５７年在国外学习的学生人数将为９９００人，约为

１９５２年的１５倍。

为着保证留学生的派遣，留苏预备部五年内共招生１２８００人左右。必须保证出国留

学生的数量和质量。

五年内，派到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实习生共１１３００人左右，绝大多数可以实习完

毕。出国实习生应该根据主要建设单位的规模和进度，及时地成套地派遣。

第二节　培养熟练工人

五年内，中央工业、农业、林业、运输、邮电、劳动等部门将培养熟练工人９２万多人。

各部门培养的数字如下列：

重工业部　　　　　　　１７６８００人；

燃料工业各部　　 １７２０００人；

纺织工业部　　 ５５４００人；

轻工业部　　 ２２９００人；

地质部　　 １１８００人；

建筑工程部　　 ３９５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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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　　 ２１５００人；

林业部　　 ３３０００人；

铁道部　　 １５８８００人；

交通部　　 １９８００人；

邮电部　　 １９９００人；

劳动部　　 １４５００人。

工人技术学校是培养熟练工人的主要方式之一。上述各部门的工人技术学校，１９５２

年为２２所，１９５７年将发展到１４０所；五年内计划培养熟练工人约１１９万人。

五年内，各类企业用工人技术训练班的方式培养熟练工人约３６２万人。

应该积极地推广在生产中培养熟练工人的各种有效方法。五年内，各类企业运用师

傅带徒弟的方式将培养熟练工人约４３９万人。

应该大力地组织工人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和技术，并广泛地学习苏联先进技术，研究

和执行苏联专家的建议，推广工人职员群众的先进经验，以不断地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技

术水平。

在企业中建立专职机构，加强对工人技术学校、工人技术训练班和工人职员的文化、

技术学习的领导，整顿学制，充实师资和设备，并着手编写统一的教学大纲。

第三节　科学研究工作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努力地建立科学研究的基础，加强团结科学家的工作，密

切科学研究机关同工业、农业等有关部门的联系，加强科学研究试验工作，不断地总结科

学技术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有步骤地开展对我国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

社会情况的调查研究，逐步地提高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

作。

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机构，在各业务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将逐步地建立起来的情

况下，应该着重地研究有关国家建设和各门科学发展中带关键性和普遍性的科学问题，并

注意培养科学研究的干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科学院研究工作的重点有下列十一项：（１）原子能和平

利用的研究；（２）配合新钢铁基地的建设的研究；（３）石油的研究；（４）地震的研究；（５）配

合流域规划、流域开发的调查研究；（６）华南热带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７）中国自然区划

和经济区划的研究；（８）抗生素的研究；（９）高聚化合物的研究；（１０）我国过渡时期国家建

设中的各种理论问题的研究；（１１）我国近代史、现代史和近代思想史、现代思想史的研

究。

１９５７年，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机构将达到５１所，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２３所；研究人员将达

到４６００余人，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３４００余人。

除中国科学院外，各业务部门都应设置一定的科学研究机构。对于这些科学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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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应该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和设备，使之能够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工业部门

特别是燃料工业、冶金工业、机器工业、基本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应该大力地发展。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目前已稍有基础，对于各地方现有的农业科学研究

所和实验场，应该加以整顿，并按照地区的不同条件适当地分工；应该加强对农业科学研

究工作的领导，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以适应今后大规模农业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各业务

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都应该定出自己的科学研究计划。

高等学校中应该在密切结合教学任务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组织和提高科学研究工作，

充分地发挥各高等学校现有科学专家的力量，定出科学研究的计划，使高等教育的科学研

究工作进一步地结合国家建设的实际，而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必要的作用。

所有科学研究机关都应该加强对国家建设中有关的实际问题的研究；各业务部门应

该广泛地应用各种科学发明和先进技术经验，并给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提供必要的

研究资料。

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单位、各业务部门所属研究单位和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计划，

应该逐步地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总平衡。

国家制定办法，奖励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发明和创造。

第九章　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
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第一节　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一）工人职员人数的增加

我国工人职员的人数，在１９５２年约为２１０２万人，随着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

展，１９５７年的人数估计将为２５２４万人。

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文化教育卫生部门的

工人职员人数，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１０１２４万人增加到１９５７年的１５４８４万人，即五年内将增

加５３６万人。其分配如下列（单位———万人）：

私营工业的工人职员人数在１９５２年约为２５４２万人，私营商业的工人职员人数

约为２３２万人，手工业①和搬运业等方面的工人职员人数约为 ６０３５万人，总计约为

１０８９７万人，五年内随着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估计

将有１１４万人转为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人职员，因此，到

１９５７年，私营工业、私营商业、手工业和搬运业等方面的工人职员人数估计将减为

９７５７万人。

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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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１９５２年人数 五年内增

