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三个文件的通知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财经、文教各部委党组：

现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第三个五年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和“第

三个五年农业发展计划中几个问题的说明”发给你们。这只是初步设想，请你们准备意

见，在最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①

中　央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日

７７４

① 《第三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６—１９７０）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第三个五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
设想》和《第三个五年农业发展计划的几个问题的说明》后提交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工作

会议进行了讨论。



第三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

最近我们研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轮廓，提出一些设想，都是很初步的，现在向中央

作一次汇报。

汇报的内容分三个部分：（一）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情况的估计；（二）第三个五年计

划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的初步设想；（三）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收支和基本建设。最

后附带讲一下下一步工作。

（一）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情况的估计

今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很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高潮正在出现，并

将继续发展，１９６４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有可能超额完成。农业生产，如果没有特大的灾害，

估计全年粮食产量可达３６００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可达２８００万担左右；工业总产值大约可

以增长１０％左右（计划增长８％左右）。１９６５年将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取得国民经

济的根本好转。

对１９６５年国民经济计划实现以后，各个方面的主要情况估算如下。

一、农业

１９６５年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将比第一个五年和第二个五年好得多。

１９６５年

１９５７年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６５年 为１９５７年％ 为１９５８年％

农业总产值（亿元） ５３７ ５５０ ５５５左右①

粮食（亿斤） ３，９０１② ４，０００ ３，８００左右 ９７ ９５

棉花（万担） ３，２８０ ３，９３８ ３，２００左右 ９８ ８１

三种油料（万担） ７，５４２ ８，４５９ ６，６５０左右 ８８ ７９

大牲畜（万头） ８，３８２ ７，７７０ ７，８００左右 ９３ １００

猪（万头） １４，５９０ １３，８２９ １５，０００左右 １０３ １０８

８７４

①

②

从１９５９年开始，农业总产值的计算口径扩大了三项，即林业中的生产队竹木采伐、副业中的队办工业和渔业
中的水产捕捞。１９６５年农业总产值５５５亿元中，以上三项产值约为２３亿元。

１９５７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可能只有３８５０亿斤。



“三五”计划（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

１９６５年

１９５７年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６５年 为１９５７年
的倍数

为１９５８年
的倍数

农村劳动力（万人） ２０５１０ ２１７５０ ２３５８７ １２ １１

有效灌溉面积（亿亩） ４１ ５２ １３

拖拉机拥有量（万标准台） ２５ ４５ １３５ ５４ ３０

排灌机械拥有量（万马力） ５６ １６４ ７６０ １３６ ４６

农村用电（亿度） １１ １８ ３２ ２９１ １７８

化肥（万吨） ２００ ２９９ ６６４ ３３ ２２

其中：氮肥（万吨） １７１ ２５９ ４８５ ２８ １９

其中：国内生产（万吨） ７３４ ９５６ ５１０ ６９ ５３

农药（万吨） ８９ １０９ １２ １３ １１

　　但是，也还有一些条件将不如１９８５年，例如：耕地可能减少几千万亩；水土流失的面
积，黄淮平原的易涝地和盐碱地的面积都有所扩大；大牲畜体质还差，有些地区畜力不足。

此外，水利配套的工程量还很大。

二、工业

到１９６５年底，矿山的掘进、剥离同矿石开采之间的关系，可以基本上达到正常；工矿
设备的失修问题可以基本解决；填平补齐工作可以初步收效；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

都将比１９５８年有很大提高；大多数产品的质量都将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产品的品
种有一个跃进。制造汽车、拖拉机、氮肥设备和常规武器等所需钢材品种的自给程度，将

由１９６０年的８０％左右提高到９５％左右；石油工业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若干倍，而且在品
种上有更多的增加；民用机械产品可以达到一万一千多种，比１９６２年增加３０００多种。国
防工业在常规武器的生产方面，产品质量有很大提高，品种和数量都有较大增加；在突破

尖端方面有显著的进展。但是，采掘、采伐工业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机械工业还需要进

一步调整；有些老企业的设备已经陈旧，效率很低，需要更新；工业技术水平还不高，金属

材料和机器设备中还有不少品种不能生产，既需要加强科学实验和产品设计工作，又需要

进口一些新的工业技术；已经查明的矿产资源，很多矿种还不能适应建设的需要。

１９６５年
１９５７年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６５年 为１９５７年％ 为１９５８年％

工业总产值（亿元） ７０４ １，０９０ １，１００左右 １５６ １０１
钢（万吨） ５３５ ８００① １，０００左右 １８７ １２５
煤炭（亿吨） １３ ２７ ２２５左右 １７３ ８３
发电量（亿度） １９３ ２７５３ ６２０左右 ３２１ ２２５
原油（万吨） １４６ ２２６４ １，０００左右 ６８５ ４４２
木材（万立方米） ２，７８７ ３，５７９ ２，８５０左右 １０２ ８０
化肥（万吨） ７３４ ９５６ ５１０左右 ６９５ ５３３
其中：氮肥（万吨） ６１３ ７１８ ３３５左右 ５４６ ４６６
拖拉机（万标准台） — ０１１ ２３左右 — ２，０９０
棉纱（万件） ４６５ ６９５ ５８０左右 １２５ ８３
棉布（亿米） ５０５ ６４６ ５２左右 １０３ ８０
纸及纸板（万吨） ９１３ １２１８ １４５左右 １５９ １１９

９７４

① 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指的是好钢。



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

　　三、运输

１９６５年铁路货运量有可能达到四亿四千万吨（１９６４年计划为三亿九千万吨），运输能

力同当年的工农业生产可以基本适应。到１９６５年底，铁道部门封存的机车、车辆可以全

部修复，主要干线上的“轻、老、杂”钢轨，大部分可以更换。但是，前几年遗留下来的整修

公路、加固桥梁和疏浚航道等任务，有很大一部分还不能完成。

四、教育

１９６５年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数将调整到六十四万七千人（１９６４年计划为６８万人），

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数将达到１０９５万人（１９６４年计划为９８４万人），小学的在校学生数

将达到８０００万人左右（１９６４年计划为７６６８万人）。

五、财政和基本建设

１９６５年财政收入约为４３０亿元（１９６４年调整计划为３９２亿元），接近１９５８年４４３亿

元的水平，比１９５７年的３１０亿元增长３９％。

到１９６５年，对苏债款可以还清；这一年的对外援助总额将增加到十二亿元左右（１９６４

年计划为九亿元）。

１９６５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初步考虑为１３０亿元左右，比１９６４年计划的１１１亿元增加

１７％。这一年，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大约为２１％左右。

六、人民生活

１９６５年商品供应量将达到６４０亿元左右（１９６４年计划为６０４亿元），除粮、油、棉布等

少数主要商品外，一般可以适应社会购买力的需要；某些商品的零售价格还可能有所下

降。但是，由于人口增长比较快，１９６５年粮、布等主要商品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每人平

均的粮食估计为４１７斤，棉布估计为十五尺九寸。１９６５年职工工资总额将达到２４３亿元

（１９６４年计划为２３０亿元），农民收入也将有所增加。

总起来说，经过这几年的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将比较协调，全民所

有制经济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将更好地调动起来，所有这些，将使我国国民经济在第三个五

年计划期间得到比较快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工农业的生产水平，

特别是农业生产水平还比较低，而人口的增长很快（１９６５年将达到七亿二千七百万人），

国家积累和集体经济的积累都还有限。

（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
和主要指标的初步设想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以农业为基

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贯彻执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

俭建国的方针。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

０８４



“三五”计划（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

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

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

第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

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

地向前发展。

同基本任务相适应，计划方法有了重大的改变，就是说，把计划工作也转到以农业为

基础的轨道上来。我们试安排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各项指标，首先比较充分地考虑了农业

的需要（如化肥、化纤、农业用电和排灌机械等），再兼顾国防的需要，然后，从以上两方面

出发来安排重工业———基础工业。

长期计划的设想，无论是工农业生产指标，或者财政收入，基本建设，都应当留有余

地；农业、工业等项指标都有一个幅度，但一切计算和安排，都以低数为基础。经过努力，

是可以超过的。

对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设想如下。

一、农业

１９７０年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指标如下：

１９６５年 １９７０年 每年平均递增速度（％）

粮食（亿斤） ３，８００左右 ４，３００—４，６００ ２５—３９

棉花（万担） ３，２００左右 ３，８５０—４，２００ ３８—５６

三种油料（万担） ６，６５０左右 ８，０００—９，０００ ３８—６３

烤烟（万担） ５８０左右 ８００—９００ ６７—９２

糖料（万担） ２２，６００左右 ３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 ５９—９２

大牲畜（万头） ７，８００左右 ８，６００—９，０００ ２０—２９

猪（万头） １５，０００左右 ２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 ５９—１０８

水产品（万吨） ３２０左右 ４５０—５００ ７１—９３

　　考虑到五年之内总是有丰有歉，第三个五年粮食产量，低数是按每年平均增加１００亿
斤计算的，高数是按每年平均增加１６０亿斤计算的。实现了这个设想，每人平均占有的粮
食将达到５３８至５７５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等）。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将进一步加强。初步设想，１９７０年供应化肥
１２５０万至１３５０万吨（其中国内生产１１００万至１２００万吨），农药１７万吨，农业用电６０亿
至７０亿度（１９６３年为２１亿度）；第三个五年合计，供应拖拉机十万至十二万标准台，排灌
机械４００万至４５０万马力（其中电动机１８５万千瓦，内燃机１５０万至２００万马力），等等。
这些物资如果利用得好，对农业增产将起重要作用。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的发展，主要是靠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充分调

