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
计划的建议的报告①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周　恩　来

同志们：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要胜利地完成了。为

了使我们能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立即顺利地开始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及早着手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现在，党中央委员

会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请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

这个建议经过这次党代表大会讨论并且通过以后，将提交国务院讨论。

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在刘少奇同志代表党

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已经有了说明。现在，我受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

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情况

我在说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前，要说一说关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情

况。

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由于全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努力，我们的社会

主义建设工作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都取得了比预想还要快还要大的胜利。我们的成就是

巨大的，但是在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需要我们努力加以克服。

在基本建设方面。预计到１９５７年底，全国基本建设的投资额，有可能比原计划超额
完成１０％以上。计划所规定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除了少数的以外，都有可能如期完

成或者提前完成建设进度，而且在各个年度中又增加了一些新开工的建设单位。到１９５７
年底，预计大约有五百个新建和改建的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建设完工，这样，就会提高我

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为我国的工业创立某些新的部门和在一定程度上革新某些原有的部

门，从而开始改变我国工业原来极端落后的面貌。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以鞍

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就会大为加强，在内蒙古、西北、华北各地，就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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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出现许多新的工业城市。五年内新建和恢复的铁路将达到５５００公里左右，重要的干线

如集宁到二连、宝鸡到成都等线都已经修通，鹰潭到厦门的铁路也将要修通，兰州到新疆

的铁路已经修到玉门以西。重要的公路如康藏线和青藏线等也都已经全部通车。这些铁

路和公路的建成，加强了我国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同全国各地区的联系。关于水利建设，

我们正在继续根治淮河，开始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水力枢纽工程，并且举办了其他一些

大型的和很多中、小型的水利工程。许多建设完工的水利工程，对于防御洪水和灌溉田地

已经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几年来，地质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保证了我国基本建

设的需要。如上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从投资额和多数重要建设单位的

进度说，将有可能达到我们预定的要求。但是也应该指出，某些部门，有可能完不成原定

的投资额计划，少数重要建设单位的部分工程，也有可能完不成原定的进度计划。这些部

门和这些建设单位，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应该加强工作，尽可能地争取完成原定的计

划。同时还应该指出，有一些建设单位只注意赶进度，忽视质量和安全，以致工程质量低

劣，事故很多，并且造成浪费，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在工业生产方面。工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在内，按１９５２年的不

变价格计算，下同）历年都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１９５６年，将达到五年计划规定的１９５７年

的水平；到１９５７年，将有可能比原计划超额完成１５％左右。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说，到

１９５７年，绝大多数产品都将超过原定的计划指标。例如钢将达到５５０万吨，发电量将达到

１８０亿度，煤将达到一亿二千万吨，金属切削机床将达到３万台，发电设备将达到３４万千

瓦，原木将达到２４００万立方公尺，棉纱将达到５６０万件，机制糖将达到８０万吨，机制纸将

达到８０万吨。从重要的工业新产品说，我国过去不能够制造的某些发电设备、冶金设备、

采矿设备和新型号金属切削机床，现在已经能够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够制造的汽车和喷

气式飞机，现在已经能够开始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够生产的大型钢材和合金优质钢，现

在也已经开始部分生产了。但是，也有几种产品，如石油、硫化氢、食用植物油、卷烟、火柴

等，由于原料不足、销路不畅或者技术的原因，可能完不成原定的产量计划。

在农业生产方面。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４年，我国许多地区受到了较大的自然灾害，这两年

的农业生产计划都没有全部完成，但是粮食产量仍比丰收的１９５２年有所增加。１９５５年我

国农产品丰收，粮食产量（不包括大豆，下同）达到３４９６亿斤，棉花产量达到３０３６万担，其

他农产品的产量也都有增加。１９５６年许多地区遭受了洪水、内涝、台风和干旱的严重灾

害，某些农作物特别是棉花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由于全国农村正处在合作化的高潮中，

没有遭受灾害的地区将会增加生产，１９５６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仍然有可能达到第一个

五年计划规定的１９５７年的水平。只要今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１９５７

年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某些经济作物的产量，就有可能超额完成原定的计划。但是大豆、花

生、油菜籽、黄麻、洋麻的产量和某些牲畜的数量，有可能完不成原定的计划，我们必须采

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这些薄弱的环节。

在运输和邮电方面。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运输量和邮电

业务量每年都有增长。预计到１９５７年，主要运输部门的货物运输周转量计划，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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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完成。但是由于某些原有线路和设备的技术改造没有完成计划，某些线路和交通枢

纽目前发生了运输紧张甚至堵塞的现象，这种情况正在努力加以改善。

在商业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商业的日益发展，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已经在国内

形成，它的领导地位已经日益巩固。１９５７年比１９５２年，国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增长

６６３％，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值将增长６５％。预计到１９５７年，国内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和多数商品销售量的计划，对外贸易的出口和进口的计划，都有可能完成，有的可以超额

完成。几年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扩大了国内商品的流转额，并且对于最主要的几种生

活必需品，实行了统购统销的政策，保证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因而基本上保持了物

价的稳定，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目前商业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

商品供应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好和经营管理不善，因而发生商品有时积压有时脱销的现象。

在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保健事业方面。这几年来，这些事业都有相当大的发展。预

计到１９５７年，除了个别的以外，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科学研究、新闻、出版、广

播、文学、艺术、电影、体育和卫生医疗等事业，都有可能超额完成原定的计划。例如，到

１９５７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将达到四十七万人左右，超过原定指标约９％；中国科学院的

研究机构将达到６８所，比原定指标多１７所。

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方面。到１９５６年６月底为止，全国已经组织起九十九万二

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９１７％，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占全国农

户总数的６２６％。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９０％。我们预计，再经过

一年多的工作，即到１９５７年底，在全国范围内，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可以基本上实现

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

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到１９５６年６月底为止，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已

经有占产值９９％和占职工人数９８％的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在私营商业和饮食业中，转

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已经占总户数的６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７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就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国

有化准备了条件。

这里，我还要简略地叙述一下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的状况。

这几年里面，从总的情况看，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基本上

是相适应的。但是有一段时间，工资的增长速度过分地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例

如，１９５５年比１９５４年，工业部门（不包括私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约提高了１０％，而职工

的平均工资只提高了 ０６％。其他部门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工作中的错误，我们在

１９５５年底发现以后，就着手纠正。从１９５６年４月份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工资制

度的改革，并且确定１９５６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比１９５５年提高１３％左右。这样，１９５６年职

工的平均工资，就比１９５２年提高了３３５％，超过了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内工资增长３３％

的指标。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将超过原定的计划，例如，在国营工业部门，１９５６年将比

１９５２年提高７０４％，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内劳动生产率增长６４％的指标。

这几年里面，我们稳定了农民的农业税负担，并且适当地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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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农民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了生活。但是我们也犯过错误，在一九五四年，

由于我们没有完全弄清楚全国粮食产量的情况，向农民多购了一些粮食，引起了一部分农

民的不满。在１９５５年，我们实行了定产、定购、定销的粮食政策，从而安定了农民的情绪

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现在预计，五年内农民的全部收入有可能增长３０％左右。

由上面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定能够胜利

完成的。只要我们加紧努力，并且今后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大多数指标都

可以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和它的超额完成，已经使并且将继续使我国国民

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的生产水平有很大的提高。预计到１９５７

年，工农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的产值在内）将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６０％以

上。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的产值在内）的比重将达到５０％左右，

而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工业产值的比重将达到４０％以上，这就加强了工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领导作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在工业、农业、运

输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都已经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

各个部门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事业，也正在进入一个繁荣时

期，因而也就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创造了条件。

应该指出，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团

结一致，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表现的积极性和热情，是我们取得上

述伟大成就的基础和保证。

还应该指出，在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给

了我们巨大的援助。在这期间，苏联给予我国以优惠的贷款，帮助我国设计２０５项工业企

业和供应大部分设备，派来了大批的优秀专家，并且给了其他方面的许多技术援助。各人

民民主国家在设备、材料和技术力量等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在我国工作的苏联

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愿意乘

这个机会，对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这种真诚的兄弟般的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们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吸取这些经验和

教训，就使我们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做得更好。现在，我只就近年来我们在领导

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

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

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

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由年度计划加以调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基

本上是正确的，过去四个年度计划的安排，大体上也是符合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的，因而有

可能保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但是应该指出，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６年的计划，部

分地发生了偏低或者偏高的缺点，造成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

我们在制定１９５５年计划的时候，由于前两年农业歉收，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

小了一些，而且在当年的节约运动中，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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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同时，还由于基本建设计划变动的次数多，下达迟，因而计划完成得比较差。结果，不

但在财政上出现了过多的结余，并且在重要的建筑材料方面，如钢材、水泥、木材等，也出

现了一时的虚假的过剩现象。如果我们能够更早地准备一些预备项目，及时地扩大建设

规模，或者有计划地增加某些物资的储备，物资一时积压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我们

对以后发展的情况估计不足，把一时的物资过剩当作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因而用出口的

办法来解决钢材和水泥一时多余的困难。显然，这是不恰当的。

当我们制定１９５６年计划的时候，由于上年度农业丰收，社会主义改造又取得了巨大

的胜利，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定得比较高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

地对于基本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因而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

一些。同时，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也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

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

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

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

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

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

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

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

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

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

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

农业的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的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

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险。

但是我们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关系的时候，也曾经部分地犯过错误。例

如，在１９５３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

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

物力的浪费。在１９５６年初，当“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

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

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这些偏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

现和纠正了。

在这个时期中间，也曾经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就是某些重要工作过分突出，以致同有

关方面脱节。例如，在１９５６年初，我们为着加速发展农业，曾经过高地估计了双轮双铧犁

和锅驼机的当年需要量，制定了过高的生产计划，虽然这两种产品的计划经过一再修改，

压缩产量，但是计划仍然过高，结果不但消耗了过多的钢材，造成１９５６年钢材供应更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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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情况，而且使某些机械工厂发生了一时赶工增产、一时闲工减产的现象。又例如，在

我们的建设中，某种工业企业由于前进过快，所需要的原材料无法全部供应，因而发生了

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的困难。当然，在我们开始进行工业建设的时期，这种情况是难以

完全避免的，但是预料到这样的困难而更加妥善地进行安排，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几年来，我们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作了

大体适当的安排，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缺点的。有一段时间，我们重视了中央建设事

业的发展，而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

近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今后，我们应该经常地注意调整上述的关系，避免

发生片面性。

以上说明，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

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

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

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

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

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还会是很大的，

为了应付歉收，就必须有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储备；为了满足我国建设和生产的规模日

益扩大的需要，就必须有器材和原料的储备。此外，我们计划工作还缺乏经验，计划常常

有不全和不准的缺点，即使计划当时订得比较准确，也可能由于难以预料的因素又产生新

的不平衡。例如，１９５６年由于采用新技术，提高了平炉和高炉的利用效率，矿石和焦炭便

供应不足。为了消除或者减少在执行计划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平衡现象，也必须保留必

要的后备力量。

这几年来，国家储备的物资虽然还不很多，可是对于保证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需要曾经

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１９５６年的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也曾经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是

应该指出，我们过去对于物资储备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正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当