加人数
１９５７年人数 １９５７年为１９５２年

的百分比

总计 １０１２４ ５３６０ １５４８４ １５２９

工业 ２８６４ ２２７２ ５１３５ １７９３

其中：

国营 ２５１３ １３２３ ３８３６ １５２６

公私合营 ０９ １６ ２５ ２７７８

商业 １１３４ ９５３ ２０８７ １８４１

其中：

国营 ４９２ ５８３ １０７５ ２１８３

合作社营 ６４１ ３７１ １０１２ １５７８

金融 ３０５ ７１ ３７７ １２３４

国营 ２９８ ７１ ３６９ １２４０

合作社营 １３０ ９２ ２２２ １７０３

公私合营 ２２０ ８５７ １０７７ ４８９８

农业、水利、林业

和气象（全属国营）
２３９ ３７１ ６１０ ２５５５

建筑业 １０２１ ７４４ １７６５ １７２９

运输和邮电 ７１６ ３７６ １０９３ １５２５

其中：

国营 ７０７ ３６０ １０６８ １５０９

公私合营 ０８ ——— ０８ １０００

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 １５２３ ５５ １５７８ １０３６

文化教育、卫生 ２２８２ ４６３ ２７４４ １２０３

城市公用事业 ４１ ５５ ９６ ２３４７

　　根据上述情况，增减相抵，五年内全国共增加工人职员４２２万人。同时，还由于工人
职员入学、退休、死亡等原因所造成的一部分缺额需要补充，因此五年内需要补充的工人

职员总数将超过４２２万人。这样就使我国就业工人职员的人数有很大的增加。
按照全国工人职员总人数计算，在各经济部门（包括工业、农业、林业、基本建设、运

输、邮电、商业、金融）的工人职员人数中，属于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的人数所占的比

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３７８％上升为１９５７年的５４５％；属于私营企业的工人职员人数所占的
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３０６％下降为１９５７年的１８２％；属于手工业和搬运业的工人人数所
占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３１６％下降为１９５７年的２７３％。

在全国工人职员总人数中，属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职员人数所占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
年的７３９％上升为１９５７年的７４９％；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职员人数所占的比重
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６１％下降为１９５７年的２５１％。在全国工人职员总人数中，国家机关和
金融部门的工人职员人数所占的比重，将由１９５２年的９８％下降为１９５７年的８８％。

必须保证熟练劳动力的及时补充。五年内，国营的工业部门和运输部门需要补充的

熟练工人约为１００万人，大部将由企业内部培养和工人技术学校来解决；国营商业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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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营商业需要补充的工作人员，大部将由吸收私营商业的工人职员来解决。

为着合理地使用劳动力，应该注意下列问题：

（１）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应该逐步地建立编制和定员制度，认真地精简行政管理机
构，减少非生产人员，增加直接生产人员的比重。

（２）加强劳动力的调配工作，逐步地建立劳动力的调配制度。各企业部门必须根据
劳动计划，每年作出劳动力补充计划。各部门所属单位需要补充的劳动力，应该首先从本

部门本行业（包括私营企业）的多余人员中抽调；在本部门或本行业不能调剂解决的时

候，应该由中央和地方的劳动管理部门负责调剂抽调，不得自行盲目招工。

（３）各经济部门和各地方应该在国家计划的调节之下，开辟多种多样的生产的可能
性，以便充分地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４）中央和各地方的劳动管理部门应该有计划地安排城市的剩余劳动力，帮助他们
转业和就业。

（二）工人职员工资和福利的增长

在生产不断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工人职员的工资和福利将有适当

的增长。

五年内，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文化教育卫

生部门的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约增长３３％。按照各部门原来工资的不同情况、产业性质
和劳动条件，规定各部门工人职员平均工资增长的指标如下①：

工业部门增长２７１％；
农业、水利和林业部门增长３３５％；
运输和邮电部门增长２０４％；
基本建设单位增长１９％；
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系统增长的２８％；
金融机关增长２４６％；
国家机关增长６５７％；
文化、教育和卫生系统增长３８２％。
国家必须在五年内加强对工资工作的统一管理，逐步地整顿和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

（１）根据各个部门、各个产业、各类地区的不同情况，并根据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
繁重劳动和轻易劳动的差别，适当地修订各部门、各产业的标准工资，逐步地建立合理的

工资等级制度，使各产业部门中工人的工资等级同他们的技术等级标准相适应，克服工资

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和其他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以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

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标准不应该规定得过高。

高级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的工资在五年内应该有较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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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年内工人职员的工资的增长，已经把工资分值变化的因素、包干制改为工资制的因素估计在内。

文化、教育、卫生系统和国家机关的工人职员平均工资增长的指标所以比较高，是因为文化、教育、卫生系统和国

家机关的工人职员的原来平均工资基数比较低；基本建设单位的工人职员平均工资增长的指标所以比较低，是因为这

个单位的工人职员的原来平均工资基数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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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制定有技术根据的产量定额和工时定额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推广计件

工资制。

（３）逐步地实行合理的奖励工资和津贴制度，整顿和逐步地取消各种不合理的奖励

工资和津贴制度。对调性边远地区工作的工人职员，应该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地区的

不同情况，规定适当的地区津贴。

（４）在部分职员中所实行的包干制，应该有步骤地改为工资制。

（５）有准备地取消工资分制度，改用货币直接计算工资。

（６）加强工资基金的管理，逐步地建立和健全国家银行对工资基金的监督制度，克服

超支和浪费工资基金的现象。

（７）加强对私营企业的工资工作的管理，并提高私营企业中工人职员的政治觉悟，反

对和制止资本家贿赂工人或过分剥削工人的不法行为。

除了适当地增长工资并合理地调整工资以外，五年内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所支付的

劳动保险基金、医药费、福利费和文化教育费将共达５０亿元以上。对于上列的工人职员

的福利经费，应该加强管理并合理使用。

五年内，国家拨款建筑的工人职员住宅，将约达４６００万平方公尺。其中，仅就工业、

农业、水利、林业、运输、邮电、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计算，即达３３００余万平方公尺，工人

职员的居住条件将有适当的改善。

国家根据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对年老、残废而丧失劳动力的工人职员进行适当的安

置。

（三）农民生活的改善

全国解放以后，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就免除了农民要缴给反动政府的几十种乃至一

百几十种的苛捐杂税；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消减，就免除了广大农民的缴给地主的占