动全国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扬大寨精神。农田的基本建设，要以社、队自力更生为主，国

家支援为辅。

二、轻工业

按照农业原料和工业原料供应的可能，１９７０年主要轻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如下：

１８４



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

１９６５年 １９７０年 每年平均递增速度（％）

棉纱（万件） ５８０左右 ７８０—８５０ ６１—７９

棉布（亿米） ５２左右 ６９—７７ ５８—８２

化学纤维（万吨） ２９５左右 １５—１８ ３８０—４４０

人造纤维（万吨） ２７左右 ９ ２７２

合成纤维（万吨） ０２５左右 ６—９ ８９０—１０５０

纸及纸板（万吨） １４５左右 １８０—２００ ４４—６７

卷烟（万箱） ４４０左右 ５６０—６００ ４９—６４

食糖（万吨） ８０左右 １２０—１３５ ８５—１１０

食用植物油（万吨） ７０左右 １１０—１３０ ９５—１３２

原盐（万吨） １，０００左右 １，２００—１，２５０ ３７—４６

　　轻工业生产中，依靠农产品为原料的约占３／４。１９７０年轻工业品的产量中，依靠现有

企业生产能力负担的，糖、盐、卷烟占９０％以上，纸占８０％以上，棉纱、棉布占７０％左右。

只有化学纤维，绝大部分是依靠新增能力负担的。

三、重工业

第三个五年重工业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如下：

１９６５年 １９７０年 每年平均递增速度（％）

钢（万吨） １，０００左右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９９—１２５

十种有色金属（万吨） ３６８左右 ６５—６７ １２１—１２７

其中：铜（万吨） ７５左右 １２—１４ ９９—１３３

铝（万吨） １０５左右 ２０左右 １３８

煤炭（亿吨） ２２５左右 ２８５—２９５ ４８—５６

发电量（亿度） ６２０左右 １，０００—１，０８０ １０１—１１７

原油（万吨） １，０００左右 １，６５０—１，８００ １０５—１２５

木材（万立方米） ２，８５０左右 ３，７５０—４，０００ ５６—７０

水泥（万吨） １，１５０左右 １，８５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１１７

化肥（万吨） ５１０左右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 １６７—１８６

其中：氮肥（万吨） ３３５左右 ６５０—７００ １４３—１５８

塑料（万吨） ６５左右 １４—１７ １６５—２１２

机床（万台） ３左右 ５５—５７ １２９—１３７

发电设备（万千瓦） ７０左右 ２４０—２６０ ２７９—３００

拖拉机（万标准台） ２３左右 ４—５ １１７—１６８

汽车（万辆） ３５左右 ５—６ ７４一１１４

　　上列重工业产品同农业和国防的需要之间，以及这些产品的相互之间，多数是大体平

衡的，但钢材、木材、水泥、铜、镍等基本材料还或多或少有差额，我们将继续研究平衡。

重工业产品产量中，多数是依靠现有企业填平补齐后的能力负担的（这里面填平补齐

的工作量是很大的），例如钢铁、发电设备占９０％以上，煤炭、铜、汽车占８０％以上，水泥、

机床占７０％以上；少数产品依靠新增生产能力来负担的比重较大，如电力、原油、木材占

３０％以上，化肥和原油加工占５５％—６０％。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第三个五年重工业部门增加产品品种的任务

很重，特别是冶金、机械、化工等部门，在科学研究、新产品试制、组织成批生产等方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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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工作要做。

采掘、采伐工业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地质方面已探明的储量还跟不上工业建设的需

要，从现在开始，就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

１９７０年工农业总产值为２４４０亿至２６１０亿元，每年平均增长８１％—９５％。

农业总产值为６９０亿—７４０亿元，每年平均增长４５％—５９％。第一个五年每年平

均递增速度为４５％；第二个五年农业生产是下降的；三年调整时期增长速度快一些，递

增８９％。

工业总产值为１７５０亿至１８７０亿元，每年平均增长９７％—１１２％。其中：生产资料

产值为１０９０亿—１１８０亿元，每年平均增长１１６％—１３４％；消费资料产值为６６０亿—６９０

亿元，每年平均增长７％—８％。

第三个五年工业递增９７％—１１２％，比第一个五年的１８％和三年大发展的３２８％

低，但比第二个五年的３８和三年调整时期的９％高。我们初步分析，有下面一些因素影

响着第三个五年工业速度的提高：第一，调整时期国家的投资不多，而这些投资又主要用

于维持简单再生产，很多行业，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不多；第二，各项工业的建设都要在自力

更生的情况下进行，而技术水平的提高，重要原料、材料和设备制造能力的增长，都需要一

定的时间；第三，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需要，很多工业部门都要把生产的重点放在

增加品种、改进质量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来求得数量的增长；第四，要用较多的力量，加强

采掘、采伐工业，而这些方面的建设，需要的投资多，建设的时间长；第五，某些轻工业产品

有的受到购买力的限制，有的受到原料的限制，也不能不影响产量的增加。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农业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工业能够在产品的品种方面

和生产技术方面有一个大的发展，就可以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

力更生的基础上，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国民经济的更快发展就将具有更好的条件。

五、交通运输

初步估算，１９７０年货物运输量约为十七亿吨左右，比１９６５年增加六亿吨，平均每年增

长９２％。其中，铁路货运量为六亿四千万至六亿六千万吨，比１９６５年增加二亿至二亿二

千万吨，平均每年增长７８％—８５％。

交通运输必须加强。如果搞得不好，将成为国民经济的“窄路”，通不过。西南地区

的运输条件，在川黔、滇黔路通车后，可以有较大的改善。公路运输和海运还比较紧。

六、教育

初步设想，到１９７０年，高等学校的空白专业和学科基本上设置齐全，在校学生数由

１９６５年的六十四万七千人增加到８０万人以上。适当扩大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学校，把

一部分初中改为职业学校，使中等专业学校的在校学生数由１９６５年的６５万人增加到９５

万人左右，职业学校的在校学生数由１９６５年的５０万人左右增加到２７０万人左右。普通

中学的在校学生数基本不增加，着重提高质量。有步骤地提高适龄儿童的入学率，１９６４

年为６１％，１９７０年提高到８２％。城市高小毕业生的升学率，１９７０年大约为７９％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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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民生活

１９７０年按照八亿人口计算，主要消费品每人平均消费量，都可以比１９６５年有不同程

度的增长。

１９５７年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６５年 １９７０年

粮食 ４７１斤 ４８１斤 ４１７斤 ４２５斤

食用植物油 ４３斤 ５２斤 ３斤 ４２斤

猪肉 １０２斤 １０５斤 １０斤 １５斤

糖 ３斤 ３２斤 ２９斤 ３２斤

棉布及化纤织品 ２２尺

其中：棉布 １９５尺 ２３５尺 １５９尺 １９５尺

针织品折布 ３９尺 ５４尺 ２４尺 ３２尺

　　１９７０年，社会商品供应量可以达到 ８６０亿元左右，比 １９６５年增长 ３５％，同购买力

（８４０亿元左右）可以平衡。除了粮食、食油、棉布及一部分针织品外，其他必需的生活消

费品都可以满足需要。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逐步增加征购和上调的粮食数量。初步设想，１９６７年度征

购８１０亿斤，上调１５２亿斤；１９７０年度征购８８０亿斤，上调２００亿斤。但是，由于商品粮食

和经济作物的增长都还有限，增加的职工应当控制在６００万人以内。１９７０年职工的工资

总额将达到３３０亿元左右，除了安排新增职工的工资外，原有职工的平均工资可以提高

２０％左右。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农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大约可以提高１０％左右。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还须切实做好计划生育的工作，争取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控制在

１９％以内。

八、对外贸易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对外贸易方面，应当继续扩大出口贸易，必须逐步减少粮食

的进口。初步设想，１９６５年进口粮食９０亿斤，比１９６４年的１２０亿斤减少３０亿斤；１９６６年

进口粮食６０亿斤，比１９６５年减少３０亿斤；１９６７年进口粮食４０亿斤，比１９６６年减少２０

亿斤，做到当年粮食的进出口平衡。只有这样，才能腾出较多的外汇，增加新技术的进

口。包括成套设备和零星设备的进口，以便争取时间，迅速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

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并且能够以比较新的技术逐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对于苏