１９５５年某些物资略有多余的时候，就不适当地出口了一部分；到了１９５６年，由于基本建设

规模的扩大，又感到这些物资的严重不足。

必须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

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

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同时，各个

国营企业也应该有适当的储备。当然，不论是国家的或者是国营企业的物资储备，都应该

加强计划性，规定合理的定额，逐步增加，不能要求一下子增加很多，以免妨碍当前的生产

和建设。并且，我们也要反对把由于盲目生产所造成的产品积压，当做国家的物资储备，

因为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国家资金的积压和浪费，也是对生产和建设不利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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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

的圆满执行。不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

财政开支着想，保留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发展，这是不对的。

我们在制定财政收入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到积累和消费

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的时候，除了必须

根据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分配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建

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避免把支出

定得过分紧张。如果只顾建设的要求，不顾财政的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

能够供应，而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的计划，显然也是不对的。

同志们常常喜欢争论应该不应该有“财政框框”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不考虑经济

发展的需要，主观地定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

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

费之间的正确关系，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末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

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作“财政框框”盲目反对。

在这里还要指出，我们在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有许多是同领导上的主观

主义和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有些领导同志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主观

地处理问题和布置工作，因而所作的决定就很难正确，甚至发生错误。而上级的官僚主

义，又助长了下级的命令主义。

现在国务院各部门机构大，层次多，因而公文多，电报多，表格多，弄得下级机关疲于

奔命。而有的部门的领导同志，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部门发了些什么指示，作了些什么规

定。这样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在我们政府的工作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决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骄傲自

满。应该看到，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

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

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

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

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

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

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编制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以第一个五年计

划可能达到的成就作为出发点，联系到大约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我国要完成过渡时期

的总任务这个基本要求，实事求是地估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外的各种条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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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规划。这样，才有可能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

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应该是：（１）继

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巩固基础；（２）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３）在发

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

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４）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

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５）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

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

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

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

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有人问：既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日益发展，并且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

出现了经济和技术的广泛合作的可能性，我国是否还有必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呢？我

们认为，我国目前的情况虽然同苏联建国初期在经济上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

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极有利的条件，但是像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要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

体系。这是因为，从国内的要求来说，我们必须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从国

际的要求来说，我国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并且可

以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因此，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

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

另一种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不用说，我国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

系，在长时期内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

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

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事实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

的协作范围将不断地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

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

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

为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扩大冶金

工业的建设，大力推进机器制造工业的建设，加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

设，积极进行工业中的落后部门———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无线电工业的建设。同时，还必

须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首先是进行工业的技术改造，以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

经验证明，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

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

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将极

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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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期间，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发展农业，求得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互相配合。为了使国民经济

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按比例地、互相协调地发展，我们又应该妥善地安排重工业和轻工

业之间的关系，工农业生产和运输、商品流转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

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地安排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近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以便把一切积极的因素和有用的力量

都组织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将有可能继续保持比较快的

发展速度。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国家

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由第一个五年的３５％左右增加到４０％

左右，因而第二个五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就将比第一个五年增长一倍左右。在工农业生

产方面，初步计算，１９６２年比１９５７年，工业总产值将增长一倍左右，其中，生产资料和消费

资料的产值都会有很大的增长，但是生产资料产值增长的速度将会更快一些；农业总产值

将增长３５％左右。到１９６２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１９５７年的

数字增长７５％左右。

这里应该加以说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所列举的增长百分数，都是以第一个五

年的计划数字作为基数进行比较的，并没有把可能超额完成的因素计算进去，因而增长的

百分数就显得高些；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以后，如果以１９５７年实际达到的数字作为

基数，那末现在建议中的增长百分数将有可能相对地下降一些。例如：在建议中提出的我

国的钢产量，１９６２年计划达到１０５０万吨到１２００万吨，这个数字同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

１９５７年的产量４１２万吨作比较，将增长１５倍到１９倍，但是，如果同现在预计的１９５７年

产量５５０万吨作比较，那末就增长将近１倍到１２倍。

上述关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是积极而又

稳妥可靠的。应该相信，只要我们善于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就能

够取得伟大的力量，克服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像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胜利地

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三、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
建议的若干主要问题

上面我说明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方针和指

标，在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中，都已经提到了。这里，我只扼要地说明关于第二个五

年计划建议的若干主要问题。

（一）合理地积累和分配资金

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们的

资金积累较多，分配得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较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就能够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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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地发展。因此，合理地解决资金积累和资金分配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国民收入是全国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物质财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

全部国民收入都归劳动人民自己所有。劳动人民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维持和改善自

己的生活，另一部分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用作积累。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

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

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

都是对人民不利的。

第二个五年的国民收入将有可能比第一个五年增长５０％左右。由于我国国民经济

还很落后，农业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大，人民生活的水平还比较低，因此，积累部分在国民收

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可能也不应该有过多的和过快的增长，但是可以稍高于第一个五年已

经达到的水平。这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积累的总额，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仍然

会有比较多的增加。

在解决了资金积累的问题以后，还必须解决资金分配的问题。考虑到目前的国内条

件和国际条件，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有必要和可能适当地降

低国家预算中的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比重，而提高经济和文化教育支出的比重。第一个五

年国防和行政的费用，约占财政支出的３２％左右，第二个五年应该争取降低到２０％左右。

这样，经济和文化教育支出所占的比重，就有可能由第一个五年的 ５６％左右，提高到

６０％—７０％，从而保证我国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在分配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时候，应该保证工业和农业能够得到较高速度的发展。

在投资总额中，工业投资所占的比重，可以由第一个五年的５８２％提高到６０％左右；农

业、水利和林业的投资所占的比重，可以从第一个五年的７６％提高到１０％左右。此外，

还应该注意安排运输和邮电部门，文化、教育、科学和保健部门，城市建设部门和商业部门

等的投资，使它们保持适当的比例。

在分配工业投资的时候，还应该在轻重工业之间进行适当的安排。第一个五年由于

我国的轻工业还有很大的潜力，因此计划规定轻工业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１１２％，在执

行过程中略有增加，这样的比重是适当的。考虑到第二个五年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

若干轻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将会不足，我们认为，有必要适当地提高轻工业投资所占的比

重。但是，由于某些轻工业企业的生产潜力，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特别是大量的公私

合营企业，经过改组安排以后，有可能进一步地增加生产，手工业在实现合作化以后，也将

进一步增加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因此，我们在安排轻工业投资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这些

因素。

（二）正确地安排基本建设计划

关于基本建设，除了上面已经说到的必须合理地分配投资以外，还应该注意以下的一

些问题。

第一，关于加强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建设问题

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中，应该特别注意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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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是建立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主要环节之一。我国第一个五

年计划期间，许多大型的精密的机器和成套设备都还不能够制造，这种状况使我国建设所

需要的机器和设备有４０％左右依靠进口解决。因此，努力发展机器制造工业，特别是发

展我们所需要而又缺乏的各种重型设备、专用机床、精密机床和仪表等制造业，是今后工

业建设的一个重点。我们应该争取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机器设备的自给率提

高到７０％左右。

冶金工业是重工业的基础，如果没有强大的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也是困难

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生产的钢材大约只占国内需要量的８０％左右，而许多

特殊品种的钢材，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要依靠进口解决。因此，努力发展冶金工业，是今后

工业建设的另一个重点。我们应该争取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钢材和主要的有

色金属的数量和品种，都能够基本上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部门的需

要。

在重工业各部门中，不仅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需要努力发展，而且还有许多薄弱

的环节需要加强，许多空白需要补足，例如，稀有金属的开采和提炼，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

建立和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等，都应该当作我们进行建设的重要方面，给以足够的

注意。

为了发展重工业，必须继续加强地质工作，并且使地质普查工作和重点勘探工作正确

地结合起来，争取发现更多的新矿区和矿种，探明更多的矿产储量，以满足工业建设当前

和长远的需要。

第二，关于生产力分布问题

为了合理地配置我国的生产力，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且使我国工业的布局适合

于资源和国防的条件，必须在内地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不

可动摇的方针。加强内地工业的新建设，也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进行华中和内蒙古两地区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的建设，积极进行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周围等地区以钢铁工业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工

业基地的建设，继续进行新疆地区石油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并且加强西藏地区的

地质工作，为发展西藏的工业准备条件。

同时，我们必须充分地利用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我们在内地进行工业建设所

需要的许多原材料、设备、资金和技术人才，都需要近海城市原有工业来供应和支援。可

以说，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我们充分利用并且加强近海地

区的工业基础，不但是为了适应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也正是为了在内地建立

更强大的工业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继续加强东北的工业基地，充分利用和

适当加强华东、华北、华南各地区近海城市的工业，以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当然，我们在充分利用近海城市原有的工业基础的时候，应该注意合理性，避免盲目

性。这种合理性就是：改建那些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建的企业，而不是改建一切的原有企

业；在工业企业已经比较多的城市，一般地应该少建新的企业；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必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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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原料来源、产品销售、生产技术和运输方便等条件，并且注意同其他地区的合理分工。

在工业地点的分布问题上，不论是内地的工业或者近海地区的工业，我们的方针是既

要适当分散，又要互相配合，反对过分集中和互不联系的两种偏向。

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合理分布，我们将要建设许多新的城市和扩建许多原有的城市，为

此，应该加强城市的规划工作和建设工作，求得同工业建设相配合。

第三，关于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结合问题

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开工建设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要开工建设的

许多规模巨大的工业企业，是组成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骨干。但是在建设大型企业的

同时，还必须建设许多中、小型企业，以便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增产更多的工业品，满足

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有人认为，建设大型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比较合理，因此应该多建大型企业而少建

中、小型企业。又有人认为，建设中、小型企业需要的时间较短，发挥投资的效果较快，因

此应该多建中、小型企业而少建大型企业。我们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某些工业部门和在某

种条件下，建设大型企业是合理的，而另一些工业部门和在另一种条件下，建设中、小型企

业就比较合理。在每一类企业中，一般地说都应该有一些大型的企业作为骨干，又应该有

许多中、小型的企业来配合。

为了使企业的建设更加合理起见，凡是有必要也有可能分期建设的大型企业，可以考

虑分期建设；凡是资源有余并且有其他条件的中、小型企业，可以进行全面规划，为以后的

发展预做准备。同时，在规划中、小型企业同大型企业相配合的时候，应该首先利用国营

和公私合营的原有中、小型企业以及手工业，以发挥他们的生产潜力。

（三）发展工业生产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１９５７年比１９５２年，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产值在内）增

长９３％；党中央委员会建议，１９６２年比１９５７年原计划，工业总产值应该增长一倍左右。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所以有可能保持比较高的速度，是因为：投入

生产的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将会增加，大多数原有企业将采取增产的技术措施或者进行技

术改造，公私合营企业将要完成经济改组并且基本上实现国有化，手工业除了少数的以

外，将完成合作化，同时，农业发展也有可能保持较高的速度。

关于发展工业生产，我在这里只说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发挥工业企业的生产潜力问题

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按照大体的计算，到１９５７年，由新建企业和改建企业所生产

的，将占１５％左右；而到１９６２年，由第一个五年和第二个五年内完工的新建企业和改建企

业所生产的，将占５０％左右。因此，加强组织工作，充分发挥这类企业的作用，对发展工

业生产有重要的意义。

新建和重大改建的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从开工生产到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