粮食产量５０％到８０％的地租（其总额每年约为７００亿斤左右），并免除了农民受封建地主

的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同时由于人民政府组织了农民的生产运动，对农业生产给了各种

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使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地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在１９５２年，大多数农

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解放以前的最高年产量，从而很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五年计划期间，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农民生活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五年内，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国家在发放农业贷款、兴修水利、供应农具、增加肥料、改

善农业技术、消除病虫害等方面对农民的巨大援助，以及其他各种农业生产措施的实施，

将使全国农业及其副业的产值增长２３３％，每个农业人口平均的产值将增长１２２％。

１９５３年国家关于农业税的征收额３年不变的决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对地

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国家对农产品和特产品的大量收购，对工业农业产品的比价的适当调整，将大大提高

农民的购买力。１９５７年比１９５２年，农村人民的购买力将提高近一倍。

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实行，使有余粮的农民能够按照合理的价格出售粮食，

使缺粮的农民、技术作物区的农民和灾区的农民能够按照合理的价格得到粮食，因而就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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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农民在粮食买卖中所受到的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操纵和剥削。

五年内，国家在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方面，有相当的部分是为了供应农民的生产和消费

的需要的。而国家对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采取优先供应农村的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发展

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将起很大的作用。

五年内，国家将发展农村中的文化教育事业和保健事业，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水

平，增进农民的健康。

五年内，国家拨付的１４４亿元的社会救济费，其中有１０６亿元将用于救济受自然灾

害侵袭而在生产上生活上发生困难的农民。此外，国家拨付的１１７亿元以上的优抚费，

其中大部分也将用来帮助农村中的荣誉军人和军人家属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三）人民保健事业的发展

发展卫生、医疗事业是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一个重要方面。现有的预防、医疗和疗养

的机构将逐步地扩大，并继续广泛地开展城乡人民的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公共卫生的管

理，防止对人民危害严重的疾病，增进和保护人民的健康。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卫生医疗事

业都应该根据统筹兼顾和全面安排的方针，作合理的部署。

五年内，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将如下列；

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和中央产业系统所属医院的病床增长 ７７２％，到 １９５７年达到

２４４万张。其中：城市医院的病床增长 １００％，达到 １６５万张；县镇医院的病床增长

４２４％，达到７９万张。

全国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央产业系统所属疗养院的床位增长２３７１％，到１９５７年达到

５万张。其中：卫生行政系统１９万张，中央产业系统３６万张。

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和中央产业系统所属的区卫生所、卫生防疫站、保健所和保健站增

长６５１％，到１９５７年达到１７万个。

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和中央产业系统所属的医师人数增长７４３％，到１９５７年达到４７

万人，其中中医师为０４万人。

除上述以外，１９５７年全国还有联合医院和私人医院的病床共１８３万张，联合诊所和

私人诊所共１７４８万个，医师人数共约为３４３万人，其中中医师约为３２万人。

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将是首先加强工业区、基本建设区、林区的卫生、医疗工作，并

逐步地加强农村卫生工作。

继续加强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医疗工作，派遣适当数量的医师和卫生人员，组织

药品的供应，并积极地培养少数民族的卫生、医疗干部。

积极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和作用，认真地做好团结和提高中医的工作，整理和研究中医

的经验，并组织对于中医中药知识的学习，搜集、整理民间的秘方，去掉其中不合理的部

分，吸收其中一切合理的有效用的部分，继续地改进和提高，藉以丰富我国的医药科学。

有计划地提高中药的产量和质量，降低中药的成本和价格，并加强中药的收购和供应的工

作。

加强对公私卫生、医疗事业的领导，统筹安排公私卫生、医疗的力量，发挥它们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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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它们的工作质量。

稳步地发展保育事业，卫生行政部门应该加强对保育事业的业务指导。

在全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的青年中，广泛地开展体育运动，以

增强人民的体质。

第二节　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

文化教育事业中关于培养高级中级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工作人才、培养熟练工人的部

分，关于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部分，已经列入第八章内。本节主要内容是关于提高人民的

普通文化生活水平的计划，其中所列的关于普通学校教育、工农业余教育，对原有干部文

化水平的提高，对大量新干部的培养，将起重要的作用。

（一）普通学校教育

普通学校教育事业应该根据师资和国家财力的条件，并充分地利用原有学校的人力

和设备，作适当的发展。同时，应该根据提倡农民群众自办学校、允许私人开办学校的方

针，依靠群众的力量，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来发展中等和初等的教育事业。

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应该适应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注意到地区的合理分布，有计划

地提高新工业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老解放地区的发展速度，以逐步地改变原来地区分布

不平衡的状态。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普通教育发展的重点是中学，特别是高级中学。

五年内，高级中学招收新生１０８万人，毕业学生６０２万人；１９５７年在校学生数达到

７２４万人，比１９５２年约增长１８倍。１９５７年在校的高中学生人数中，国家机关举办的学

校的学生为６９５万人（包括工业企业举办的学校的学生０６万人在内），私人举办的学校

的学生为２８万人。

五年内，初级中学招收新生６０３７万人，专业学生４０９３万人，１９５７年在校学生数达

到３９８３万人，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７８６％。１９５７年在校的初中学生人数中，国家机关举办的