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要继续保持一定的贸易来往。关于进出口的指标，有关部门

正在研究。

九、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基本建设投资

根据上述工农业生产等有关指标的低数初步估算，第三个五年合计的国民收入约为

７４４０亿元。其中１９７０年约为１７１５亿元，五年平均每年增长７７％。国民收入中积累的

比重，五年平均约为２５％左右，１９７０年约为２８％左右，略高于第一个五年的２４％的比重。

第三个五年合计，财政收入共为２８００亿元左右，基本建设投资拟定为１０００亿元左

右。

上面所提出的各个方面的指标，都是初步的设想，在进行深入的、综合的研究以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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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变动、甚至较大变动。

（三）第三个五年的财政收支和基本建设

一、财政收支的试算方案

根据初步设想的各项经济指标，并且考虑到降低成本、适当增加农业税、提高大

修理折旧率、降低军工产品利润等因素估算，第三个五年的财政收入，合计为２８００亿
元左右，其中 １９７０年为 ６６７亿元，比 １９６５年的 ４３０亿元增长 ５５％，平均每年增长
９２％。

第三个五年财政收入的估算，注意了挖掘增产节约的潜力，也注意了留有余地：

第一，第三个五年财政收入每年平均增长９２％，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８１％，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两者的增长速度，大体上是相适应的。例如，第一个五年工农业总产

值每年平均增长１０９％，财政收入每年平均增长１２３％。
第二，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求工业成本每年平均降低４％以上，运输成本每年

平均降低３％，商品流通费每年平均降低２％左右。由于降低成本和流通费而增加的财政
收入将达２５０亿元左右，占五年合计财政收入增加额的１／３以上。

第三，按照现在的设想，第三个五年的财政收入每年平均增加４７亿元，这个数字略高
于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计划的平均增长额（两年合计增加８８亿元，每年平均增加４４亿元）。因
此，只要生产指标安排落实，在执行中是可能超额完成的。

根据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和２８００亿元左右的财政收入，对第三个五年财政支
出的安排作如下设想：

基本建设拨款 １，０００亿元左右，约占３５５％

农业事业费和其他有关农业的支出① １２０亿元左右，约占４３％

其中：农林水气事业费 １００亿元左右，约占３５％

国防费 ５００亿元左右，约占１７７％

国防科委事业费 ２５亿元左右，约占０９％

战备费② １５亿元左右，约占０５％

增拨流动资金 １９０亿元左右，约占６７％

四项费用 １００亿元左右，约占３５％

经建事业费 １４０亿元左右，约占５％

其中：地质勘探费 ４５亿元左右，约占１６％

经建事业费 ７５亿元左右，约占２７％

城市维护费 ２０亿元左右，约占０７％

社会文教费 ３２５亿元左右，约占１１５％

其中：文教卫科学事业费 ２８０亿元左右，约占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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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他有关农业的支出中包括：支援穷队投资五亿元，水库移民建房五亿元，城市人口下乡插队、建场支出十亿

元。

战备费中包括民用工业转产军用产品所需的技术措施、设备购置和新产品试制等项费用以及运输、邮电部门

的战备措施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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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优抚救济费 ４５亿元左右，约占１６％

行政管理费 １４５亿元左右，约占５１％

援外 ７０亿元左右，约占２５％

国家储备 ３５亿元左右，约占１２％

其他支出① ４５亿元左右，约占１７％

预备费 １１０亿元左右，约占３９％

　　二、基本建设投资的试算方案
初步设想第三个五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为１０００亿元左右。从以下几个情况看，这个规

模不小。

１从财力来看，第三个五年预算内投资１０００亿元，不仅大于第一个五年的４９３亿元
一倍以上，而且也大于第二个五年的９２５亿元（均指预算内的投资）。如果加上由国防费、
事业费中可能转到基本建设方面的拨款以及地方自筹的投资，估计将达到１１００亿元左
右。

２从物力来看，按照现在设想的生产指标和建设规模初步计算，１９７０年钢材约不足
１００万吨左右，木材约不足４００万立方米左右，水泥约不足３００万吨左右。

３从人力来看，按照全国新增职工６００万人，其中基本建设部门新增职工１１０万人计
算，建筑安装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需要由１９６３年的２６００元提高至１９７０年的４５００元左右，
提高７３％，才能完成现在设想的建设任务。
４基本建设投资不能安排得很满。如果长期计划安排多了，年度计划的安排就没有

回旋的余地。

一千亿元投资的分配，着重安排以水利和化肥为重点的农业建设，在尽可能保证农业

需要、大体上适应工业生产指标低数和兼顾国防的原则下，按比例地安排各个方面的需

要，使各个方面的建设相互衔接。

按照这样的设想，试算了一个分配方案：

农林水利　１８０亿元左右，加上地方机动投资中可能用于农业的２０亿元，占总投资
的２０％。

工　　业　４７０亿元左右，加上地方机动投资中可能用于工业的１０亿元，占４８％。
交　　通　１１５亿元左右，加上地方机动投资中可能用于交通的５亿元，占２０％。
国防工业　９０亿—９５亿元，占９％—９５％。
财　　贸　２０亿元左右，占２％。
文教、科学　４５亿元左右，占４５％。
城市建设及其他②　４０亿元左右，占４％。
地方机动　４０亿元左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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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其他支出中包括：债务支出十亿元，停建工程维护费十亿元，其他零星支出二十五亿元。

城市建设及其他４０亿元中，包括：城市建设２０亿元；首都建设５亿元，城市废气、废水、废料综合利用５亿元，
物资总局和国家储备局仓库５亿元，国家机关和外事部门建设５亿元。

地方的机动投资，中央各部不指定用途，由各地方负责安排，但试算时暂列在农业、工业和交通的投资内，待

地方的规划报来后，再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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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几个主要方面的矛盾

汇总各方面提出的要求，财政支出约为４０００亿元左右，基本建设投资约为１３５０亿元

左右；但财政的收入，初步估算为２８００亿元左右，基本建设投资，初步安排１０００亿元左

右，如何分配，同各方面的矛盾很大。在财政的分配方面，主要是国防费、文教事业费和基

本建设拨款这三项支出如何合理安排的问题；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方面，主要是农业、

国防、工业、交通、文教、财贸等各个方面，相互之间如何衔接的问题。

１农业投资和事业费

汇总农林水利部门和各地方的计算资料，第三个五年要求基本建设投资２７０亿元左

右。初步设想，安排基本建设投资２００亿元左右，占总投资额的２０％（第一个五年为４１３

亿元，占８４％，第二个五年为１１１８亿元，占１２１％，１９６４年为２２３亿元，占２０４％）；农

林水利事业费和其他有关农业的支出共１２０亿元，占财政支出４３％（第一个五年为２８５

亿元，占２１％，第二个五年为１１６２亿元，占５１％，１９６４年为２６０５亿元，占６９％）。根

据既要有重点地进行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又要兼顾“三河”的治理，适当照顾一般农田

的方针，这些资金主要应用于：

（１）新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一亿一千五百万亩左右，加上社队自办５５００万亩、

挖掘现有水利工程的潜力４０００万亩和现有的二亿四千万亩，１９７０年达到四亿五千万亩左

右。

（２）继续有计划、有步骤地治理“三河”，主要是加固黄河中下游堤防，处理以三门峡

为中心的泥沙淤积问题；提高淮河中下游防洪能力；开辟海河流域滏阳河的排洪入海河道

和治理华北平原易涝地区的主要河流。

（３）改善一部分商品率高、而生产不稳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基地的水利设施，扩大荆

江分洪工程，续建海南岛松涛水库。

此外，要求国营农场１９７０年上交商品粮５０亿斤和橡胶六万吨。造林和封山育林合

计的成林面积，１９７０年争取达到一亿亩以上。第三个五年内购置拖拉机十万标准台。

在安排了上述工程以后，可能还有一些项目安排不上，如丹江口水库、边境开荒、地方

要求新上马的非“三河”水系的大型水库等，需要分别不同情况，或者予以推迟，或者在农

业总投资内调整解决。

２国防工业投资和国防费

国防工业办公室原来设想提前两年，即在１９７０年基本建成“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

系，第三个五年需要基本建设投资１１７亿元；总后勤部原来设想的国防费约七八百亿元。

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我们建议，国防工业的安排，可否仍按军委原来的设想，即在

１９７２年基本建成“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国防装备的储备方案也相应的推迟一些。这