是要有一段时间让技术人员和工人掌握机器和设备的性能、熟悉工艺过程的；但是，只要

充分发挥技术人员、工人和职员的劳动热情和智慧，这个时间是可以缩短的，而且，设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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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上所规定的企业的生产能力，有些是可以超过的。根据１９５６年４月的统计，在１９５３年

到１９５５年陆续投入生产的限额以上的１４１个工业建设单位中，已经提前达到并且超过设

计能力的就有３０个，可以提前达到设计能力的有３３个，可以按期达到设计能力的有７１

个，不能按期达到设计能力的只有７个。这就是说，大约有接近半数的企业，可以缩短时

间而提前达到设计能力。在这方面的例子有：改建的沈阳风动工具厂，原估计要四年的时

间才能够达到设计能力，实际上建成的第二年就达到了，预计１９５７年的生产量有可能超

过设计能力一倍以上；新建的抚顺铝厂，在１９５５年初正式投入生产，当年的产量已经达到

他的设计能力的１１０％左右。可见新建和改建的企业，有很大的生产潜力。为了充分发

挥这种潜力，首要的问题是加强生产准备工作，特别是人员培养、技术准备、组织协作和原

材料供应等工作。关于这方面的具体经验，有关部门应该加以研究、总结和推广。

但是决不能够说，有了新建和改建的企业，我们就可以不注意原有企业的生产了。在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原有企业生产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

许多新建和改建的企业还需要依靠原有企业的协作和支援。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条件，分

别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一部分企业有计划地进行改建或者进行技术改造，对另一部分企

业进行调整和增添某些设备，对其余的企业继续改善经营管理，以进一步发挥原有企业的

生产潜力。

第二，关于推进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问题

推进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

本和促进技术的发展。但是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在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随着我国工业水平的提高，并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可能条件，逐

步地和分别地解决，不能盲目从事和勉强进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一方面充分

发挥了原有的综合性工厂的作用，使他们的生产适应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

要，另一方面，在机器制造工业中，开始按照产品种类建立了一些专业分工的工厂，同时调

整了一些原来产品种类过于复杂的机器厂，使这些企业初步地走上了专业化，这都是完全

必要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除了应该新建一些专业化的工厂以外，对于各类新

建和改建的企业，应该对他们的产品方案进行合理的安排，既要避免产品种类过于复杂的

缺点，又要避免不适当地追求专业化的偏向。对于原有企业，我们一方面应该适当地调整

某些企业的产品方案，使生产比较合理，另一方面仍旧应该保留一部分综合性工厂。对于

大部分公私合营的企业，我们应该让他们继续保留原有的产品种类，以适应社会多种多样

的要求，并且适应国营企业对协作的需要。在一个工业区或者一个工业城市内，我们可以

根据需要和可能，统一组织某些锻件、铸件和标准件的专业生产。在推进工业生产专业化

的过程中，应该防止产品种类减少的偏向。

随着工业生产逐步地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协作任务也就越加繁重和越加复杂。这就

必须进一步纠正那种只愿单干不愿协作的思想。凡是必须协作和可以协作的企业，应该

在年度计划中规定具体的协作任务和订立协作合同。

第三，关于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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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工业产品、特别是某些轻工业产品质量不高和品种不多，已经成为当前工业发展

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并且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没有疑问，我

们很多重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质量是不断提高的，品种是不断增加的，但是并不是所

有工业产品都如此，甚至某些产品质量在不断下降，品种在不断减少，这种现象必须大力

加以纠正。

工业产品质量低和品种少，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技术水平不高和设备落后

的缘故，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我们就没有可能来提高我国工业品的质量和增加工业品的品

种，更不能够以此作为质量下降和品种减少的借口。我们有些工业部门，对产品质量和产

品品种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缺乏长远的规划和有效的措施；在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的时

候，常常偏重于检查产量计划完成的情况，而忽视检查质量计划和新种类产品生产计划完

成的情况；产量超过计划有奖励，质量提高了和种类增加了却得不到奖励。所有这些，都

是造成我国当前工业产品质量低和品种少的重要原因。除此以外，在轻工业产品方面，工

厂所生产的成品，过去由商业部门包购包销；质量好的和质量不好的、新产品和旧产品都

是一个价格，或者价格相差很少。这些制度和办法，也都助长了企业忽视产品质量和产品

品种的偏向。因此，在当前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个工业部门，应该制定出工业技术

的长远发展规划，积极地组织产品设计的力量和加强对新产品设计和试制工作的领导，加

强企业的技术管理工作，改善原材料的供应工作，实行产品质量奖励制度；特别是应该发

动广大职工群众，为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而努力。同时，商业部门应该逐步地实

行某些商品的选购制度和按质分等论价的办法。

（四）发展农业生产

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粮食产量五年合计达到二万二

千亿斤左右，１９６２年达到５０００亿斤左右；棉花产量五年合计达到二亿一千万担左右，１９６２

年达到４８００万担左右。１９６２年比１９５７年原计划，农业总产值增长３５％左右。这些指标

是考虑了下面两方面的情况提出的：一方面，除了个别的地区以外，农业将会完成高级形

式的合作化，这样我们就能够进一步按照“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的规定，广泛地采取各种增产的措施和推广各种增产的经验；同时，灌溉面积和耕地面积

将会有所扩大，化学肥料的供应将会有所增加，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将会有所进步，这些，

都将促进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各种自然灾害还都难于避免，许多为害严重

的河流还不能得到根治，更大规模的垦荒工作还不能全面地展开，农业机械化的条件还没

有具备，这些，又使我们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要求有更高的速度。当然，我们应该充分

地利用上述的有利条件，争取农业生产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更大的发展。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应该特别注意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问题

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是要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依靠农民的

劳动积极性，逐步地改进农业生产的技术，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推行先进经验等，来提高

单位面积产量。在实行各种增产措施的时候，我们又必须采取国家的工作和合作社的工

２８５



“二五”计划（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

作互相结合的方针。

从兴修水利说，一方面，应该由国家和地方举办若干大、中型的水利工程，如黄河、淮

河、海河等流域的治本工程和各地方的防洪、防涝工程；另一方面，应该由合作社大量地举

办小型的水利工程，改善原有的水利设施，加强水土保持的工作。在低洼易涝的地区，应

该研究和进行各种防涝、排涝的措施，改变耕作制度，以减轻内涝的损害。

从增加肥料说，一方面，应该由国家积极发展肥料工业，并且争取多进口一些化学肥

料，以增加肥料的供应；另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应该由合作社和社员个人广泛地养

猪积肥，有些地方是养羊积肥，并且制造绿肥和积聚其他的自然肥料。

从推行各种技术措施和先进增产经验说，应该积极开展技术指导工作，一方面，吸收

外来的先进增产经验，并且根据科学的试验和研究的成果，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广；另一方

面，也应该积极注意总结和推广当地的先进增产经验。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地指出，推行技术改进的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必须采取积极而又

慎重的步骤。这几年来在这个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有些地方发生了机械

地搬运甚至强制推广的毛病，造成了不好的结果。今后任何增产的措施和先进的经验，不

仅必须先经过试验，证明确实有效后再逐步推广，而且在推广的时候，还必须根据当时当

地的具体条件，规定适当的实施步骤；同时，在推行这些措施和经验的时候，还应该征求当

地农民特别是有经验的老年农民的意见，不应该强迫推行。对于当地的耕作习惯，也不应

该粗率地加以否定。

第二，关于发展多种农业经济问题

粮食是保证人民生活和发展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我们必须加以足够的注意。这几

年来，各地方重视了粮食和棉花的增产，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些地方却因而对其他

农业经济———除棉花以外的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林业、水产养殖业、蚕桑业和各种农家

副业的增产注意得不够，加上有些农业产品和土特产品受了收购价格偏低的影响，结果使

农业经济不能够全面地和充分地发展，从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农民的收

入。因此，各地方以至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规划自己生产的时候，都应该根据当地的历

史情况和当前情况、自然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农民的生产习惯和生活习惯等等，对农业

的发展进行全面规划，以免发生单一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在畜牧区、林区和水产区，应该

分别以畜牧业、林业或者水产业为中心进行规划，同时根据可能的条件发展农业和其他副

业。

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采取许多具体办法。凡是农民有经营习惯

而又为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应该继续经营并且加以发展。凡是社会迫切需要、特别是

有重大经济价值的产品，例如亚热带作物和热带作物、出口需要的各种农产品和副产品，

除由国家或者地方统一经营以外，还应该鼓励合作社经营，由国家进行技术指导。凡是不

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农家副业，应该鼓励社员单独经营。商业部门应该合理地规定

农业产品和副业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改善收购制度，同时，有关部门应该帮助合作社适

当地恢复农村中的某些农产品加工业。

３８５



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

（五）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内地和边远

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都需要大大地增加运输和通讯的能力，要求我们必须以铁路为重点，

相应地进行全国运输网和通讯网的建设。这就向运输和邮电部门提出了巨大的要求：一

方面，应该对原有线路和设备进行必要的改建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应该继续进行新的

线路的建设，主要是西北和西南两个地区的铁路、公路的建设，沿海、长江的港口的建设，

同时，还应该增加必要的运输和通讯的设备。运输和邮电部门应该根据上述两方面的要

求，分别轻重缓急，进行全面规划，以保证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中所提出的关于运输、

邮电方面的各项任务。

目前，在某些线路上已经出现了运输和通讯的紧张状态，这主要是由于设备能力不足

所造成，但是也应该看到，某些运输和通讯的线路和设备，还存在着一定的潜在能力没有

被发掘出来。因此，运输和邮电部门，还应该积极地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和加强运输、通

讯的组织工作。

由于我国近代运输工具不足，运输线路不够，并且分布得很不平衡，而我国现有的木

帆船和兽力车等民间运输工具数量大，分布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重要的辅助运输

力量，在有些地区，目前还是主要的运输力量，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和适当发展民间运

输工具，并且逐步地对他们进行技术改良。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还应该把近代运输工具

同民间运输工具结合使用，以适应运输增长的需要。

（六）加强商业工作

改善人民生活，不仅要增加人民的货币收入，而且要使他们能够买到相当数量的和合

乎需要的商品。根据大体的计算，１９６２年供应城乡人民的各种日常生活消费品和一部分

生产资料的数量，即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比１９５７年原计划增长５０％左右。这是商业部

门的一项繁重的任务。商业部门必须继续加强收购工作和销售工作，继续贯彻执行对主

要生活必需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合理地设置商业网，并且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在国家领导

下的自由市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从对外贸易方面说，应该有计划地组织有关

物资的出口，以保证国家建设所必需的设备和器材的进口。

商业作为联系生产和消费、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纽带，不仅担负着满足居民生活需

要和一部分生产需要的任务，担负着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而且也担负着促进工农业生

产发展的任务。由于价值规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还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更起着

重要的作用，因此，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正确地掌握物价政策，就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

发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市场的物价一般是稳定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比价

大体是适当的，这就表明，我们的物价政策是正确的，他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的

发展，并且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但是，在物价政策的执行方面还存在着一些

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有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定得偏低，或者有时高有时低，影