学校的学生将为３６６６万人（包括工业企业举办的学校的学生５８万人在内），私人举办

的学校的学生将为３１６万人。

五年内，国家机关举办的、群众自办的和私人举办的小学，初小招收新生共为５３２６万

人左右，毕业学生为４３２６万人左右，１９５７年在校学生数达到４７６３万人左右；高小招收学

生２６９５万人左右，毕业学生为 ２０１５万人左右，１９５７年在校学生达到 １２１７万人左右。

１９５７年初小和高小的在校学生数共达到６０２３万人左右（包括新疆因学制不同而不分高

小和初小的小学学生约４３万人在内），此１９５２年约增长１７９％。

五年内，应该根据可能的条件，适当地发展幼儿园，在城市中可由机关团体、企业单位

和群众自行举办，在农村中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

对群众自办的学校，应该在师资和教材等方面给以必要的帮助。对私人举办的高级

中学，应该逐步地改变为国家举办。对私人举办的各种补习学校，应该根据其办学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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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要，分别地进行整顿。

贯彻学校教育的全面发展的方针，提高普通学校教育的质量。为此目的，应该着重地

培养、提高师资和领导骨干，改进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制度，加强地方国家机关对普

通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二）干部和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

积极地广泛地开展业余的文化教育工作。在机关和企业中应该大量地举办正规的业

余中学和业余小学，吸收大量不脱离生产的干部和工人入学。这是提高工农干部、工人群

众的文化水平和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的主要方法。

五年内，在现有的初小程度以上的干部和工人中，普遍地开展文化学习。根据机关和

企业对他们的具体要求，将其中大部分人提高到高小程度，一部分人提高到初中程度，另

一部分人提高到高中程度。

五年内，应该基本上完成在工农干部、原有产业工人和农村积极分子中扫除文盲的任

务。扫除文盲的人数共为２３００万人。

积极地开办各种科学的技术的补习学校、函授学校和夜校，并组织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的力量，运用各种形式进行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使在职干部和广大劳动群众能够利用业

余时间提高业务水平，增长科学的技术的知识。

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的进行，必须尊重群众自愿，并同生产和各项政治教育相结合。

（三）出版和发行

发展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事业，增加各种出版物———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业技

术、文艺创作、少年儿童读物和通俗图书报刊的种类和数量，提高作品和翻译的质量，以满

足国家建设事业和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科学书籍报刊的出版工作中，应该注意宣传

辩证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出版事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各类出版物五年内增长的百分比和１９５７年达到的数量如下：

报纸：增长５５２％，达到２４９６７１万份，其中国营的２２８１２５万份，公私合营的２１５４６万

份。

杂志：增长９３％，达到３９４２３万份，其中国营的３６２３２万份，公私合营的３１２９万份，私

营６２万份。

图书：增长５４２％，达到１２１１６５万册（份），其中国营的９１６７０万册（份），公私合营的

２９４７３万册（份），私营的２２万册（份）。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除新建和改建４９个国营、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外，并在基本上完

成对１７家私营报纸、５７家私营杂志和３５６个私营出版社的整顿和改造的工作。

加强图书发行工作特别是对工厂、矿山和农村的发行工作。在整顿国营图书发行业

和改造私营图书发行业的基础上，五年内共发展国营书店和附属的门市部９６８处，１９５７年

将达到２５０３处，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６３％。此外还有书亭２７１处。五年内发展的国营书店、门

市部和书亭中，在缺少书店的工业区和少数民族区新增加的约５００处，由地方国营书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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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约２５０处，由私营书店改造的约４０处。１９５７年国营书店的发行营业额将达到２８亿

元，较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０２％。五年内国营出版社将降低书价１０％以上。

国营书店应该负责安排全国图书贸易的市场，掌握整个社会的图书流通计划，并担负

对所有私营发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国营书店应该积极地发展对私营发行业的

批发工作，把私营图书零售商改造为国营书店的代销处或经销处，并争取一部分私营的书

刊租赁业改营或兼营图书发行工作。

（四）广播

广播事业以发射电力计，五年内增加２１７４４瓦，１９５７年全国总发射电力将长６４倍；

地方台达到５００２瓦，增长１７倍。

到１９５７年，中央台对国内的广播，将使兰州、成都、昆明以东人口稠密的地区的能够

收听到中波广播，全国都能够收听到短波广播。中央台的国内广播将同时播送３类节目，

其中包括用５种少数民族语言播送的广播节目。多数省区的广播电台的发射电力，基本

上将能够满足本省收听的需要。对国外的广播事业也将有进一步的发展。

到１９５７年，全国城市、乡村的广播站和收音站将达到３万个左右。

（五）文学艺术

广泛地发展文学艺术事业，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鼓励和指导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曲艺等方面的专家和工作者不断地提高自

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开展文化艺术领域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深入现实

生活，遵循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创作具有正确的思想内容和一定的艺术水平的作

品，这是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首要任务。

艺术事业必须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逐步地进行改革工作，使它们能够

更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服务。应该加强对艺人的团结和教育，充分地采用为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和民间的文艺形式，大力地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

办好国营剧团，逐步地提高各国营剧团艺术干部的政治、业务、文化水平，并丰富上演

剧目，提高演出质量，有计划地组织它们在城市的剧场中轮流演出，并到工厂、矿山、农村

和部队中巡回演出。选择若干优秀剧团，建立剧场艺术，使其能起示范的作用。

加强对民间职业剧团的领导和管理；加强对群众业余剧团的辅导工作，并给以必要的

帮助。

五年内，文化部门所属国营剧团增加８个，１９５７年达到１８４个。此外，文化部门以外

的其他部门还有国营剧团２８个；民间职业剧团约有２１００个。

五年内，文化部门所属国营剧场增加３０９座，１９５７年达到６６３座；公私合营剧场１９５７

年为７５座。此外，文化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还有国营剧场１４０座；私营剧场约有１２００