样，第三个五年安排基本建设投资９０亿至９５亿元，占总投资的９％—９５％（第一个五年

为３３４亿元，占 ６８％，第二个五年为 ６６８亿元，占 ７２％，１９６４年为 １１亿元，占

１０１％）。国防费５００亿元，占财政支出的１７７％（第一个五年为３１４８亿元，占２２９％，

第二个五年为２６６亿元，占１１７％，１９６４年为６８亿元，占１７８％）。这样安排，是否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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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把握。但是，如果再增加国防费，就要削减其他方面的支出，首先要减少基本建

设的拨款，矛盾就更加突出。我们认为，要适当加强国防、突破尖端，是要适当增加国防工

业投资和国防费用的，究竟安排多少为宜，还要进一步研究。

３工业投资

汇总各工业部门的要求，第三个五年共需工业投资５８９亿至６０４亿元，初步设想安排

４８０亿元，占总投资的４８％（第一个五年为亿２４１５元，占４９％，第二个五年为５１５１亿

元，占５５７％，１９６４年为５３亿元，占４８６％）。

在投资的分配中，我们考虑采取这样的方针：尽可能多安排一些化学肥料工业和化学

纤维工业的投资；注意安排燃料、动力、冶金、森林等工业的投资；有重点地安排必需的机

械工业的投资。

具体的建设内容，设想如下：

化学肥料工业：主要是扩建现有的十四个大型氮肥厂，新建泸州、淮南、石景山等氮肥

厂，安排小合成氨设备九十套；合成氨的总建设规模安排１８０万吨左右，加上磷肥和回收

的氮肥，化肥总产量可以达到现在设想的指标。

化学纤维工业：五年合计的建设规模为，合成纤维单体１０万吨，抽丝１０万吨，加上

１９６５年底拥有的能力，生产６万吨；人造纤维浆粕８５０００吨，抽丝７万吨，加上１９６５年底

拥有的能力，生产９万吨。

燃料、动力工业：电力工业，五年装机７５０万千瓦左右；煤炭工业，五年移交新井４２００

万吨左右；石油工业，五年钻井进尺５７０万米左右。

基本原材料工业：钢铁工业建成铁矿１８００万吨左右，轧机２２套；十种有色金属新增

生产能力３０万吨左右；森林工业新增原木生产能力９００万立方米左右；水泥工业新增生

产能力５３０万吨左右。

机械工业：主要安排了氮肥设备、合成纤维设备、石油化工设备以及精密机床、工程机

械等短线产品的制造能力，适当照顾仪器仪表和汽车的制造。１９７０年机床品种可由１９６２

年的４４６种增加到８００至９００种。

这些设想，如能完全实现，加上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大部分产品有可能实现生

产指标的低数，品种也将有所增加，但木材、有色金属、某些钢材和机床的品种等，仍然不

足，电力平衡也比较紧。

为了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在４８０亿元工业投资中，安排简单再生产的投资１４８

亿元，其中：现有企业技术措施和设备更新的投资８０亿元，矿井开拓延伸的投资４７亿元，

补偿采掘采伐工业报废能力的投资２０亿元。

按照上述安排，工业建设方面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继续研究：第一，基础

工业尽可能适应了农业的需要，但对国防的需要显然兼顾不够，比如冶金工业方面原来

安排的九大设备，机械工业方面解决品种的重大项目，因投资不足，有的要推迟建设进

度，有的安排不上，这样，金属材料和机械的品种不能满足经济建设，主要是国防建设

的需要。第二，为第四个五年所作的准备不足。例如煤炭工业结转到第四个五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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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规模可能只有３０００万吨，这样，第四个五年内每年新增的原煤生产能力不过六

七百万吨。在铁矿建设、水电建设、石油探井等方面，也有完全类似的情况。这些方

面的工程，建设周期都较长，第三个五年如果搞得过少，会影响第四个五年整个工业

的发展速度。

４交通运输投资

各部提出第三个五年需要基本建设投资１４７亿元，初步设想安排投资１２０亿元左右，

占总投资的 １２％（第一个五年为 ９２８亿元，占 １８８％，第二个五年为 １５２７亿元，占

１６５％，１９６４年为１２３亿元，占１１３％）。主要的建设内容为：

在铁路方面，除了保证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运量增长所需的机车车辆和原有线路的

加强之外，可以新建干支线２５００至３００公里。初步设想，主要安排川黔线，滇黔线、内昆

南段、让胡路到通辽等几条主要干线和７００公里左右的森林支线。

在航运、公路方面，主要是适当加强沿海、长江和海南岛等主要航道上的港口、码头和

船舶的能力，保证原油和出口物资等运输的需要；地方交通的车船更新问题可以基本解

决，但桥梁加固、航道疏浚和公路整修等方面的遗留问题还有一些不能解决。

在邮电方面，主要是购置和更新部分设备，新建京沈微波、京汉电缆和北京国际电台

工程，但国际通讯和文学广播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从上述情况来看，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和短途运输落后的情况还不能改变，铁路的

修建和机、客、货车的制造都还不能满足需要，有些国防支线和经济支线暂时安排不上，可

能影响其他部门的发展。

５文教科学投资和事业费

文教部门根据第三个五年全国基本普及小学，大中城市基本普及初中，扩大科学研

究、广播、出版、文化和体育事业，以及基本上建成以县医院为中心的医疗网等任务计算，

五年共需基本建设投资６２亿元，事业费３２０亿元（包括科委和科学院的投资和事业费）。

从财力、物力的可能来看，要完全满足这个要求是有困难的。我们认为，在第三个五年中，

文教事业的建设应当逐步增加，但是不可能增加很多。初步设想，基本建设投资安排４５

亿元（包括科学部门投资三亿元），占总投资的 ４５％（第一个五年为 ２９２％亿元，占

５９％，第二个五年为２４４亿元，占２７％，１９６４年为３６亿元，占３３％）；事业费安排２８０

亿元（包括科学部门事业费），占总支出的９９％（第一个五年为１１０２亿元，占８１％，第

二个五年为１９３３亿元，占８５％，１９６４年为４２５亿元，占１１１％）。这样，上述文教事业

的主要指标，大体可以安排下来；同文教各部的距离，主要是高等学校的教学用房还达不

到高教部设想的要求，城市小学的二部制问题和高小毕业生的升学问题还有部分不能解

决，农村的文教卫生事业安排得比较少。

６商、粮、贸投资

初步估算，需要投资２６亿元，先安排 ２０亿元，占总投资的 ２％（第一个五年为

１５６亿元，占 ３２％，第二个五年为 １５１亿元，占 １６％，１９６４年为 １８亿元，占

１６％）。主要是新建油库 ２００万立方米左右，商业和粮食仓库 １０００万平方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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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冷藏库１６万吨。

７流动资金

各部门要求２７０亿元，经过财政部压缩以后为２３０亿元。我们建议安排１９０亿元，占

财政支出的６７％（第一个五年为２６７％亿元，占９２％，第二个五年为２２０６亿元，占

９７％，１９６４年为２８亿元，占７３％）。从需要来说，是偏紧的。但考虑到目前在节约流动

资金方面，还有不小的潜力。以工业来说，１９６４年每百元工业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达２７

元４角（如包括积压的资金，则为三十八元二角），比１９５７年的十七元六角增加了九元八

角。以商业来说，１９６４年每百元社会商品零售额占用的流动资金达七十二元二角（如包

括积压的资金，则为八十八元三角），比１９５７年的六十五元三角增加了六元九角。考虑到

有些原材料和燃料价格的上涨和工业构成的变化（主要是占用流动资金多的重工业的比

重提高了）等原因，不可能完全按照１９５７年的定额来计算，因此，１９７０年我们设想工业降

低到二十三元四角，商业降低到七十元，都还高于１９５７年的定额。随着生产的增长和商

品流通额的扩大，流动资金必须相应的增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努力加强流动资金

的管理，减少积压，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尽可能地减少流动资金的增加数，以便尽可能地

节约一些资金，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

上述财政支出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方案是初步设想的大框框。由于还没有很好进

行综合平衡工作，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各部门之间相互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有的可能没有

看到，有的可能看得不准，这个设想方案的本身，矛盾还很多。我们准备进一步加强调查

研究，反复地进行综合平衡，首先是把必需建设的项目，包括农业、工业、国防等各方面的

重大项目，一步一步地摸清楚，把现有生产设备的潜力和降低造价的可能摸清楚，使建设

同生产要求衔接起来，使各个部门的建设能够相互衔接起来，使第三个五年能够同第四个

五年衔接起来。经过这样一段工作之后，再根据今明两年经济发展的情况，对财政支出和

投资的分配方案作必要的调整。

×　×　×

最后谈一下下一步的工作。

上述设想，还只是经过一段初步研究而提出的，其中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没有解

决。整个国民经济的底，我们还没有摸清。我们准备在中央指示以后，继续进行研究。关

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今后准备大体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在１９６４年内

编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第二步是，各部门、各地区在１９６５年上半年内编报第三个