响到这些产品的增产，甚至使某些产品减产；某些轻工业产品在质量和品种方面的差价太

４８５



“二五”计划（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

小，影响到这些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品种的增加。这些缺点，都已经发现并且逐步地进行了

纠正，但是还没有完全克服。在今后，我们对物价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调整。

正确地掌握物价政策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情况比较

复杂的国家里，对物价的调整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而不能轻率从事。比如，不适当

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对于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对于保持各种农产品之间正确的发

展比例，都会有不利的影响；不适当地降低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有可能引起商品的脱销。

因此，这种不适当的提价或者降价，都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物价方面将继续采取稳定的政策，同时，对某些不合理的物

价进行必要的适当的调整。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我国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

就使我们有可能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

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为了适

应上述情况，防止由于统一过多过死而发生产品质量下降和品种减少的现象，现在和在第

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商业方面，将采取许多重要措施。例如，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

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

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采取这些措

施，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

（七）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实行全业改组和人员安排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方面，我只说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小公私合营企业和手工业、小商业合作组织的改组问题

大型的公私合营企业，因为合营的时间比较早，他们的生产和经营已经逐步地纳入了

国家计划的轨道，经营管理制度也一般地进行了初步的改造。但是大量分散的中小型的

新公私合营企业，还需要进行适当的改组和安排。许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在实现合

作化以后，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改组和安排。这样，才能使他们在比较合理的条件下进行生

产和经营，以逐步地适应国家的计划管理的要求。我们在对他们进行改组的时候，必须注

意防止和纠正过分集中的偏向。

从工业方面说，小型工厂固然有它的缺点，但是他们在生产经营方面比较机动灵活，

容易适应多样的、经常变化的需要，因此，凡是经营合理并且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小型工

厂，都应该保存下来，不应该草率地加以合并或者取消。手工业合作组织一般地不宜过分

集中，应该根据发展生产、适应社会需要、增加社员收入的原则，使大社、小社、小组同时存

在；某些制造性的行业，特别是许多修理性、服务性的行业，都应该让他们继续保持分散活

动和原有的经营特点，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务，同时便于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参加生产。有

些手工业可以在手工业合作组织的领导下，继续独立生产，也可以让他们完全自产自销，

不必勉强组织起来。

从商业方面说，商业机构的分布应该最大限度地便利居民，因此更不应该过分集中，

而应该适当分散，并且采取多样的经营方式，为居民服务。我们的商业领导机关，过去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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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多考虑自己管理的方便，而少考虑如何便利居民，因而发生了集中过多的偏向，不适当

地集中了和取消了一些小商店和小商贩。这种偏向，应该迅速加以纠正。今后不论在城

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

销、甚至完全自购自销等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第二，关于工商业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安排和改造问题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以后，我们应该培养和提拔优秀的职工参加企业领

导，同时还要吸收原来的工商业资本家和小业主，担负一部分经营管理工作或者领导工

作。在实行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以后，资产阶级分子在企业中，具有资本家和职员的两重

身份，因此，公股代表应该同这些资方人员很好地合作，发挥他们的特长和积极性，并且在

工作的过程中，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克服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帮助他们

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把他们逐渐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而不应该对他们采取歧视的

态度。这样做，对企业、对国家和对工人阶级都是有利的。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应该使企

业中的职工懂得这个道理，把团结、教育和改造资方人员当作一件重要的任务。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几十万资方人员，绝大多数都有一些生产技术或者经营管理经

验，其中有一些人有相当高的生产技术和相当多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于他们的生产技术

和有用的经营管理经验，我们必须充分加以利用。公股代表在这方面应该很好地向他们

学习。

（八）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许多建设事业将要更多地由地方负责兴办或者要依

靠地方的努力配合来完成。因此，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是我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

要条件。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已经更加巩固，

这就使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

步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

挥。国务院在今年五月到八月曾经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对于当前存在着的中央集权过

多的现象作了检查，对改进国家行政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

体制的决议草案，现在正在广泛地征求各方面意见。

在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的时候。应该实行以下的原则：（１）明确地规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２）凡关

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全局性、关键性、集中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的企业和

事业，应该尽可能地多交给地方管理；企业和事业在下放的时候，同他们有关的计划、财务

管理和人事管理一般地应该随着下放；（３）企业和事业的管理，应该认真地改进和推行以

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者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切实加强对企业

和事业的领导；（４）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许多

主要指标由各部门条条下达的办法；（５）某些主要计划指标和人员编制名额等，应该给地

方留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６）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各项自治权利，应该作出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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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７）改进体制要逐步实现，

某些重大的改变，应该采取今年准备、明年试办、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实施的步骤，

稳步进行。

为了有效地实行上述的各项原则，我们认为，中心的问题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适

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因为地方比中央更加接近企业和事业的基层单位，更加接近群众，

也更加容易了解实际情况，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就能够更好地把地方上的一切力量，

一切积极因素，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

为了更大地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现在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

期间，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少数民族工作。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该成立自治地方而

尚未成立的，都应该按照宪法规定，积极地帮助他们成立自治地方。应该严格尊重民族自

治地方的各项自治权。应该大量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管

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使他们在工作中能够真正当家作主，有职有权。不论在少数民族聚

居、杂居或者散居的地方，他们的民族平等权利、宗教信仰自由、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都

应该受到尊重。对于那些还没有文字或者文字尚不完善的少数民族，应该积极地帮助他

们创制和改革自己民族的文字。

（九）培养建设人才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进行国家建设和推

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就必须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第一，关于建设人才的培养和分配问题

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

任务。这几年来，我国培养建设人才的工作是有显著进展的，但是从国家建设的要求来

看，我们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所培养的人才，在数量上、尤其是在质量上和门类上，

还难以满足需要。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

育，并且根据“掌握重点、照顾其他”及需要和可能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全面规划。

要做好建设人才的培养工作，必须正确地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几年，我们有

片面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这是必须纠正的。从教育部门说，应该积极地发挥力量，

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增加学生的数量。从用人部门说，应该考虑到真正需

要和实际可能，不要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以免由于盲目地增加数量而降低学生质量。

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应该实事求是地而不是主观主义地调整科系和设置专业，

切合实际地改进教育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方法，以便使培养的人才能够更加适应

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具体要求。目前在发展和提高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方面最大的

困难，是缺乏师资和学生质量不高。因此，必须从高等学校毕业学生中间抽调适当数量的

优秀学生，培养更多数量的研究生，并且有重点地选派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和教师出国学习

我们缺乏的学科，以增加师资。同时，必须相应地发展和办好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以提

高学生的质量。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现有的图书和仪器一般都还不够，应该逐步地

加以补充；这些学校在发展中所必需的校舍，也应该加以解决。

７８５



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

培养建设人才还必须发展业余教育，从职工中吸收有条件深造的人员参加夜校或者

函授学校学习，逐步地培养他们成为高级和中级的专门人才。学习必须真正出于本人自

愿，并且要分批分期地进行；各单位要保证学习的人有必要的业余学习时间，学习的时间

不要太长，学习不要过紧，以免妨碍生产和职工的健康。

在科学技术人才不足的情况下，对建设人才的合理分配就更加重要。在分配建设人

才的时候，对生产、建设的需要和科学研究、师资增加的需要，都应该首先保证重点，同时

照顾其他方面；并且应该继续纠正那种对科学技术人才分配不当和用非所学等不合理现

象。

第二，关于加强科学研究工作问题

最近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集合了全国几百名优秀的科学家，草拟了今后

十二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分别地提出了自然科学方面

和社会科学方面最重要的研究任务。这是提高科学研究工作，保证我国许多重要的科学

和技术方面在今后十二年内能够接近世界上先进水平的极重要的措施。应该在党中央和

国务院的领导下早日完成这两个规划，并且组织全国科学研究的力量，有步骤地实现这两

个规划所提出的任务。由于这些任务十分繁重，现有的科学研究人才不足，而现代科学和

技术又在一日千里地发展着，也由于当前我国科学研究的重点，大多数是我们工作中的薄

弱环节，甚至是缺门，因此，我们应该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重要方面的问题，防止百废俱兴、

平均使用力量的偏向。

为了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必须逐步地建立和健全中国科学院和各业务部门的科学研

究机构，加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做到各方面分工合作，密切结合。科学研究

机构的设置，应该在地区上合理分布。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同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

经济建设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在科学研究中，要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学术

上的自由讨论，以充分发挥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还应该及时地解决必需的图书、资料、仪器和试验场

所等问题，积极地改善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并且进一步地密切国际间科学研究工作

的联系和合作，收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的资料。

（十）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发展生产和增加国民收入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改善

人民的生活。

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但是，在建设

的过程中，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是常常不容易安

排得好的。因此，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

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

在这里，我要着重地说明以下的问题；

第一，关于改善职工物质生活问题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２５％—３０％。这样的增长速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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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是相适应的。根据前面所说的经验，我们

必须在年度计划中，经常地注意保持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使

职工的工资水平能够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较均衡地上升。并且，在规定各个年度的

职工工资增长计划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到生活消费品生产和供应的可能性，以避免工资增

长同物资供应发生脱节的现象。在调整职工工资的时候，必须贯彻执行“按劳付酬”的原

则，进一步改进工资制度。

为了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除了进一步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以外，现在和在第二个五年

计划期间，还应该根据事业，如民校、识字班、俱乐部、业余剧团等，我们应该给以支持和帮

助，并且加强领导。当然，在运用群众力量的时候，必须经常注意爱惜民力和时间，不要随

便增加人民的负担。

第四，关于增进人民健康问题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并且适

当地提倡节制生育。

几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在改善环境卫生、减少疾病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近年

来，我们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有些放松，今后应该继续大力开展这一运动，并且使它更

加深入和经常化，以进一步改进城市和乡村的环境卫生，减少各种传染病和职业病的发病

率。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推广治疗血吸虫病的经验，有计划地分期分区地消灭危害严重

的地方病。全国城乡的基层医疗组织，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方面，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今

后卫生部门应该加强对他们的领导。

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例如：在医院工作中，由于管理不善，收

费较高，因此使目前有限的病床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而且使有些群众看不起病，住不起医

院；疗养病床缺乏统一管理，造成很大浪费；此外在公费医疗制度和医务工作制度等方面

也还有不适当的地方。为了消除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卫生部门应该认真地调查研究，提出

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

我们应该在广大群众中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有效地增强人民的体质，并且提高我国

体育运动的水平。在开展体育运动的时候，必须根据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学习的具体

情况和体质条件，有区别地和有步骤地进行，避免要求过高过急和一般化的毛病。

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

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

取有效的措施。

（十一）继续厉行节约

克勤克俭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一切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合作社，都

应该厉行节约，使人力、物力、财力都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

业。

一年以前，党中央和国务院曾经号召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克服非生产性建设过多、生产性建设成本过高、工程和产品质量不好、物资损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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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以及机构庞大和人浮于事等等不良现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但是，应该指出，节约的方针并不是在一切部门中都贯彻得很好的，浪费现象仍然存在；同

时，在厉行节约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过程中，由于片面的节约观点，或者由于只追求多