座。

国营的各项艺术事业都应该实行企业化，节省国家资金，增加积累，并藉以加强艺术

实践，提高工作质量。

加强对私营剧场的领导和管理，适当地鼓励私营剧场的新建和改建，并在充分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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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逐步地对它们进行改造。

（六）电影

积极地组织文艺作家的力量，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扩大影片的题材范围，努力地增

加影片的出品数量，并逐步地提高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

五年内，共摄制各种影片４００部，译制各种外国影片３０８部。１９５７年将摄制影片９７

部（其中故事片２４部），较１９５２年增长一倍以上；１９５７年将译制外国影片７２部，较１９５２

年增长一倍以上。

发展城市和乡村的电影放映网。五年内，文化部门所属国营电影院增加２０１座，１９５７

年达到６２９座；公私合营电影院增加１７座，１９５７年达到６０座。此外，还有文化部门以外

的其他部门所属的电影院１０９座，私营电影院９８座。五年内，文化部门所属电影放映队

增加４７２０队，１９５７年达到 ５２７９队。此外，文化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还有电影放映队

１３３５队。

新建电影制片厂、影片洗印厂、胶片厂。１９５６年将开始新建年产量４５００万公尺的电

影影片洗印厂；１９５７年将开始新建每年能够摄制４部至８部彩色故事片的制片厂；新建一

个年产电影胶片６５００万公尺的电影胶片厂。

（七）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

为着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和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必须

整顿、巩固和有重点地发展社会文化事业。

１９５７年，全国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的数量及其较１９５２年增长的百分比如下：

文化馆：２６００个，增长６％；

图书馆：１０９个，增长３１％；

博物馆：５７个（包括筹备处２２个在内），增长６３％。

稳步地发展工厂、矿山和农村的俱乐部等群众文化娱乐组织的工作，并加强对它们的

辅导。

加强对私营书刊租赁业的领导和管理，积极地稳妥地进行对它们的改造工作，供应它

们有益无害的图书，取缔那些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以改变它们所租赁的图书的内容，

使它们逐步地成为国家领导下的流通图书的基点之一。此外，还应该加强对私人举办的

文化娱乐场所的领导和管理，逐步地对它们进行改造。

应该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有重点地进行古代文物的清理发掘，保护有历史价值和艺

术价值的文物。

（八）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

积极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干部；同时，根

据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少数民族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等方面的干部。

五年内，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学校教育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作较大的发展。少数民族

地区的普通学校教育有的应该着重办好初等学校，有的应该着重发展中等学校。对于那

些还没有文字的民族，应该努力地帮助他们创造自己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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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用各民族文字编印的报刊、图书的出版事业。１９５７年，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

报纸为２２００万份；图书为１２５０万册（份），比１９５２年增长一倍以上。注意改进对少数民

族地区报刊图书的发行工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该逐步地增加用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节目，并发展少数民族地

区的收音站。

注意复制以少数民族语言配音的电影片，建立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影放映网，注

意对少数民族地区发行的电影的选片工作，使之更加适合于对少数民族宣传教育的要求。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艺活动。积极地充实和提高少数民族的文艺工作团和歌舞

团，有计划地组织它们巡回演出。发掘和研究民族地区的各种优秀的民间文艺，保持其民

族形式，加以推广和发扬。

推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建立文化馆或文化工作组。

第十章　地方计划问题

统一的国家计划是由中央各部门的计划和各级地方的计划相结合组成的。

地方计划包括农业、地方工业、手工业、地方运输、商业、地方文化教育、城市建设的计

划。

各地方在编制和执行地方计划的时候，必须服从国家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的主要任

务，根据统一的国家计划，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观点出发，使地方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互相

结合起来，克服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倾向，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动员和利

用本地方的一切内部资源，组织本地方各个经济部门和各种经济成分的活动，来完成和超

额完成国家计划所给予本地方的任务，从而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并促进本地方经济

文化的发展。

中国经济在各地方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各地方的农业发展水平有先进和落后的差

别，农作物有不同种类的粮食和技术作物的差别，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时间和条件是

不一致的，因而它们发展的程度也是不一致的。各地方的工业有老工业区和新建工业区

的差别，有比较发展、中等发展和很不发展的差别，其中工业比较发展和中等发展的地区

又有以重工业为主或者以轻工业为主的差别；同时，各地区的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和产品种

类也是很不一致的。地方计划必须针对着这些差别所形成的本地方的经济特点，按照各

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的可能性，分别地规定当地经济发展的具体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

具体办法。各少数民族地区关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地方计划，必须照顾各少数民族

的需要，逐步地改变原来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况；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必须充

分地照顾各少数民族的特点。

地方计划必须在全国平衡的基础上照顾地方平衡，力求避免发生比例失调的现象，而

在一旦发生这种比例失调现象的时候，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克服。地方计划应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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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注意到农业同工业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要充分地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在力量，以便能够供

应商品粮食、油料、肉类和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另一方面又应该尽量地使工业生产满

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的各种要求。

根据上述方针，地方的农业、工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城市建设的计划应该注意

的问题如下列。

第一，在农业计划方面：

（１）各省、各县、各乡的地方国家机关和党组织，都应该对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

件进行调查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因地制宜地提出当地当前的切实可行的发展农业经济

（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拟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

的具体进度，规定关于推广新式农具和改良农具、发展小型农田水利、蓄肥造肥、有效地利

用土地、改进耕作技术、推行优良种子、同各种病虫害作斗争、加强保持水土工作、植树造

林、增殖牲畜、发展渔业等具体的措施，推广行之有效的而为群众易于接受的生产合作和

增产的经验。各县、各乡—特别是乡的国家机关和党组织在准备拟定计划的时候，必须同

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和个体农户仔细地进行商议，使这种计划能够成为群众自愿执行