五年计划草案；第三步是，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进行综合平衡，于１９６５年底

以前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报送中央。

为了编好第三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今年下半年内主要抓以下几项工作：在农业方面

主要是调查研究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片的建设和治理“三河”的主要项目，在工业

交通方面主要是结合地区布局逐项研究大中型建设项目，在国民经济方面主要是进行反

复的综合平衡；并且建议各部门、各地区也组织一定力量，深入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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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各项工作的基础上，争取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底以前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方案，

报送中央。

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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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五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农业
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第三个五年农业发展的任务

一九六一年以来，全国各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贯彻

执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快的上升，整个

国民经济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１９６３年已经开始全面好转。现在，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正

在全国形成和发展。预计到１９６５年，全国的农业总产值可能接近１９５８年的水平，粮食总

产量可能达到３８００亿斤左右，棉花总产量可能达到３２００万担左右。达到了这一步，整个

国民经济将会出现一个更大发展的新局面。但是，应当看到，这样的农业生产水平，同国

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比较起来，还是很不相适应的。农业落后，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的

主要矛盾。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

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争取农业生产发展得快一点，

以便初步地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问题，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更大发展获得比较牢固的基础。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

一、在管好、种好全部农田的基础上，争取建成４５亿到５亿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

农田。

二、到１９７０年，粮食（包括大豆）总产量争取达到４３００亿到４６００亿斤，使粮食的供应

完全立足于国内，并且适当增加国家、集体和农民家庭的粮食储备。

１９７０年征购粮食８８０亿斤左右，上调中央粮食２００亿斤左右，国家粮食库存达到４２２

亿斤左右。从１９６５年起，逐年减少粮食进口，到１９６７年粮食进出口达到平衡。

三、到１９７０年，棉花总产量争取达到３８５０万到４２００万担，扣除其他各种用途以后，

使全国每人平均的棉花供应量达到２０尺（化学纤维织品不在内）。

四、在粮食、棉花增产的同时，使油料、麻类、糖料、烟叶、蚕丝、茶叶、果类、药材和其他

经济作物都有较多的增长，使商品蔬菜的质量有所提高。

油料：１９７０年，花生、芝麻、油菜籽三种油料合计的总产量争取达到８０００万到１亿担。

黄麻、洋麻：１９７０年，总产量争取达到６００万到６４０万担。

糖料：１９７０年，甘蔗、甜菜合计的总产量争取达到３亿到３亿５０００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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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１９７０年，总产量争取达到８００万到９００万担。

蚕茧：１９７０年，桑蚕茧、柞蚕茧合计的总产量争取达到２９０万到３３０万担。

茶叶：１９７０年，总产量争取达到３１０万到３２０万担。

五、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使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都有较快的发展。

林业：五年内，造林和封山育林合计的成林面积争取达到一亿亩以上，抚育成林和抚

育改造次生林１５００万亩。从１９６６年开始，争取做到森林采伐迹地的更新，不欠新账；并

且力争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还清过去积欠的旧账。

畜牧业：大牲畜，１９７０年，争取达到８６００万到９０００万头。猪，１９７０年，争取达到二亿

到二亿五千万头。羊，１９７０年，争取达到一亿八千万只。

副业：１９７０年，副业的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争取达到１０％左右。

渔业：１９７０年，水产品总产量争取达到４５０万到５００万吨。

实现了上述任务，就可以使我国人民的生活进一步有所改善，就可以使人民公社的积

累和国家的积累有较大地增加，就可以使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实现前进一大步，就可以使

我国农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

有没有可能实现上述任务？应当说，是有可能实现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农

业生产的各项条件，都将比过去好得多，优越得多。

由于党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和一系列具体政策的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十

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的贯彻执行，以两个十条

规定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的逐步深入展开，思想政治工作的加

强，农村的各项工作已经走上正确的轨道，广大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已经并将进一步调

动起来。这是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的有利条件。

我国农业的劳动力是充足的，今后除了农村本身年年有所增加以外，城市中每年还将

有近百万的青年学生动员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

我国现有的水利工程、排灌设备、农业机械等的拥有量，化肥、农药、农村用电的供应

量，都比过去有显著的增加，今后还将进一步增加。随着管理工作的加强，各种水利设施

和农业机械的利用效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提高，“八字宪法”的内容更加丰富。在合理利用土地、改良土壤、

改造低产田以及改革耕作制度、改进栽培技术、选育和推广良种等等方面，各个地区都有

了不少的先进经验。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网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党的各级干部，在领

导农业生产方面，有了比较多的经验。这些，都将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

用。

当然，也应当看到，我国的农业生产也还有一些不利的条件。主要是我国的降水量在

一年之内分配很不均衡，在年度之间变化比较大，我国当前生产力的水平还比较低。因

此，农业生产很不稳定，有丰有歉。在过去十五年中，全国每年平均遭受水旱灾害的面积

达三亿七千多万亩（淮海平原占将近一半），其中水灾面积占１／３，旱灾面积占２／３。当前，

许多地区水土流失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破坏山林的后果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补救，少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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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乱砍滥伐森林的现象还没有完全制止，植树造林和林区的迹地更新工作还比较薄弱。

这是引起自然灾害增多的原因。在我国现有的农田中，还有一批盐碱地、冷浸田、山岭薄

地等低产农田，把这些低产田改造过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农业生产、建设任务的提出，我们对这些有利的条件和各种不

利的条件，还只是做了初步的分析，并不是都已经看得很准了。我们应当在今后的实际工

作中，更好地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党对农

村的各项具体政策；更好地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

更好地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发扬大寨精神，努力加强各方面的工作，积极采取各种有

效的措施，充分发挥有利的因素，克服不利的因素，使我国的农业能够比较快地发展，争取

完满地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个五年的农业发展计划。

为了推进我国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发展，我们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冲天的革命干

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当冷静的促进派，既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又要在战术上

重视敌人。这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对于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比如说二十年到二十

五年的时间内，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要有坚强的信心；另一方面，在具体工作

上，决不能掉以轻心，而必须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一步一步地取得

胜利。只要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任务。

（二）发扬大寨精神，管好种好十六
亿亩农田，使每一亩农田都能够增产

　　实现第三个五年各种农产品的生产计划，要靠管好种好全部十六亿亩农田。

随着稳产高产农田建设的逐步展开，稳产高产农田生产的农产品在全国农产品总产

量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步提高。但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稳产高产农田在全部农田中

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小，即使到１９７０年，也还占不到１／３，各种农产品的产量，除了个别产品

以外，大部分还要靠一般农田来负担。大体计算，到１９７０年，全国粮食的总产量中，由稳

产高产农田生产的仍只占百分之四十几，一般农田生产的还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棉花的总

产量可以主要由稳产高产农田来担负，而油料的总产量还将主要由一般农田来担负。为

了保证第三个五年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我们既要积极地、有计划地进行稳产

高产农田的建设，并且切实地使这部分农田达到高产，又要管好种好一般农田，使这部分

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也能够逐年有较多地增加。我们的方针，仍然是多种多收和高产多

收相结合。既要多种，又要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样才能达到增加总产量的目的。这

里所说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不仅是对于稳产高产农田的要求，也是对于一般农田的要

求。如果，我们孤立地抓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而放松了提高一般农田单位面积产量的工

作，第三个五年的农业生产计划就不可能完成，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全党

的同志都必须有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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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论是农业资金的分配，农业生产资料的分配，或者是农业劳

动力的分配，都必须对全部农田进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既要有重点地保证稳产高产农

田建设的需要，又要适当满足一般农田生产建设的需要。从中央一直到省、专区、县、公

社，既要安排好稳产高产农田的生产建设计划，又要安排好全部农田的生产建设计划，并

且使这两方面的计划都落实到生产队。

至于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就更必须从管好种好全部农田出发。对于所有农田的生

产，都要进行全面的部署，进行全面的督促检查，而不能偏顾，以便力求保证每一亩农田都

能逐年有所增产。

要管好种好全部农田，要逐年建设起一批稳产高产农田，都必须充分依靠群众，依靠

人民公社集体力量。我们国家有八万多个人民公社，有５６０多万个生产队，有五亿七千多

万有组织的农民。这是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最根本的力量和最可靠的保证。把这些力量

充分调动起来，加以合理的组织和正确的引导，就可以举办许许多多的农田建设，比较快

地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水平。

发扬大寨的精神，走大寨的道路，应当成为整个农业战线上的行动口号，成为全国所

有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行动口号。

大寨的道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和

因地制宜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精耕细作、发展农业生产的道路。

大寨的精神，就是苦干实干，勤俭创业，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就是从实际

出发，重视科学试验，扎扎实实地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就是识大

体、顾全局，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热爱社员的共产主义

精神。

毫无疑问，只要全国所有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学大寨的精神，都走大寨

的道路，我们的农业建设和农业生产，就一定能够真正实现总路线所要求的又多、又快、又

好、又省。

（三）集中适当的力量，稳步地进行
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

我国现有的十六亿亩农田中，产量既稳又高的，只占一小部分，其余的绝大部分，有的

产量稳而不高，有的高而不稳，有的既不稳又不高。争取在今后二十年到二十五年的时间

内，分成几个步骤，把全国现有农田中约占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具备条件的农田，基本上建