和快、不重视好和省的偏向，使工程和产品的质量也发生了不少的问题，有些要返工重修，

有些会降低效用，甚至变成废品，这样，不仅不能够达到节约的目的，反而又造成了浪费。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国家建设规模的扩大，我们在物资供应、资金来源和技

术力量等方面，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而厉行节约，合理地使用物力、财力和人力，正是克

服这些困难的一项重要办法。应该承认，计划的好坏，对于节约或者浪费起着重大的作

用。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因此，各级国家

机关和企业部门应该首先做好计划工作。一切企业单位，都应该加强定额管理工作，推行

各种合理的先进定额；加强技术管理工作，提高产品和工程的质量，减少废品、次品和工程

质量事故；贯彻执行责任制度，克服无人负责的现象，以防止浪费和发挥节约的潜力。一

切事业单位，都应该减少不必要的事业开支和人员编制，加强财务管理和稽核工作，以缩

小事业经费在预算中的比重。一切合作社，都应该继续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

在国家行政机关方面，应该继续克服机构重叠和人浮于事的现象。现在，在各级国家

行政机关中，一般地说，机构都还过于庞大，人员还是过多，而这种现象，上级机关比下级

机关严重，大机关比小机关严重。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各级机构和机关人员继续进

行调整，精简行政机构，把机关人员适当下放，把非生产人员调往生产单位。这是目前在

国家机关方面实行节约方针的有效办法。

（十二）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和协作，扩大国际间经济、技术和文化

的合作和联系

为了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除了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外，还必须

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运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我们一贯努力加强同伟

大苏联的团结，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并且同他们进行全面协作和互相支援。我们也

努力发展同那些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特别是同亚非各国的经济合作、贸易来往、文化和

技术的交流。

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互助协作关系，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

的基础上，并且以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物质

福利和文化水平为目的的。

如前所说，不论在我们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或者在我们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时期，我国都在各方面获得了苏联的巨大的和真诚的援助，同时，也获得了各

兄弟国家的重大的援助。这种援助，帮助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能够以比较高的速度向前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还将

继续给予我们兄弟般的大规模的援助，特别是那些由苏联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帮助我们

设计和装备的大企业，将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一步奠定基础。过去，我们在学习苏联

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先进的建设经验和科学技术方面，得到很多好处，今后我们还必须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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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我国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们必须很好地尽这份责任。

我们有义务向各兄弟国家供应他们在建设中所需要的许多农产品、畜产品、矿物原料以及

某些机器设备和工业产品。我们必须努力增产，或者适当节约国内的消费，来保证这些产

品的供应。为了同其他国家进行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我们也有必要妥善地计划我

们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以便保证必要的出口。

几年来，我国同许多亚非国家在经济、技术和文化各方面的合作和联系日益密切。特

别是从亚非会议以来，这种合作和联系有了更广泛的发展。我们绝大多数亚非国家都迫

切要求消除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因此深刻地体会到彼此在经济上

和文化上进行合作的必要。我国一贯主张在平等互利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基础上同亚非国

家进行这种合作，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促进彼此的独立发展，在文化上发扬各自的特长并且

互相观摩学习。这种合作有助于保障亚非各国的民族独立和扩大和平地区，因此也就有

利于我国的和平建设。尽管这种合作的范围现在还不很大，但是，重要的是亚非各国已经

开始合作，并且正在扩大同拉丁美洲各国的联系，而这种合作和联系毫无疑义是有广阔的

发展前途的。我们也愿意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发展经济上、技术上

和文化上的联系。我们一直在努力扩大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并且愿意把这些国家的科学

技术和管理方法中有用的东西吸收过来，为我们的建设事业服务。尽管美国对我们实行

禁运，并且强制许多国家对我们采取同样的政策，但是这个彻底违反各国人民利益的政

策，已经遭到各方面日益强烈的反对。这个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迟早是会被扫除的。

我们主张扩大国际间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合作和联系，不仅是为了加速完成我们的社

会主义建设，而且还因为这将为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奠定可靠的基础。因此，这是完全符

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完全符合于和平事业的利益的。

　　　　
同志们：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今

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党同志，应该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加倍努力，

同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起，同全国各民族、各党派、一切爱国人士一起，为超额完成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只要我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纠正

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我们就能够动员一切力量，克服各种困难，

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奋斗中，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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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

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在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全国人民表现了空前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掀

起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经取得

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也正在胜利进行。

目前，国际形势已经肯定地趋向和缓，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日益发

展，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合作日益加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全国各民族、各民

主党派和一切爱国人士更加团结，这一切就成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

成的极其有利的条件。根据过去三年多的建设成就预计，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

各项指标，大部分都将超额完成，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更将提前完成。当１９５７年
我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国就将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时除了

个别地区以外，将基本上实现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

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实现，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８—
１９６２）应该及时拟定。为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
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加以讨论。我们建议国务院在尽

可能快一些的时间内拟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审议决定，以便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任务而努力。

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实现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第二个五年计

划，必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基础上，以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步骤，推进社会主

义的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保证我国有可能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

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能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因

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应该是：（１）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
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２）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３）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
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４）努力培
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５）在工业农业
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为着保证上述基本任务的实现，建议第二个五年计划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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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的方针和部署：

（一）根据现在国内和国际条件及总的趋势来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国

民经济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

１９５７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手工业和农业，下同），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５１１％，预

计执行的结果，可能增长６０％以上。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新建和改建的企业的

陆续投入生产，原有企业的生产潜力的进一步发挥，私营工业在公私合营和国有化以后的

设备潜力的发挥，农业和手工业在合作化以后的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要求１９６２年的工

农业总产值，比１９５７年计划（系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１９５７年计划，下同）增长７５％左

右，其中，工业产值（包括现代工业和手工业，下同）比１９５７年计划增长一倍左右，农业产

值比１９５７年计划增长３５％左右。上述的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都是以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数字作为基数进行比较的，没有把有可能超额完成的因素计算进去，因而增长的速度

显得高些；如果以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执行结果作为基数进行比较，这样，上述的第二个

五年计划的增长速度将会相对地下降一些。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在１９５７年的工业产值计划中，生产资料工业占３８％，消

费资料工业占６２％；预计执行的结果，生产资料工业的比重可能达到４０％以上。在第二

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资料工业的增长速度仍然将高于消费资料工业的增长速度，要求

１９６２年生产资料工业和消费资料工业各占５０％左右。

（二）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厉行节约，１９６２

年的国民收入，有可能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５０％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正确地处

理在国民收入中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稍高于

第一个五年已经达到的水平，以便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且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国营经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提

高，国家的财政收入将比第一个五年有较大的增加。财政支出必须同财政收入相适应，确

保财政收支平衡，并且保持一定的后备力量，以便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同时应该

相应地增加信贷基金，保持信贷收支的平衡。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在增强国防力量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缩

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支出，而增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

的加速进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支出总数中，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应该从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５６％左右，提高到６０％—７０％；而用于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支出，应该从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３２％左右，下降为２０％左右；其他部分用于国家的物资储备、信贷资

金、归还内外债款和总预备费等。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为着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

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可以从第一个五年的 ３５％左右，提高到

４０％左右。这样，第二个五年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可以比第一个五年大约增加一倍左

右。在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工业投资的比重应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５８２％，

提高到６０％左右；农业、林业、水利投资的比重应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７６％，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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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左右，以保证国民经济中的两个主要部门———工业和农业的迅速发展。

（三）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主要标志，因为重工业是建立我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的基础，也是完成我国国

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基础。

要求１９６２年主要的重工业产品大约达到如下水平：（见表一）

〔表一〕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１９６２年计划产量
１９５７年
计划产量

１９５２年
实际产量

历史上最高年产量

年份 产量

发电量 亿度 ４００—４３０ １５９０ ７２６ １９４１ ５９６
原煤 万吨 １９，０００—２１，０００ １１，２９８５ ６，３５２８ １９４２ ６，１８７５
原油 万吨 ５００—６００ ２０１２ ４３６ １９４３ ３２０
钢 万吨 １，０５０—１，２００ ４１２０ １３５０ １９４３ ９２３
铝锭 万吨 １０—１２ ２０ — — —

化学肥料 万吨 ３００—３２０ ５７８ １９４ １９４１ ２２７
冶金设备 万吨 ３—４ ０８ — — —

发电设备 万千瓦 １４０—１５０ １６４ ０６７ — —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６—６５ １３ １４ １９４１ ０５
原木 万立方公尺 ３，１００—３，４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２０ — —

水泥 万吨 １，２５０—１，４５０ ６０００ ２８６０ １９４２ ２２９３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大力加强机器制造工业、特别是制造工业设备的机器制

造工业的建设，继续扩大冶金工业的建设，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时还应该积极地发

展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加强工业中的落后部门———石油工业、化

学工业和无线电工业的建设。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业的建设，应该积极地进行。

五年内，应该努力加强工业中的薄弱环节，开辟新的领域，例如各种重型设备、专用机

床、精密机床和仪表等的制造，高级合金钢的生产和钢材的冷加工，稀有金属的开采和提

炼，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建立等等。同时还应该注意资源的综合利用，特别是共生有色金

属的全面利用。

（四）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应该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地加速轻工业的建

设，以适应广大人民对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并且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

要求１９６２年主要的轻工业产品大约达到如下水平：（见表二）

〔表二〕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１９６２年
计划产量

１９５７年
计划产量

１９５２年
实际产量

历史上最高年产量

年份 产量

棉纱 万件 ８００—９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６１８ １９３３ ２４４７

棉布 万匹 ２３，５００—２６，０００ １６，３７２１ １１，１６３４ — —

盐 万吨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７５５４ ４９４５ １９４３ ３９１８

食用植物油 万吨 ３１０—３２０ １７９４ ９８３ — —

糖（包括土糖） 万吨 ２４０—２５０ １１００ ４５１ １９３６ ４１４

机制纸 万吨 １５０—１６０ ６５５ ３７２ １９４３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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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凡是社会所需要和原料供应充足的轻工业，都应该充分发挥

原有设备的生产潜力，并且应该适当地提高轻工业的投资比重，按照需要和可能进行新的

建设，以进一步扩大轻工业的生产。轻工业部门应该努力增加产品品种，提高质量，降低

成本，做到物美价廉。

为了增加轻工业产品，地方工业应该更多地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废料，增产适合于当地

人民需要的各种消费品，并且在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应该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手工业，以满足人民的多方面的需要。

（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根据资源情况和合理分布生产力的原则，在内地

继续建立和积极准备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各地区经济逐步走向平衡发展。但是在

内地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地、充分地利用并且适当地发展近海各地原

有的工业，这不但是为着适应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也是为着支援内地的建

设。在工业基本建设中，应该注意大、中、小型企业的相互配合，并且在地区上做到适当地

分散。

五年内，要求继续进行东北、华中和内蒙古地区的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基地的建

设；开始进行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周围地区以钢铁工业、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的建

设；继续进行新疆地区石油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积极发挥华东地区原有工业基地

的作用；充分发挥华北地区和华南地区在工业上的作用；加强西藏地区的地质勘探工作，

以便为发展西藏地区的工业准备条件。

为着保证上述建设任务的完成，必须进一步加强地质工作，提供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各