和积极执行的计划。

（２）各地方应该根据可能的条件，拟定山区的长期开发和保持水土的总体规划，使农

业、林业、畜牧业、农村副业相互配合地发展，并按照当地的自然条件，充分地利用山地和

坡地，分别地和逐步地种植木棉、桑树、柞树、茶油树、核桃、花椒、果木、油桐、油棕、漆树

等，以扩大轻工业原料和食品的来源。

（３）各省、各县、各乡在拟定各种农作物的产量指标的时候，除必须适应于国家计划

的要求以外，还应该根据本地方的可能条件，拟定本地方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指标，以便

发挥地方计划的积极性、并从而增加国家计划的可能性。

（４）各省、各县、各乡应该把主要的粮食、技术作物和重要出口物资列入计划，同时还

应该尽可能地把关系于当地人民生活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列入计划，使地方农业计划

既能够充分地照顾到国家的统一的要求，又能够切实地照顾到当地的具体的要求。特别

是乡和县在做农业计划的时候，一方面要努力地保证国家所规定的主要农作物的产量指

标，保证国家所需要收购的农作物的增产，另方面，每个农村对于上述这些主要农作物以

外的其他各种农作物部分的计划，还要根据农民的需要和意愿，来尽可能地刺激和发挥农

民的经营积极性，使农作物的生产能够多样地满足农民的要求。

原来粮食不能自给的省份，应该尽量地增加各种高产量的粮食作物的产量，力求逐步

地达到粮食的自给，同时应该保证技术作物的生产计划的完成。

（５）在广大农业地区，地方各级的国家机关和党组织，都应该把领导农业生产和农业

生产合作当作自己最主要的和经常的任务，贯彻并经常研究国家和党关于农业生产合作、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农产品价格、对农村工业品供应的政策，使这些政策都能够对农业

生产的不断高涨，发挥其促进的调节的有益作用。在执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应该随时地

克服那种妨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各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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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地方工业计划方面：

（１）各省市、各县应该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和本地方人民特别是农民在生产方面和

生活方面的具体要求，充分地利用本地方的原料、燃料、动力、生产设备和劳动力的资源，

统一地并分别地组织本地方各种经济成分的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

（２）各省市应该按照全国平衡的原则和国家统筹兼顾的政策，适当地合理地安排本

地方的工业生产计划和工业基本建设计划，力求避免本地方的计划同中央部门或其他地

方的计划发生互相冲突的现象，同时逐步地解决本地方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工业之间、先进

同落后的企业之间、工业同手工业之间的矛盾。

（３）各省市应该根据全国供产销平衡的情况，对本地方工业的生产任务、原料供应、

产品销售进行统一的平衡计算，分别不同情况来确定各种工业品的产量计划，使地方工业

的生产计划建立在积极的和可靠的基础上。社会需要和增产有条件的产品，应该积极地

增产；社会需要但原料供应有困难的产品，除了努力地节约原料以外，应该积极地寻找原

料的新来源，适当地增产；有增产条件但销售困难的产品，应该适当地控制产量，并改变产

品种类和提高质量。

（４）各省市应该对本地方生产的工业产品实行分类管理，使属于国家计划范围的产

品（包括由国家统一分配的、中央各工业部统一分配或统一平衡的、商业部门加工定货的

产品）列入统一的国家计划，并列入地方计划，使属于地方计划范围的产品列入地方计划

并同全国计划平衡，同时使现在还没有列入地方计划的私营工业自产自销的产品也能够

逐步地列入地方计划。

（５）各省市应该加强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领导，并使这种社会主义的

改造同私营工业在供产销方面逐行逐业的安排相互结合，同私营工业在经营管理上的改

善和技术上的改造相互结合，同企业中对资方实职人员的教育改造相互结合。

第三，在地方运输计划方面：

（１）各地方应该根据当地有关运输的经济条件，计算本地方的各种运输需要量，规划

和设计物资的流转方向，调查研究本地方的各种运输工具的能力，配合统一的国家运输计

划，制定本地方的运输计划。

（２）各地方应该适应畅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农村经济、发展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

经济和文化、以及新工业地区的建设等方面的要求，并根据当地民力和财力的可能，来整

修公路，修建适合于当地运输工具需要的道路，疏浚中小河川，适当地增添运输工具和设

备。

（３）各地方应该尽量地利用和适当地组织本地方的各种运输工具———特别是为数众

多的民间运输工具，以满足当地运输的需要，并适当地减轻某些地区内铁路运输和轮船运

输的负担，尤其是减轻某些铁路区段的短距离货物运输的负担。

（４）各地方对于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根据第五章的规定，分别资本主义

的运输业和独立劳动者的运输业或附属于农业的运输业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并且应该使

这种改造工作同对它们的利用、组织的工作相互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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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商业计划方面：

（１）各省市、各县应该调查研究当地居民在生产方面和生活方面的一般需要和特殊

需要，并根据商品供应的可能情况，来计算本地方市场商品的供求平衡，制定本地方的

商业发展计划；而且应该使这个发展计划能够发挥当地农业、农村副业、地方工业和手

工业的生产的潜在力量，而便利于适当地逐步地解决市场上某些商品供不应求的矛盾。

（２）各省市、各县应该根据新建城市、原有城市、粮食作物区、技术作物区、畜牧区

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统一地调整国营商业、合作社营商业和私营商业的活动，确定各个