设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这是彻底改变我国农业面貌、切实解决我国人民吃穿

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道路。

初步考虑，到１９７０年，争取在全国建成四亿五千万到五亿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

田，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第一步。我们应当把这项建设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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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中心任务。

一、稳产高产农田建设的标准。

稳产就是旱涝保收。在１９７０年以前，应当达到以下的标准：

抗旱，能抗五年一遇的旱灾。一般地说，在作物生长需水的季节，五十天到七十天不

下雨，可以保灌。在南方双季稻地区，九十天不下雨，可以保灌。

防涝，能防三年到五年一遇的涝灾。

防洪，一般河流能防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大江、大河的重要河段和一般河流的关键、险

要堤段，标准还应当高一些。沿海地区，应当分别定出防潮的标准。

高产，就是单位面积产量要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即到１９７０年，按照不

同的地区，粮食亩产量分别达到４００斤、５００斤、８００斤；棉花亩产量，分别达到４０斤、６０

斤、８０斤、１００斤。某些一年一作的、大豆和小麦种植比例较大、而又是商品粮多的地

区，例如黑龙江，１９７０年粮食亩产量达到３００斤以上的保收田，也可以算作稳产高产农

田。

二、稳产高产农田建设的数量和地区分布。

根据１９６３年的统计，全国已有的基本上可以旱涝保收的农田，大约有二亿四千万亩，

其中有一小部分已经达到了高产的标准，大部分在１９７０年以前可以达到高产的标准。

在１９６４年３月召开的全国农业规划会议上，各地区初步提出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

间新增三亿二千多万亩稳产高产农田，即到１９７０年达到五亿六千多万亩。要新增这些农

田，据不完全的统计，在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０年间，要求新建和续建大型水利工程３２０到３３０

项，其中新建和复工的８２项；中型水利工程１３０４项，其中新建的２９９项；需要水利投资

１７４亿元。这个建设要求显然是过大的，不可能实现的。

初步考虑，１９６５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共新增稳产高产农田二亿一千万到二亿

六千万亩，到１９７０年达到四亿五千万到五亿亩。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０年，六年增加稳产

高产农田二亿一千万亩到二亿六千万亩，是不算少的。过去几千年来的水利建设，加上

解放后十五年的努力，只建成旱涝保收农田二亿四千万亩，按照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速度，今后每五年建成二亿亩稳产高产农田，到１９９０年，即用二十五年的时间，可以完

成十三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任务。如果考虑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后，国家和集体

的积累将会进一步增加，建设的速度可能加快，就有可能提前完成十三亿亩稳产高产农

田的建设任务。

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０年稳产高产农田分地区的设想数字如下：

华北区：新增３１６０万到３７５０万亩，１９７０年达到６６７０万到７２６０万亩；

东北区：新增２４６０万到３１８０万亩，１９７０年达到４０３０万到４７５０万亩；

华东区：新增５７７０万到７３６０万亩，１９７０年达到一亿一千七百四十万到一亿三千三百

三十万亩；

中南区：新增５０８０万到６６５０万亩，１９７０年达到一亿二千八百九十万到一亿四千四百

六十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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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区：新增２９６０万到３３５０万亩，１９７０年达到６１２０万到６４９０万亩；

西北区：新增１５７０万到１７３０万亩，１９７０年达到３５５０万到３７１０万亩。

在１９７０年建成的四亿五千万到五亿亩农田中，按粮食亩产量４００斤、５００斤、８００斤

的地区划分，大致是：在４００斤地区的，有一亿四千五百五十万到一亿六千万亩，占３２％左

右；在５００斤地区的，有４１３０万到４８９０万亩，占９％左右；在８００斤地区的，有二亿六千三

百二十万到二亿九千一百万亩，占５９％左右。

三、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方针。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应当执行以下的方针：

第一，依靠群众，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无论是大片集中的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或者是小片分散的稳

产高产农田的建设，都必须依靠群众，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凡是人民公社可以完全依

靠自己的力量或者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进行建设的，都要动员和组织人民公社自力

更生地去进行建设，力所不及的部分，国家可以给予必要的辅助。就是那些必须由国家举

办的大中型建设工程，也应当注意发挥人民公社的力量，把国家和集体的力量密切结合起

来。初步安排，在第三个五年新增的稳产高产农田中，完全由人民公社兴建的为五千五百万

亩左右，以人民公社力量为主、国家给予适当辅助而兴建的为一千六百万亩到三千万亩。

第二，充分发挥现有水利设施的潜在力量。

全国现有的已经全部建成的水利工程和机电排灌设备，潜力很大。第三个五年计划

期间新增的稳产农田，首先应当依靠挖掘现有水利设施的潜力来完成。靠这项措施新增

的稳产农田，要求达到四千万亩左右。

其次，是利用目前没有完全建成或者没有完全配套的水利工程。这一部分工程的设

计灌溉面积约有一亿二千万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对于这些工程，应当根据需要和

可能条件，加以分类排队，有重点地进行续建、配套。靠这项措施新增的稳产农田，要求达

到４７００万到６００万亩。

新修的水利工程，必须限于那些十分必需的而又确有力量兴建的，并且应当限于搞中

小型工程和机电排灌工程，大型工程一律不搞。新建工程，必须做好规划设计，经过批准

才能上马。初步安排，靠新修水利工程和增加排灌设备而新增的稳产农田，共为５２００万

到７５００万亩。

第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不论是国家投资的，或者是依靠群众、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

兴办的，都必须贯彻执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在统一规划、全面安排的条件下，分批

分期地进行建设，建成一片，再建一片，而不能一拥而上，全面铺开，把基本建设战线拉得

过长。在建设的次序上，应当首先建设那些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地片，以利尽快地发

挥投资效果。

所有由国家投资建设的稳产高产农田，都要逐片规划，搞好勘察设计，列出基本建设

的工程项目和增产的技术措施方案。对每一个水利建设项目，都要从枢纽工程到各级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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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田间工程进行统一规划，全面安排，定出进度，并且落实到基层单位和地块，按计划的

进度和设计的标准进行建设，建成一块，验收一块。

第四，一切建设都要联系产量和商品量，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所有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都必须以增加粮食、工业原料和副食品的产量，特别是商

品量，作为衡量投资效果的尺度。

国家投资的重点，应当是商品粮集中产区和经济作物集中产区，以及供应大城市和出

口需要的副食品的基地。那些增产潜力大，经过国家支援，确实能够减少粮食调入，甚至

可以反过来提供商品粮的地区，国家在投资的分配上也要适当予以照顾。

四、正确处理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同治理黄河、淮河、海河的关系。

黄河下游、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的冀、鲁、豫平原和苏北、皖北地区，是全国旱涝灾害

严重而又频繁、农业生产最不稳定而又低产的地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水利投

资应当重点使用于各个地区的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同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治理黄河、淮

河、海河。治理这三条河流的投资，应当单列预算，专款专用。

鉴于黄河、淮河、海河这三条河流的情况极为复杂，如何根治，现在还没有一个切实可

行的方案。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当认真做好调查研究，积极进行勘察设计，制订流域

规划，并且要在巩固现有工程设施的基础上，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地、有步骤地续建、改

建一些必须续建和改建的工程，新建一些必要的工程，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加固黄河中下游堤防，处理以三门峡为中心的泥沙淤积问题；提高淮河中下游防洪能力；

开辟海河流域的澄阳河的排洪入海河道；治理华北平原易涝地区的主要河流。同时，要依

靠社、队集体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治标的措施，力争减少灾害。第

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当力争冀、鲁、豫平原和苏北、皖北地区做到粮食基本自给，并且更

多地增产棉花和商品油料。

（四）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安排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的发展，应当继续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

安排的方针。粮食不足，仍然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粮食问题不解决，经济

作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很困难。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应当继续优先发展

粮食生产。但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对农业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在增产粮食的同

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才能逐步适应这个要求。发展多种经营，还可以充分地合理地利

用现有耕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综合利用农村劳动力，可以增加国家和人民公社的积累，增

加农民的收入，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

实现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的要求，应当很好地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充分地、合理地利用耕地。

因地种植，合理安排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面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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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大豆）作物的播种面积，在总播种面积中应当占８５％左右，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的播种

面积占１５％左右。今后经济作物的发展，主要应当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经济作物播

种面积的扩大，应当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复种指数的办法来解决。

各种粮食作物之间、各地经济作物之间的种植比例，应当根据各地区的气候、土壤等

自然条件和合理轮作的要求，根据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加以适当安排。

在四亿五千万到五亿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中，初步考虑用三亿五千万到四亿亩

种植粮食作物，用５０００万亩左右种植棉花，用五千万亩左右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和商品蔬