种矿产储量和地质资料；加紧培养我国的设计力量，加强建筑和安装队伍。同时应该加强

城市建设工作，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

（六）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互相协调，满足国家和人

民的需要。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首先保证粮食的增产，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同时保证

主要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大豆等的增产，推动轻工业的发展。在农业发展中，还应该鼓

励多种经营，使畜牧业、林业、水产养殖业和农家副业等都有较大的发展，保证增加农民的

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求１９６２年主要的农业产品大约达到如下水平：（见表三）

〔表三〕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１９６２年
计划产量

第二个

五年合计

１９５７年
计划产量

１９５２年
实际产量

历史上最高年产量

年份 产量

粮食 亿斤 ５，０００左右 ２２，０００左右 ３，６３１８ ３，０８７９ １９３６ ２，７７３９

棉花 万担 ４，８００左右 ２１，０００左右 ３，２７００ ２，６０７４ １９３６ １，６９７６

大豆 亿斤 ２５０左右 １，１００左右 ２２４４ １９０４ １９３６ ２２６１

　　所列的主要农业产品的指标，应该力争超额完成。同时还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其

他油料作物和糖料作物的增产，并且努力发展蚕桑、茶叶、烟叶、黄麻、洋麻、果类、药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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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城市附近和工矿区附近应该把增产蔬菜等各种副食品供应城市和工矿区的需要

作为重要任务。

要求１９６２年主要牲畜的数量大约达到的指标：（见表四）

〔表四〕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１９６２年
计划数量

１９５７年
计划数量

１９５２年
实际数量

历史上最高年产量

年份 产量

牛 万头 ９，０００左右 ７，３６１ ５，６６０ １９３５ ４，８２６８

马 万头 １，１００左右 ８３４ ６１３ １９３５ ６４８５

羊 万头 １７，０００左右 １１，３０４ ６，１７８ １９３７ ６，２５２０

猪 万头 ２５，０００左右 １３，８３４ ８，９７７ １９３４ ７，８５３０

　　应该注意发展养猪业，以增加肉类的供应和增加粪肥。此外，应该广泛地繁殖鸡、鸭、

鹅、家兔等家禽、家畜。

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几年，大豆、油料作物和牲畜等没有完成计划，因此在第二

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改善这种情况；并且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根

据各地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安排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比例，安排牲畜和副业生产，以

保证农业内部各部分的协调发展。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贯彻执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和勤俭办社、民主办

社的方针，整顿和巩固自己的组织，培养和选拔各类干部，加强经营管理和生产组织工作。

应该在兼顾国家需要和农民福利的原则下，合理地安排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并且

在不影响合作社集体生产的条件下，适当地给社员以必要的个人自由支配的劳动时间，容

许农民经营适合于个人经营的各种农副业，以进一步发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和

副业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中，应该防止盲目并成大社，以免造成经营管理和

生产组织工作上的困难，影响农业生产。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五年内，必须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积极地推广一切可能的增产措

施，以便继续提高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增产的主要措施是：扩大灌溉面

积；开辟肥料来源，改进使用肥料的方法；逐步地推广适合于当地使用的新式农具；推广适

合当地的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并且加强种子复壮工作；改进耕作技术和耕作制度；适当地

扩大复种面积和开垦农村附近的荒地；适当地发展高产作物；改良土壤，特别注意红壤地

和盐碱地的改良工作；大力地防治危害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等。对于各项先进的增产经

验，必须经过典型试验，在取得经验以后，再在条件大体相同的地区逐步推广，以免因盲目

推广而造成损失。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大力兴修水利，加强防洪排涝措施，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努力减轻巨大的水旱灾害和逐步消除一般的水旱灾害。在国家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的同

时，应该发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群众的力量，有计划地和积极地兴办中、小型水利工程，并

且注意利用和改善原有的水利设施。

应该按照可能条件，开垦东北、西北和华南等地区的荒地，增加耕地面积，并且适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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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国营农场，为国家增产粮食和经济作物。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积极地发展林业，发动群众植树造林，努力进行国有林

区的迹地更新和抚育工作，提高造林成活率，防止森林火灾和虫害，逐步地实现绿化。应

该积极发展海洋水产品的生产和淡水、浅海的养殖业，加强水产资源的调查和保护工作。

有计划地进行气象台站的建设，加强气象的预报工作和警报工作，预防自然灾害。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商业和运输等部门必须加强同农业部门的配合和协

作，同时注意加强农村信贷工作，大力支持农业生产。

（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应该相应地

发展运输和邮电事业，进一步建设新的铁路、公路和通讯线路，开辟水运和空运航线。同

时应该有计划地加强和改进原有的运输和邮电设备，充分利用和适当发展民间运输工具，

改善运输的组织工作，努力提高运输和通讯效率。

五年内，铁路、公路、水运和民用航空的货物周转量和旅客周转量都应该有相应的增

长。

五年内，要求新建铁路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公里，建成兰州到新疆国境、包头到兰州、内江

到昆明、重庆到贵阳、兰州到柴达木等铁路干线。此外，还将修建部分联结线和为工矿、林

业服务的铁路支线。

五年内，要求新建和改建的主要公路干线约为１５，０００—１８，０００公里。同时各地区应

该根据当地的需要和可能修建地方性的简易公路、大车路和其他道路，以逐步地扩大地方

道路网。

应该根据运输的需要，增加内河、沿海和远洋的船舶；加强港口建设，增建助航设备；

扩展内河通航里程，加强干流和支流的运输组织工作。

民用航空和专业航空的运输工具和设施，也应该有适当的增加。

应该根据全国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逐步地建设和改建全国的邮电通信网。

（八）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

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应该继续改进和调整商业网，进一步地扩大商品流通，加强工业品、农

产品的采购工作和供应工作；同时应该继续稳定物价，对不合理的价格逐步地加以调整。

在工业品采购工作中，推行按质分等论价和在部分产品中实行选购办法，以督促落后工厂

改进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的花色品种。

五年内，随着人民购买力的增长，要求１９６２年社会商品零售额比１９５７年计划增加

５０％左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出售给城乡人民的日常消费品如粮食、肉类、水产品、

食用植物油、食糖、棉布、针织品、煤炭、煤油等，以及出售给农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生

产资料的数量，都应该有相应的增长。

继续实行粮食、油料、棉布等的统购统销和棉花的统购政策，以保证合理分配。统购

商品中属于农民的自留部分和非统购统销的商品，应该容许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自由买

卖，以扩大商品流通和便利人民需要。应该在国家市场以外，有计划地保留和适当发展一

些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以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并且补充国家市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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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加强出口物资的收购和供应工作，以保证进出口物资的平衡。

应该加强国家分配物资的供应工作，掌握供需之间的平衡，健全物资供销机构，改进

物资调拨工作，并且加强对重要物资的储备工作，保证国家建设得以均衡地和有计划地进

行。

（九）在完成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应该对公私合营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

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和妥善地进行人事安排；并且根据条件成熟的情况，逐步实现公私合

营企业的国有化。同时必须保存和继续发扬这些企业原来的优点，保证品种的不断增加

和质量的不断提高。

应该选拔公私合营企业中的优秀职工参加企业的管理工作；同时必须注意团结和教

育这些企业中的资方人员，充分利用他们的生产技术和有用的经营管理经验，把他们改造

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

由于小厂、小店比较机动灵活，容易适应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在经济改组过程中，应该

注意到不要过分集中。对那些社会需要或者经营合理的小型工业企业应该保留下来，不

要盲目并厂，以免削弱各方面的协作配合。商业更应该采取多样的经营方式，在国营商业

和合作社商业的领导下，保持适当的分散经营；要在城市居民区和农村中保存适当数量的

小商小贩，以便利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注意整顿和巩固组织，妥善地安排生产，组织原料供应和产品

销售，贯彻执行“按劳付酬”的原则，保证一般社员能够增加收入。应该适当地划分管理

范围，加强领导，加强各方面的配合。同时还应该注意保存和继续发扬这些手工业原来的

优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根据需要和可能，对一部分手工业可以逐步地实行

机械化或者半机械化，以发展生产。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不宜过分集中，某些行业还应该适当分散，并且容许一部

分手工业者、特别是特种手工艺品的生产者继续独立经营。农民兼营的而其产品又在本

地销售的手工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农民个人经营，或者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以满

足当地居民的需要。

（十）应该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首先是进行重工业的技术改造，迅速提高我国

工业的技术水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重大改建的机器制造、冶金、化学、电

力、石油、煤炭和无线电等主要的工矿企业，应该根据可能条件，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利

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努力掌握这些新技术，以便把我国的工业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

上。原有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其原有的生产潜力，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改

善某些落后设备，提高原有企业的技术水平。一切新建、改建和原有的企业，都应该根据

各个企业的具体条件，有效地和有计划地推广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生产方法，以迅速

增加生产。

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必须主要建立在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的基础

上，并且同我国的技术力量、财政力量、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条件相适应，有重点、有步骤

地进行。某些使用劳动力特别多的部门，应该在重要作业、重点工程和必须采用机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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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方面逐步实现机械化，并且逐步提高机械化的程度；其他部分，应该继续利用我国

劳动力的巨大潜力。运输业和邮电业的技术改造，也应该根据工业发展水平，经济、资源

的可能情况和运输、通讯的需要逐步地进行。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的技术改进，应该着重扩大水利灌溉和加强防洪排涝措

施，试制和推广适合当地使用的各种改良农具，增产肥料，改进耕作技术，改良种籽和畜种

等。同时应该根据具体条件，在国营农场、垦荒区和若干技术作物区，适当地使用拖拉机

耕种。

（十一）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应该积极地和有重点地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在第二个

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继续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在我国开始建立原子

能科学、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工作，并且在其他

主要的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以便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许

多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部门接近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五年内，应该有步骤地和有重点地加强中国科学院、各业务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和高

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加强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逐步地建立起全国的科学工作

网。

应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和“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知

识分子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应该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并且注意改进他们的工作条

件，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适应科学研究和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需

要。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大力地培养建设干部，努力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

育，继续派遣高等学校毕业生和教师到国外去学习我们缺乏的学科，有计划、有步骤地发

展业余的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以便更多地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

同时注意发展工人技术学校，并且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培养技术工人。

高等教育应该以发展工科和理科为重点，并且积极地发展师范和农林科，适当地发展

其他学科。五年内，高等学校毕业生要求达到５０万人左右，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大约增长

８０％左右。１９６２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要求达到８５万人左右，比１９５７年计划大约增加一

倍左右。

为了满足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的需要，和适当地满足各部门、各厂矿培养专

业干部和技术工人的需要，应该积极地发展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同时应该逐步地推广

小学教育，并且注意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儿童识字班，补充小学教育的不足。

应该在全国各地区努力扫除文盲，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文字改革，逐步地举办工农

业余小学和中学，保证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应该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针，广泛地发展文学艺术事业，多方面提倡文艺

创作和艺术实践，开展文艺批评工作；积极地进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传播工

作，使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的文艺形式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

应该积极地发展电影事业，有计划地和有步骤地发展出版事业和广播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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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应该正确地调整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都应该在中

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国家计划，充分地发挥各地方、各业务部门和各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广泛地动员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社会主义建设尽可能快一些的发展。