主要行业在每个时期的公私经营零售额的比重。同时，应该根据发展城乡物资交流和

便利当地居民买卖货物的需要，注意原来批发和收购的地区关系，研究和调整商品的调

拨路线，合理地安排批发站的地区分布，并采取其他的必要措施来消除商品流通的不合

理现象。

（３）各地方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应该加强对农村初级市场的领导，注意农村

初级市场对活跃农村的商品交流和刺激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的作用。同时应该根据第六

章的规定，对当地的资本主义商业和独立小商业采取不同的形式分别地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并在这种改造中对它们的营业进行适当的安排。

（４）各省市、各县应该不断地加强商业的管理工作和计划工作，适当地加强县一级的

商业行政机构和计划机构，以及县、区、集镇的批发机构，逐步地使县成为编制商业计划的

基层单位，同时又使县成为贯彻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私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商品价

格等政策的重要环节，随时地防止和克服商业中发生混乱和脱节现象。

第五，在地方文化教育事业计划方面：

（１）各省市、各县应该加强对所属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同时加强对当地国营企业举

办的、公私合办的、群众集体举办的、私人经营的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使各种文化教育事

业都能够逐步地纳入计划的轨道，发挥它们的应有作用，以满足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的需

要和国家、地方在培养干部方面的需要。

（２）各省市、各县应该根据本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和当地财力的可能性，发挥当

地可用的人才的力量，利用当地原有的物质条件，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既能够适应于一

般城市和农村的要求，又能够适应于新建工业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老革命根据地、经济文

化落后区的特殊的要求。

（３）各省、各县、各乡应该根据第九章的规定，在发扬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提倡农民

群众自办小学和群众所需要的其他文化教育事业；在民力不足的情况下，当地国家机关应

该在财力和人力方面予以必要的帮助。同时，应该使这些群众自办和民办公助的文化教

育事业的发展，同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统一计划相互结合，以避免盲目发展和降低质量及

浪费民力的现象。

第六，在城市建设计划方面：

（１）各省市应该根据节约资金和合理分布的原则，对新建和必须改建、扩建的城市进

行总体规划，防止盲目建设和人口集中过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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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建和改建、扩建的城市的公用事业建设，应该根据首先为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

服务的方针，及时地保证新建、改建的企业和扩大生产的企业在供水、排水、道路、桥梁等

方面的需要；同时应该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分别轻重缓急地进行，避免安排不当而

造成浪费。

（３）各省市应该发挥城市原有的公用事业设备的潜在力量，并根据地方财力的可能，

增加某些必要的设备，来满足城市劳动人民当前最迫切的需要。

（４）各省市应该加强对城市建设资金的管理，适当地划分城市公用事业和一般市政

建设的投资范围，并根据实际需要，在自筹经费中调剂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城市的建设

和维护。

第十一章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五年计划。建设重

工业，必须长期地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这种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是要依靠我国内部的

积累来取得的。因此，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节约制度，消除一切多余的开支和不适当的非

生产的开支，不能容许任何微小的浪费，以便积聚一切可能的资金，用来保证国家建设事

业的需要，并增加国家必要的后备力量。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

题”一文中指出：“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

现在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一切国家工作机关，一切国家工作人员，

一切企业部门，更必须认真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学会用节约的方法来管理国家

机关和国营企业。全国解放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日益走上繁荣的道路，但是我国还是

一个经济上很落后和很贫穷的国家。要改变这种落后和贫困的状态，而建成繁荣幸福的

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长期的艰苦的自我牺牲的努力，是不可能

的。因此，任何国家工作机关，任何国家工作人员，任何企业部门，如果在节约问题上不采

取认真的严肃的负责的态度，而随便浪费国家资财，那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犯罪。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这将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

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的经常任务。一切社会主义企业，不论在基本建设方面，生产方

面，流通方面，一切国家机关，不论是政府机关或军事机关，都应该在实践上坚决地贯彻节

约的原则。

第一，在基本建设方面，国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机关合理地分配资金和节约

地使用资金，避免奖金的分散和浪费，要求每个新建、改建的企业都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

工程造价，尽快地和充分地发挥投资的效果，完成国家规定的降低成本的指标。

但目前有不少的部门和地方，不少的基本建设单位，却存在着许多严重的浪费国家资

金的现象。这些浪费现象主要的如下列：

有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机关，不能够合理地使用国家建设的资金：或者不按照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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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不区别轻重缓急，盲目地进行建设，把国家资金过分分散地使用，妨碍重点工程的建

设；或者单纯醉心于巨大企业的建设，轻视中小型企业的建设，不适当地使国家资金过多

集中在少量的建设单位，而不能迅速地发挥投资的效果。

有些单位在建设的时候，不严格地遵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对于资源和地质的情况没

有了解清楚就进行设计，设计没有完成就盲目地储备材料和订购设备，准备工作做得很差

就开始施工，结果就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许多工程的设计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特别是缺乏经济核算观点而发生了错误：或者