菜。

我国人口多，每人平均占有的耕地较少，必须十分注意节约用地。不论哪方面的建

设，都要尽可能少占耕地，更不要占好地。各地应当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结合制

订农业长期规划，把现有的耕地面积查清楚，并且切实保护和严格管理起来。农业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迅速制定土地管理办法。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应当在保证不引起水土流失的前提下，适

当地开垦一部分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二、充分利用和切实保护自然资源。

要很好地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既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十六亿亩耕地，又必须

广开门路，合理利用山林、水域和草原等各种自然资源。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当积极组织群众上山下水，有计划地开发和建设山区，开辟

渔场，加强草原的水利建设，把一部分不能利用的无水草原利用起来。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根据自然资源的特点安排生产，尽可能

做到综合利用，促进农、林、牧、副、渔五业一齐发展。

必须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培育工作。应当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大力开展有关

保护自然资源的政策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要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的管理机构，统

一管理国家资源，拟定保护国家资源的法令、规章，并且监督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今

后对于陡坡开荒，毁林开荒，滥伐林木，毁草原开荒，毁草原造林，过度放牧，以及采取毁灭

性的渔猎方法等等破坏资源的行为，都必须坚决地严格地加以制止。违犯了的，要严肃处

理。

三、正确处理农、林、牧之间的关系。

农业、林业和牧业，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各个地区，都应当根据当地的具体条

件，对农业、林业、牧业的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全面安排。

林业是当前整个农业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林业落后，不但给国家建设带来了不少困

难，而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解决林业问题，是根本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一项关键

性的措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当继续执行集体造林和国家造林并举、以集体造林为

主的方针，大力进行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尽可能绿化荒山荒地。应当在营造用材林、薪

炭林、经济林的同时，积极营造农田防护林，草原防护林、水土保持林、水源林，以利涵养水

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保护农田、牧场，逐步减少农业和牧业的自然灾害，增加农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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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燃料、饲料和肥料。在有条件的地区，还应当积极发展木本油料和木本粮食。在华南

要积极发展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种桑养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可以发展，应当大力提

倡。

为了发展林业，各地必须坚决按照人民公社六十条和林业十八条的规定，迅速地彻底地

解决好林权问题。今后社、队造林和群众植树，必须切实贯彻执行谁造、谁有、谁管、谁收益

的政策。要切实整顿国营林场的经营工作，加强对群众造林的技术指导，提高造林质量。

在发展农业、林业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发展畜牧业。在牧区，要有计划地进行水利建

设，逐步解决牧区用水问题；同时，要努力改良草原，扩大草场，重点建设冬季草场，提高草

原载畜量。在农业地区，除了要积极发展猪、鸡、鸭、鹅等家畜、家禽，适当发展养羊以外，

要特别努力恢复和发展传统的大牲畜繁殖基地，并且积极地建立新的繁殖基地，增加耕

畜。猪的饲养，仍应执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但是，凡是具备条件的生产队和生

产大队，都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集体养猪。必须适当种植饲料作物，为发展牲畜

提供更多的饲草、饲料。

四、积极发展集体经营的农村副业。

农村的副业生产，种类很多，情况也很复杂，各地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经营

方式，积极发展副业生产，特别是发展社、队集体经营的副业生产。凡是适宜于集体经营的，

都应当由集体经营。凡是不适宜于集体经营的，或者目前集体经营还有困难的，应当允许和

鼓励社员家庭经营。有的也可以采取集体和社员个人合作的方式经营。为了发展社、队集

体经营的“四坊”，促进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应当有计划地把目前集中在城镇的由国家经营

的粮米加工厂、榨油厂等关掉一批，把一部分农产品的初步加工，转给社、队去办。

社、队在发展集体副业的时候，应当对社员的家庭副业作适当的安排，不许任意排挤

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更不许向社员“平调”。同时，还要严格禁止社、队进行商业活动，

坚决防止社、队干部多吃多占。

供销社、手工业社、商业、银行、税务、工业等有关部门，应当从原料供应、产品推销、技

术指导和帮助解决资金困难等方面，支持社、队发展集体副业。

（五）发展农业的技术措施

为了实现第三个五年发展农业的任务，使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必须加

强科学实验，因地制宜地、全面地、综合地实行农业生产“八字宪法”，采取一系列的增产

技术措施；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因地制宜地实行农业的技术改革。

一、发展水利。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应当通过挖掘现有水利设施的潜力，搞好一批现有未完

工程的续建、配套工作，有计划地、有重点地建设一些新的中小型水利工程，使１９７０年全

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六亿亩以上，其中，保证灌溉面积达到五亿亩左右。

００５



“三五”计划（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

所有水利建设，都必须进行全面的规划，做好勘察设计工作，力求尽快地发挥效益。

不经过调查研究，不进行全面规划，不做好勘察设计，就仓促动工建设，必然造成浪费，应

当坚决反对。今后各项水利建设，从治水方针、规划设计到施工方案、出工办法等等，都要

充分同群众商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应当十分爱惜民力，不要滥用群众的积极性。不要

盲目追求出工人数和土方数量，要切实加强施工的准备和组织工作，真正做到工效高、花

钱少、质量好、效益大。

应当坚决纠正重建设轻管理的偏向，切实加强水利工程管理和灌溉管理的工作，管好

用好各种设备。同时，应当做好渠道整修和土地平整的工作，提高灌溉技术，扩大灌溉效

益，节约用水，降低费用。今后不论老灌区或者新灌区，都必须按照规定收水费、电费。

凡是水土流失的地方，都必须密切结合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采取各种有效

措施，加强水土保持工作，逐步控制水土流失。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求初步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２０万平方公里。

二、增施肥料。

各个地区应当充分发动群众积肥、造肥，增加农家肥料。生产队应当采取基本口粮、

基本劳动工分和基本投肥任务三结合的办法，规定社员家庭向生产队交肥的任务；对于社

员家庭交给生产队的肥料，必须给以合理的报酬。

应当大力发展养猪积肥，积极发展各种绿肥作物，并且在不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需要

的条件下提倡秸秆还田。应当尽量利用城镇中的粪便和可作肥料的污水、垃圾等。

积极增产化学肥料。初步安排，到１９７０年，全国化肥总产量达到１２００万吨左右，其

中氮肥６５０万到７００万吨。

应当进一步研究和改进施肥方法，作到合理施肥，提高肥效。

三、改良土壤，改造低产田。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土壤改良和低产田的改造，逐

步提高低产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应当总结和推广已有的除涝治碱的经验，普遍地开展除

涝治碱工作。今后各地在进行水利建设的时候，必须有灌有排，防止土壤盐碱化。

山区和丘陵地区，应当采取筑埂、垒堰等办法，保持水土，提高土壤肥力，逐步地把坡

耕地改造成为梯田。

在经常发生风沙灾害的地区，要积极造林种草，防风固沙，积极营造农田防护林带。

四、选育、繁殖和推广优良品种。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加强选育、繁殖和推广良种的工作，使水稻、小麦、玉

米、高粱、谷子、大豆、薯类以及棉花和其他主要经济作物，基本上做到普及良种。应当在

最近两三年内完成种子纯化的工作。已经推广的良种，必须加强选种留种工作，防止退

化。退化了的，要有计划地复壮更新。

选育、繁殖优良种子的工作，继续实行“四自一辅”的方针，即由生产队自选、自繁、自

留、自用，辅之以国家调剂，引进外来良种。生产队和国营农场，都应当切实做好选种留种

工作，逐步建立种子田。各县的示范繁殖场，必须切实做好良种的选育试验和繁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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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农业科学研究单位，要不断地选育和提供新的适应各地不同条件的良种。

对于从国外引进的各种种子、苗木，必须加强管理，积极进行试种；试种成功的，就应

当在适宜的地区，有计划地繁殖推广。

不论牧业区或者农业区，都应当积极选育、繁殖和推广良种牧畜和良种家禽。

五、因地制宜地改进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

各地区应当总结群众的经验，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水利、肥料、种子等各种技术条

件，积极地因地制宜地改革耕作制度，改进栽培技术。所有这类改革，都要经过试验，成功

以后再推广。

应当适当地扩大复种面积，合理地进行密植，实行轮作倒茬和间种套种，提高土地利

用率，使土壤越种越肥。

六、加强植物动物的保护和检疫工作。

现在已经找到了有效的防治方法和除虫药剂的虫害，例如蝗虫、水稻螟虫、玉米螟虫、

小麦吸浆虫、棉花红蜘蛛等等，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当把它们的为害程度压缩到最

小限度，把受害的植株率降低到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最低水平以下。某些还没有找到有