应该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

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地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并且

注意改进和加强中央各部门的工作。各地方行政管理权限的扩大，一方面可以使地方担

负起更多的责任，更大地发挥积极因素和生产潜力；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中央各部门集中

力量，更多地进行全面规划，研究方针政策，掌握主要业务，加强工作检查，组织经验交流，

因而又可以加强中央的领导。

各地方应该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和当地的具体情况，制订地方的经济发展计划。各

地方首先应该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同时应该在全国平衡和地方平衡相结合的条件下，

进行必要的工业建设，加强对地方工业和手工业的领导。地方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应该

主要为当地人民、特别是当地农民的需要服务；同时生产出口需要和国内其他地区需要的

产品，生产各种建筑材料，并且为中央国营工业组织加工和协作生产。

各地方还必须注意改进本地区的工业品、农产品和土产品的收购工作，增加消费品和

农业、手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的供应，以促进生产发展，满足人民需要。同时必须按照需

要和可能改进地方的交通运输条件，发展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

（十三）为了促进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少数民族

地区的建设工作，逐步地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状况。

在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有准备地发展当地的工业。应该注

意帮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林业和畜牧业，逐步地进行水利建设和农业、林业、畜牧

业的技术改进。有步骤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运输、邮电、商业和银行信贷事业。同时注

意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帮助创

造和改革少数民族的文字，帮助建立医疗卫生机构和电影放映队，并且加强少数民族文字

出版物的发行工作。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该根据各民族人民和公众领袖的意愿和当时当地的具

体条件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以适应当地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

（十四）应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该正确地处理劳

动生产率提高和职工工资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确地处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

合理地安排劳动力，逐步地消除城市中的失业现象。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五年内工业部门和建筑部门

的劳动生产率各提高５０％左右。五年内，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将增加

６００万到７００万人。

应该在保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工资，五年内工人和职员的平均工资

将增加２５％—３０％。应该适当地缩短在有害健康条件下作业的工人和职员的工作时间。

应该进一步改善工人和职员的居住条件，适当地增加住宅的建设，逐步地改善城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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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交通条件和城市的服务业。逐步地改进和增设托儿所和幼儿园，改善企业、事业、机

关的食堂。切实加强劳动保护、工矿卫生和技术安全的设施，保障工人生产的安全；积极

采取措施，减少和消除几种危害比较严重的职业病。特别应该注意改善井下、高温、野外、

高空等作业的工作人员的劳动条件和妇女的劳动条件。扩大劳动保险的实施范围，改进

劳动保险制度。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了有特大的自然灾害以外，应该在农业增产的基础上，争

取做到一般社员能够增加收入，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五年内，随着农业生产的增

长，农民的全部收入可能增长２５％—３０％。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益金应该合理使用，保证全部用在社员的劳动保护和生活福利

方面。

五年内，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收入也应该有相应的增

长。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进一步发展保健事业，适当地增加医院和疗养院的床位

和医疗保健机构，逐步地推广乡村简易病床，加强对疾病的预防工作和农村医疗工作，并

且有计划地培养医务工作人员，做好中医和西医的相互学习的工作，认真地进行中医、中

药的整理研究工作，大力地防治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

应该有步骤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以增强人民的体质。在开展体育运动中，

应该照顾人民的体力条件，不使负担太重，以免得到相反的结果。

（十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着增加资金积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应该继续贯

彻执行增产节约的原则，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

五年内，由于生产的迅速增长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国民经济各部门对物资、资金

和干部的需要将日益增加。同时由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对消费品的需

要也将有新的增长。因此必须努力增加生产，并且继续发扬勤俭建国和艰苦奋斗的优良

传统，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的使用，并且把增产节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长期

的、经常的任务。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工业部门、运输部门和商业部门应该进一步降低生产成

本、运输成本和商品流通费用。基本建设部门应该在建筑工程中，继续贯彻执行适用、经

济和在可能条件下的美观的原则，降低工程造价，提高工程质量。文教卫生部门和国家行

政机关等，也应该贯彻执行精简节约的原则，节省开支，反对铺张浪费。

（十六）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我国的援助，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因

此我国在发展国民经济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

国家之间的国际协作，扩大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来往，以便实现各兄弟国家之间

的相互支援。有了这种包括经济、技术和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就可以

充分地相互利用各国的物质资源、生产潜力和科学技术成就；就可以加速国民经济的发

展，求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共同高涨。

应该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我国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特别是同亚非各国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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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合作、贸易来往、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以利各国人民的和平共处和经济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将是促

进我国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全面高涨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将使我国有可能更大地增

强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且基本

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奠定巩固的基础。

为了编好我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务院各部门和各地区在拟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

案的时候，必须把各项计划指标放在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充分估计到各种

有利条件，反对那种看不到各种潜在力量、低估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右倾保守的偏向；

又要充分估计到各种不利的因素和可能发生的困难，反对那种缺乏实际根据、不考虑可能

条件、不注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急躁冒进的偏向。

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来看，长期计划中有许多因素是一时难以预料的，特

别是农业生产计划的执行，在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还很难避免自然灾害的侵袭，

而农业生产计划完成的好坏，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又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

在长期计划中应该把指标定得比较稳妥可靠；但在年度计划中，就应该根据可能条件，积

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

拟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是一件十分繁重复杂而且具有伟大意义的工作。因此中国

共产党各级党的组织应该积极地、实事求是地协同政府机关做好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草

案的工作，并且组织群众广泛讨论，反对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保证我国的第二

个五年计划能够符合实际情况和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要求，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胜利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全党同志应该在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

的领导下，继续努力，进一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一

切爱国人士，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超额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

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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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央、主席：

最近我们根据中央和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指示，参照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

全面跃进的形势和一九五九年计划安排的情况，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

标又作了一次研究，现在提出以下的意见，提请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

（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前把我国建设成

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

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工业现代化的主要的要求是：全国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各协作区建成比

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基

础，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接近美

国。

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的要求是：农业劳动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凡有条件的农村基本

上实现电气化；农作物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９０％以上的耕地实现水利化；全部耕地

深翻一次。

发展科学文化的主要的要求是：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在主要科学技术

方面赶上世界上先进的水平；普及中等教育；大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

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的要求是：全体人民丰衣足食，进一步改进居住条件，同时消灭

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

（二）根据上述目标和要求，我们对１９６２年的主要指标进行了初步的计算，详见附表。

现在简要说明于后：

第一、在重工业方面，是以钢为纲来进行安排的。１９６２年如果生产钢８０００万吨，则相

应的主要指标为：发电量３０００亿度，原煤９亿吨，原油５０００万吨，铜９０万吨，铝１４０万到

１５０万吨，化学肥料６０００万吨，塑料８０万吨，人造橡胶７０万吨，金属切削机床５０万台，汽

车５０万辆，拖拉机３０万台，海洋船舶５３万吨（载重量），原木一亿三千万到一亿五千万立

方公尺，水泥９０００万吨。

第二、在轻工业方面，１９６２年生产棉纱２６００万件，纸１０００万吨，糖１０００万吨，食用植

物油１０００万吨。

第三、在农业方面，１９６２年的粮食产量，将在达到一万五千亿斤的基数上根据需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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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并且适当调整产品品种；棉花生产一亿五千万担；猪达到７亿头；其他的经济作物和牲

畜也应当予以充分注意，争取有更大的发展。

第四、在交通运输方面，以铁路运输为主，实行各种运输工具的综合利用，并且使水运

将有较快的发展；１９６２年铁路货运量将达到１９亿—２０亿吨；五年合计，新建铁路五万五

千公里到六万公里。

按照上述主要指标推算，１９６２年的工业总产值约为５７００亿元，将比１９５７年增长７４

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５３％左右（比１９５８年预计数增长４３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５１％

左右）。１９６２年农业总产值约为２４００亿元左右，将比１９５７年增长２倍半到２８倍，平均

每年增长３０％左右（比１９５８年预计数增长１２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１７％左右）。在

１９６２年工农业的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将达到７０％左右。

为了实现上述指标，第二个五年必须进行巨大规模的建设。初步估算，第二个五年合

计的基本建设投资约需３８５０亿元，比第一个五年增长６８倍左右。由于投资定额比第一

个五年大大降低，一般是一个钱办两个钱甚至更多的事，因此实际的建设规模比投资表现

的要大得多。

第二个五年工业方面的重大建设项目，初步安排了１０００个以上（过去曾提出８００个

左右，包括不全），这里面还没有全部包括为第三个五年的建设所必需的、要在１９６２年底

以前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因此，重大建设项目实际上将会更多一些。至于中小型的建设

项目，将由各省、市、自治区在编制计划的时候，根据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具体安排。

粗略计算，第二个五年内需要增加职工２８００万人左右，其中工程技术人员约２２０万

人左右，这一方面，也必须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加以妥善安排。

如果要在１９６２年争取钢的产量达到１亿吨，那末，各项有关的指标都还要相应提高，

各项有关的工作也要相应地加以部署，特别是机械工业的制造能力在１９６０年以后还应有

所增长。现在看来，只要我们抓紧前三年的工作，在１９６２年生产１亿吨钢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将在上述以８０００万吨钢为纲所安排的各项主要指标的基础上，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

和安排（初步估算数字，见附表第二方案），争取一亿吨钢的方案实现。

上述生产指标和建设任务实现之后，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将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第一，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工业上做到独立自主。１９６２年前后，可以每年提供年

产２０００万吨到２５００万吨钢的冶金设备和３０００万千瓦左右的全套发电设备，可以提供像

一万二千吨以至更大的水压机、３０万千瓦的水力发电机组、直径１１５０公厘的大型轧钢机

等各种重型设备，以及大型坐标镗床、光学仪器、各种精密仪器等。

第二，基本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到１９６２年，可以保证全国有６５％左右的耕地采用机

器耕作，９０％以上的耕地实现水利化，全国每亩耕地平均施用化学肥料６０斤以上，从而大

大增强农业战线上征服自然的力量。

第三，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１９６２年以前，可以掌握原子能、喷气、无线电

电子学等“尖端”的科学技术，在工业科学技术方面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同时，农业

和医学将完成中国特有的丰富经验的总结工作，而居于世界上最先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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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计划（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到１９６２年每人平均的消费量可以达到：粮食５５０到

６００斤，肉类１００斤，食用植物油２５斤，食糖２３斤，各种布１００尺。城市职工和乡村农民

消费水平之间的距离将大大缩小。同时，由于大力普及教育，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干部参

加体力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将显著地提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日益缩小。

第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空前提高，新的共产主义

的社会关系必将得到迅速发展，人民公社必将成为我国社会基层的主要形式。

上述这些变化说明：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我们将建成社会主义，并且为第三

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物质的和思想的某些条件。

（三）对第二个五年建设的部署，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三个并举”方针的条件下，

首先必须苦战三年，突破重点。主要抓三个“元帅”和两个“先行”。在１９６０年，粮食产量

要达到每人２０００斤，使我国的建设事业能够在生活资料充分供应的条件下顺利进行；钢

产量要达到５０００万吨，并且在品种方面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冶金设备、发电设备和重型机