使新建、改建的企业的产品种类和生产规模不能切合社会的需要，企业的总体布置不合

理，企业内各个部分的设备不平衡和不衔接；或者是盲目地加大建筑物的安全系数，采用

保守的技术经济定额和落后的设备，大大地提高了工程的造价，并将造成将来企业生产效

率低下的现象。

许多企业单位由于没有区别生产性的建设和非生产性的建设，对各种附属建设和福

利设施不适当地采用了现代化的标准，有的在生产设备还没有开始利用以前，一切福利设

施都已建设齐全，而且在房屋建筑中，单纯地追求形式的美观，而不注意适用和经济的原

则，这样就大大地浪费了国家的资金。

有些城市的新建和改建，设计的标准过高，过早地要求现代化，过分地讲究街道市容，

也浪费了国家的资金。

许多建筑工地因为施工管理不善而造成的浪费是十分严重的：施工进度安排不当，就

发生了时而窝工时而赶工的现象。劳动力组织得不好，就发生了人员过多的现象，使劳动

生产率很低，并增加了工资的开支。材料管理制度和使用标准执行得不严格，就造成了材

料的消耗过多和损失严重的现象，造成了大材小用和优材劣用的现象，增加了材料费用的

开支。基本建设单位的管理机构和筹备机关过于庞大，因而增加了非生产性费用的开支。

所有上述的在基本建设中的浪费现象，都必须严格地加以纠正。

第二，在国营企业的生产和流通方面，国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机关充分地和

合理地利用一切原有的生产、运输和商品流通的设备，发挥工人职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每个企业都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降低成本和流通费用的指标，而在这个基础上完成和

超额完成积累资金的任务。

但目前有不少的部门和地方，不少的国营企业单位，却常常不能完成降低成本计划和

积累资金的计划，在生产、运输和商品流通中都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这些浪费现象主

要的如下列：

有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机关不去更有效地利用现有企业的内部资源以提高生产，而

是片面地要求国家投资建设新企业和增添新设备，结果是原有设备的利用效率很低，而新

建企业和新增设备在开工生产后又不能发挥它们的应有作用。

有些工业企业在原料、材料的供应上缺乏计划性，对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消耗缺

乏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定额控制，不认真地去寻找和使用经济的适用的代用材料并组织废

料回收，造成了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消耗过多和物资的大量积压等浪费严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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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工业企业由于技术工作领导不坚强，检查制度不严格，生产组织不均衡，就造成

了废品和次品很多的现象，造成了设备损坏严重的现象；或者是不抓紧新种类产品的试制

和生产的工作，造成了这一种类的产品供过于求、另一种类的产品供不应求的不合理现

象。

有些运输企业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速运输工具的周转，来提高载重效率，不严格地

执行合理运输的制度，因而使设备利用的效率很低，并大大地浪费了运输力。

有些商业企业不注意合理地调整商品的流通环节和及时地做好商品的调拨工作，不

注意改进商品的运输和保管的工作，造成了商品的此处有余、彼处不足、有时积压、有时脱

销等不合理的现象，因而使商业部门的流动资金周转很慢，商品流通费用增加，甚至使物

资遭受不少损失。

工业、运输业、商业这些部门中许多企业的管理机构庞大和非生产人员过多的问题还

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大量地浪费劳动力，从而也就增加了管理费用的开支。许多企业和

它的管理部门都缺乏严格的编制和定员制度，不注意在企业内部进行劳动力的调配，常常

一面人员有余一面又盲目招工，造成了人员越多反而效率越低的不合理现象。

所有上述的在国营企业的生产和流通中的浪费现象，都必须严格地加以纠正。

除了国营企业以外，在合作社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一切浪费现象，

也都必须严格地加以纠正。

第三，在各级国家机关方面，国家要求在提高工作效率的条件下，紧缩编制，减少组织

层次，精简机关人员，降低行政费的开支，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但目前在各级国家机关中，还有不少单位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这些浪费现象主

要的如下列：

有些国家机关或者编制很不合理，或者不严格地遵守国家关于人员编制的规定，随意

增添机构和人员，造成层次重叠、机关庞大、人员过多、责任不明等现象。

有些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还经常地违反国家财政制度，不注意爱护国家财产，不重视

国家资金的积累，不尽量地节省行政费用的开支。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地方，建筑了过多的

礼堂、办公室、宿舍、俱乐部，并且采用了过高的建筑标准，有不少的房屋作了过分的装饰，

造价很大，花钱过多。有些机关的其他铺张浪费的现象也还很严重。

不适当的庞大的行政机构，过高的行政费的开支，是完全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不能

相容的。必须对于行政机构实行最大限度的精简，对于行政费的开支实行最大限度的缩

减，以便不断地降低行政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而使每年能够有更大量的资金用于

经济建设事业。

根据前面所述种种，为着胜利地完成和力求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使第一个五

年计划能够为将来长期经济建设造成一个良好的开端，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经常

性的全面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运动，而首先要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开展这个运

动。

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应该制定奖励节约和惩治浪费的有效办法，建立和健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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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节约的制度，加强群众的监督，节约国家资财，节约粮食，纠正一切破坏财政纪律和浪费

国家财富的现象，向一切官僚主义、贪污、盗窃和破坏行为作斗争。

在全国人民群众中，应该提倡朴素的风气，爱护公共财产，踊跃储蓄和认购公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团结，巩固人

民民主统一战线，集中全力，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完成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伟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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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
（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

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主持拟定的我国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

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这个计划所规定的方针、任务和政策

都是正确的，投资比例和各项指标都是切合实际的和合理的。这个计划的实现，将为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奠定良好的初步的基础，从而促进国家的富强和人

民的幸福。因此，大会决议：

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二、责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各级国家机关，采取有效的措施，并督促全体工作

人员依靠群众，努力工作，保证按期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和各个年度计划。

三、各级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努力增产，厉

行节约，消除各种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现象，特别是基本建设方面，在保证生产性工程

和技术性工程的进度和质量的条件下，应该比五年计划所规定的节约方案更进一步地节

约投资和各项费用。

四、各级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必须充分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

的反革命分子，粉碎国内国外敌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破坏活动。

五、各级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进一步地巩

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认真地学习苏

联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为胜利地实现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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