床的制造能力要增长上去，做到自力更生。同时，铜和铝，电力、煤炭和石油，水泥和木材，

化学工业特别是基本化学工业，都应当有相应的增长。运输方面也必须有适当的安排。

在集中主要力量抓重点的时候，又应当注意其他经济部门的相应发展，以便为后两年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全面跃进，为人民生活的更大改善，创造顺利的条件。总之，应当全面

安排，重点突破，有步骤地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及时地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

之间的比例关系。

第二、把保证速度和合理布局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结合起来。为了保证速度，某些原来

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在工业上进行适当的扩建改建是需要的，但是为了促进全国经济比

较均衡的发展，必须积极地建设经济落后地区的工业。经济发达地区应当积极支援经济

落后地区，沿海工业基地应当积极支援内地。所有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考虑国家规定的

外调任务和协作任务以外，应当根据本区的需要来合理安排。

为了适应国防安全的要求，特别是适应逐步消灭城乡界限、全国经济走向均衡发展的

共产主义要求，企业的布置应当适当分散，并且利用现有的中小城市和集镇；先从事生产

再逐步进行城市建设；企业的规模除必要的骨干项目以外，应当多采取中小型。

现有的大城市除了安排必要的大型企业、高级的精密的机械工厂、科学技术的研究机

构和试验机构外，应当尽可能地少安排一般的企业。

第三、科学技术上抓两头，带动中间，即抓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和“尖端”科学技术

事业的基本建设，带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技术改造。采取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土

法和洋法相结合的方针。土法固然要一步步提高，洋法也要不断改进，使之适合于我国情

况和符合于多快好省的要求。

群众的创造发明和各种科学研究成果，应当及时总结和推广，这是使科学技术迅速地

为生产服务的关键性措施。

第四、采取“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加强协作、共同负责、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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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管理方法，使计划性和积极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各方面的积极性应当纳入计划，在

加强计划性的条件下应当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各级的计划都应当是全国统一计划

的一部分，全国的计划由中央、省市（自治区）、县三级分别管理，共同负责，保证完成。重

要的原材料和设备由中央有关部门统一分配，以便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重点项目和

主要生产指标；各有关部门在分配的时候，应当给地方留出一定的机动数，并且规定超产

部分的分成比例，由地方支配。实行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的“大包干”制度。各地区在

保证完成国家的生产指标、重点项目、新增生产能力和财政收入的条件下，可以根据本地

区的具体情况，按照多快好省的要求，对生产、建设事业进行统筹安排。

（四）考虑到今年的生产和基本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今后四个月各地方和各部门将

把主要力量放在抓今年的工业生产、建设和编制明年计划方面，因此提议正式编制第二个

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明年四、五月间进行（某些必需进行的研究工作，应当指定专人继

续进行）。编制的方法，可以以各协作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参照我们这次提出的

指标，并联系第三个五年的设想，提出计划草案，然后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中央各部进

行综合平衡，争取在明年第三季度提出全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和第三个五年规划

的轮廓草案；也可以考虑把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规划合并起来，制订出十年工业

发展的“四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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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
主要指标的初步意见

指　标
计算

单位

１９５７年
实际

１９５８年
预计

１９６２年

第一方案 第二方案

１９６２年为
１９５７年的
倍数

备　　考

（一）工农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３３８
２，０９０—
２，２４０

８，０００—
８，２００

９，０００
６—６
１—６７

每年平均速度

４３％—４３７％—
４６４％

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６８２ １，０８０ ５，７００ ６，５００
８４—
９５

每年平均速度

５２９％—５７％

其中机器制造和金属

加工产值
亿元 ９９ ２２０ １，５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５２—
１８２

农业和农副业产值 亿元 ６５６
１，０１０—
１，１６０

２，３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５—
３８１

每年平均速度

２８５％—３０７％

（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钢 万吨 ５３５ １，１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９—
１８７

发电量 亿度 １９３ ２８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５５—
１８１

原煤 万吨 １３，０７３ ２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６９—８４

原油 万吨 １４６ ２１０ 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３４２—４１２

生铁 万吨 ５８６ １，７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５４—１９

铜 万吨 ５３ ８—１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６９—１８８

铝 万吨 ２９ ５ １４０—１５０ ２００
４８３—
５１７—６９

镍 吨 ５０ ９０ ２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５００—６００

钼精矿 万吨 ０５ ０８ １３ １５ ２６—３

铬砂 万吨 — — １５ ２０ —

化学肥料 万吨 ８０ １６０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７４．８

其中：氮肥 万吨 ６８ １１６５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４１—５１５

塑料 万吨 １３ ２６ ８０ １００ ６１５—７７

人造橡胶 万吨 — ０３ ７０ ９０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２８３ ７７３ ５０ ６０ １７７—２１２

发电设备（成套） 万千瓦 １９８ ９０ ２，５００ ３，６００ １２６２—１８１８

重型机械设备 万吨 ４００ ５００ —

其中：冶金设备 万吨 ０５ １０ ６０ ８０ １２０—１６０

汽车 万辆 ０７５ ２２０ ５０ ８０
６５５—
１０６４

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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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计算

单位

１９５７年
实际

１９５８年
预计

１９６２年

第一方案 第二方案

１９６２年为
１９５７年的
倍数

备　　考

拖拉机
万台（混

合台）
— １８５ ３０ ３５ —

干线机车 台 １６７ ３５３ ４，５００
６，５００—
７，０００

２６９—
３８９—
４１９

海洋船舶
万载

重吨
１ ５３ ６０ —

原木
万立方

公尺
２，７８７ ３，５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４７—５４

水泥 万吨 ６８６ 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３１—１６

棉纱 万件 ４６５ ６３２ ２，６００ ２，６００ ５６

棉布 亿公尺 ５０５ ６２８ ２６０ ２６０ ５１

纸（包括机制纸和手工

纸）
万吨 １２２ １８４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８２—９５

糖 万吨 ８６ １３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６

盐 万吨 ８２８ １，０２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８

食用植物油 万吨 １４５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９

（三）主要农业产品产

量

粮食 亿斤 ３，７００
６，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３５—４１

大豆 亿斤 ２００ ２１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２７

棉花 万担 ３，２８０
５，５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４６

花生 万担 ５，６０２７ ９，７２４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７１

芝麻 万担 ６２４６ ９５０ ５，４００ ５，４００ ８６

油菜籽 万担 １，７９２５ ２，７４９２ １６，８００ １６，８００ ９４

猪 万头 １４，５９０ ２９，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４５

（四）铁路货运量 亿吨 ２７４ ３７０ １９—２０ ２２—２４
８９—

７３８—８７

（五）基本建设投资

（五年合计）
亿元 ４９３ ３，８５０ ４，３００ ７８—８７

（六）财政收入（五年

合计）
亿元 １，３５０ ５，２００

５，６００—
５，８００

３９—４１
—４３

　　注：一、重工业产品指标，第一方案以８０００万吨钢为纲安排；第二方案以１亿吨钢为纲安排。
二、原来１９６２年生产６，０００万吨钢的方案，全国的财政收入估算为４，２００亿元，全部投资为３，０００亿元。
三、塑料和人造橡胶的指标，还要进一步根据需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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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
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到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并且批准国家计划委

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一九五九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书，同时，对于一九五九年计划草案的若干指标作了调整。会议的决定如下：

（一）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下，全党全民

努力贯彻执行了“三个并举”的方针，大大地发扬了地方的积极性和中央各部门的积极

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１９５８年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更突

出的，是农业战线上的胜利。这些胜利，为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的更大跃进和第二个五年的

宏伟计划准备了顺利的条件。应当足够估计，１９５８年取得胜利的经验，在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二）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８０００亿斤到１万亿斤，钢产

量达到２７００万吨，争取３０００万吨，铜４０万吨，铝３０万吨，机床产量达到３０万台，发电量

达到４５０亿度，煤产量达到三亿七千万吨，石油产量达到８００万吨，水泥产量达到３０００万

吨，化肥产量达到５３０万吨，棉纱产量达到１０００万件，新建铁路一万零五百公里。为了实

现这些指标，并且为１９６０年的建设作准备，在预计的１９５９年国家财政收入的７２２亿元

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将为５００亿元；地方和企业的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在外。这个

比１９５８年的更大跃进的计划，是在经济战线上具有决战性质的计划，需要继续动员全党

全民，尽最大的努力，及时调整发生的矛盾，同心同德，克服困难，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

实现１９５９年这个计划，我国的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等少数几种

以外，都将超过英国；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７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和棉花的指标，都

将提前八年超额完成。

（三）在１９５９年计划的基础上，准备在１９６０年使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

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在科学技术方面基本上掌握原子能技术和喷气技术。经过１９５８

年、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这三年的苦战，再加上此后两年的继续努力，即到１９６２年完成第二个

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可能使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

到８０００万吨—１亿吨，并且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科学规划，在主要的科学技术部门赶上

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就是说，在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２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

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

主义过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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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建立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各协

作区都应当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应

当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全国和各地方在建设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合理

地分布工业生产力，按照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在目前多建中小型企业的方

针，使企业的布置适当分散，以适应国防安全，特别是适应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

全国走向平衡发展的共产主义要求。

（五）计划必须统一，代表全民的利益，集中全民的意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继续

按照“三个并举”的方针，实行分级管理，保证重点建设，加强协作，共同负责，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充分发挥地方的、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乡、社的经济和文化的建设，统一由县

负责规划；专区、县的经济和文化的建设，统一由省、市、自治区负责规划；省、市、自治区的

经济和文化的建设，经协作区综合平衡后，由中央统一规划。重要的原材料和设备，重要

的技术力量，由中央有关部门根据当地生产和建设的需要，统一调拨，统一分配，同时在原

材料方面给地方留出适当的机动数，并且规定超产部分的分成比例。不在中央统一调配

范围内的原材料和设备，由省、市、自治区统一分配，统一调拨。在实行以省、市、自治区为

单位的“大包干”制度以后，在确保国家规定的生产指标、新增生产能力和重点建设的前

提下，各协作区和各省、市、自治区有权对本地区内的建设项目、企业规模、投资分配和物

资使用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和适当调整。

（六）各级党委必须抓紧今后四个月的工作，特别是要保证在今年内完成１１００万吨钢
和冶金设备、发电设备、机床的生产任务。各地方、各部门和各企业应当继续鼓足干劲，把

一切在目前条件下能够挖掘出来的潜在力量都挖掘出来，更好地超额完成１９５８年的跃进
指标。

（七）在保证今后农业继续跃进的条件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立即把主要力量

转到工业战线上，要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由第一书记挂帅，抓紧工业的生产和建设的

工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命，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采取能

够迅速发挥作用的措施，开展评比、竞赛运动，交流经验，以便在尽短的时间内，在全国掀

起一个工业生产、建设的新高潮。

（八）为了加强经济建设的组织工作，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都要有计划委员会、工业

生产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分别管理有关计划、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

三个方面的工作。

（九）各省、市、自治区应当依据这次会议通过的１９５９年计划草案为依据，在本年１０
月２０日以前编制出本地区的１９５９年全面的计划草案，经协作区综合平衡后，报送中央。

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会同各大协作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依据这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

五年计划的意见书，在１９５９年上半年编制出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２年分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计
划指标草案，报告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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