效的防治办法和药剂的植物病害，特别是危险病害，科学研究机关应当特别加强对它们的

研究工作，力争在较短时期内研究出一定的成果来。

应当保护益鸟、益虫、利用“天敌”防治病虫害。还要从改革耕作制度、改进栽培技术

等方面，来加强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积极发展农药和施药器械的生产，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且改进供应工

作，减少经营费用，以利推广。同时，要加强使用农药的技术指导，保证安全有效。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应当认真做好对动物、特别是耕畜的检疫工作，切实加强

对外对内的检疫机构，建立和健全检疫制度。

七、发展改良农具和农业机械。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当在发展机械化农具的同时，大力推广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

农具，不断补充和更新各种旧式中小型农具。

初步考虑，五年内增加排灌机械４００万—４５０万马力，１９７０年达到１０５０万马力。五

年内增加拖拉机１０万标准台左右，１９７０年达到２０万标准台；增加农用载重汽车２万—３

万辆，１９７０年达到３万—４万辆，增加胶轮大车８８万辆，增加胶轮手推车１２００万辆。农

产品的脱粒机械和加工机械，尽可能满足需要。拖拉机的使用，应当以东北、华北和西北

地区的适宜于机耕的农田为重点。

农村电力的使用，应当以排灌、农副产品加工等生产用电为主，适当照顾农民生活用

电。

随着农业机械的发展，应当调整和充实农业机械修理网，增加修理能力，增加储油设

备。

目前许多农业机械的利用效率比较低，在地区之间差距很大。例如每标准台拖拉机

的年作业量，高的达八千亩，低的只有二千亩左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加强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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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切实把各种农业机械设备管好、用好，提高利用率，并且要尽可能地做到综合利

用。

八、加强科学实验。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大力开展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一切农业生产的新的技术

措施，都应当进行科学实验，成功以后，再行推广。

应当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有条件的人民公社，可以建立社、队自办

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或者技术指导小组。

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应当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大部分的研究力量，应当用于当前农

业生产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课题的研究，特别是用于解决稳产高产农田建设中的科

学技术问题。对于计划建设的稳产高产农田，应当组织有关的科学技术专家，逐片地组成

专家组，进行研究，具体制定各片的水利建设规划和增产技术措施方案。

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要同农民群众的科学实验活动相结合。必须认真地总结各

地农民群众的增产经验，特别是高产典型的经验，指导农民的科学实验活动。农业科学技

术人员，应当积极参加农民种试验田、样板田的活动。

农村干部和各级农业部门的干部，都要坚持种试验田，积极参加科学实验活动。

各级农业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尽可能地给科学研究工作以有

力的支持，发挥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必需的物质技术设备和经费，

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切实予以保证。

九、积极培养和合理使用技术力量。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当继续办好高等和中等的农、林、水利等院校，有计划地组织

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和技术工人下乡参加工作。还应当采取办中等农业技

术学校、业余技术学校、农业中学和训练班等办法，对农村现有知识青年进行技术训练。

对于参加农业生产的城市知识青年，在下乡以前，也应当进行必要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农业

技术的教育。在下乡以后，应当三、五人安置在一个生产单位，以利于使他们相互帮助，共

同提高，安心地参加生产劳动。

现有的农业技术人员，应当合理使用，做到学用结合，人尽其才。应当从各级农、林、

水利等部门和科学研究机关，抽调一批大专学校毕业的技术干部，充实基层。今后农、林、

水利的大专学校毕业生，一般都应当分配到基层去，到社、队去，到生产实践中去。科学研

究机关和各级农、林、水利等部门需要补充的技术干部，一般不从新毕业的学生中挑选，而

从已经在基层、在生产实践中锻炼过两年以上的、工作有成绩的大专毕业生中挑选。

（六）促进农业发展的几项主要经济措施

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农业生产、建设任务，需要采取一些正确的经济措施。初步考

虑，主要有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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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部门要在国家计划的统一安排下，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

尽可能地努力增加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特别是增产化学肥料和排灌机械。

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一定要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则，一定要做到产品对路，机

具配套，质量优良，价格低廉，供应及时。化工部门、农业机械部门和机械部门，应当积极

研究、试验和试制适合我国农业需要的新产品。地方机械部门，应当把主要力量用于生产

适合当地需要的农业机械，特别是田间作业机具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迫切需要一套具体的技术政策。国家科委和地方各级科委，

应当组织各级农业部门、农业机械部门、机械部门、化工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以及有关的

科学技术专家，认真地研究各地区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耕作习惯的具体特点，切切实实

地把农业现代化的一套技术政策和具体规划方案搞好。

二、关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当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这样做，工业部门的利

润和国家的积累；一时将会有所减少，但是社、队的积累可以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可以降

低，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集体经济的巩固。从长远看，也有利于工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

积累的增加。农业生产资料降价以后，还将促进工商企业加强管理，改变目前经营环节过

多、费用过大的不合理现象，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流通费用。全国物价委员

会应当研究降低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和农业用油、用电等价格的可能性，拟定方案，有计

划地、分期分批地实行。农业和水利部门，也要积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机耕、机灌、

电灌、打井等费用。

三、关于农业资金的管理。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用于农业方面的基本建设投资和事业费，将比第二个五年

有所增加。认真地把这些资金管好、用好，使之发挥最大的经济效果，并且坚决禁止挪用，

杜绝浪费，这是各级农业部门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对于农业资金的管理，应当切实办好以下几件事情：

（１）所有国家投资的大、中型基本建设工程，所有农业企业、事业单位，都要编制和执

行财务计划，都要严格按照财务管理的规定办事，并且要按期向农业和其他主管部门、财

政部门报告资金的使用情况，年度终了时，要报告决算和全年资金使用情况的总结。

（２）各级农业银行，要加强对农业资金使用的监督。对使用不当的，要向主管部门反

映情况，提出意见；对违反规定，挪用、浪费的，要如实检举；对贪污行为，要坚决揭发。

（３）各级农业部门和农业银行，还要加强对社、队财务工作的指导和帮助，把集体的资金

管好用好，并且把集体资金的使用和国家资金的使用结合起来，使之发挥更大的效益。

（４）切切实实地整顿国营农业企业、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工作，进一步改善人民公社

和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发扬勤俭办社，勤俭办企业、事业的精神。

四、关于办好国营农场。

应当切实办好国营农场，充分发挥国营农场在农业生产中的示范作用。第三个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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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期间，国营农场应当在种好现有耕地、全面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基础上，把那些有条

件的农田建设成为稳产高产农田，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工业原料和副食品。要求国

营农场，从１９６４年起，七年内平均每年递增商品粮五亿斤。到１９７０年，上交国家的商品

粮达到五十亿斤，棉花达一百五十万担，猪达到二百万头。

应当切实管好现有的国营橡胶林，并且适当发展新的国营橡胶林。同时，可以采取国

家和集体合作的办法，由国营农场供应树苗，负责技术指导；由社、队经营种植，所有权归

社、队；成熟以后，割胶也由社、队负责，乳胶由国营农场收购加工。要求到１９７０年，天然

橡胶产量达到六万吨左右。

为了配合国防的需要，计划在黑龙江的东部、北部和其他宜于开垦的边疆地区，采取

军垦的办法，沿国境线逐步建设一个国营农场带。

（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的领导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的发展，无论是生产方面或者是基本建设方面，任务都很艰

巨。实现这些任务，关键的问题在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对农业的领导。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各个地区、各级农业部门，都必须认真地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做好人的革

命化的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农民、农业职工和农村工作干部。要教育农民热爱国

家、热爱集体，积极劳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关系，积

极完成生产计划和农副产品的交售任务。要使我们的广大干部真正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

那样：“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

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所有人民公社、生产队，所有农业企业、事业单位，

都应当有计划地、逐步地建立起政治工作机构和政治工作制度。

各个地区，都应当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坚决地、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把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进行到底，切实做好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基本建设。

二、开展农村文化革命。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当积极开展农村的文化革命，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使文化

教育工作同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相适应，同农业现代化的进度相适应。

应当逐步发展农村的小学教育，发展农村的夜校、冬学、识字班，有计划地设立业余文

化学校，争取在１９７０年以前，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农村的教育事业，必须为

农业服务，各种课本都应当以发展农业生产和办好集体经济为主要内容。

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为农业服务的人才。现有初级中学数量偏多或者布点较密

的地区，应当有计划地调整出一部分，逐步改为农业职业学校，在做法上，开始时可以先设

农业班。

应当有领导地、积极地开展农村文化革命。农村的文化工作，必须围绕着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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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的要求，利用各种宣传教育工具，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教育

形式，向农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文化部门要多供应内容健康的、适合农

村需要的报刊、图书、杂志、画片等，要积极发展农村的电影放映事业。

应当加强对集镇的戏院、书场、茶馆、俱乐部、文化馆等的管理，加强对农村、集镇艺人

的领导和思想改造，并且积极培养和提高新的农村文化人才。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都必

须大力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节制生育，提倡晚婚，尽可能地降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

长率。

应当结合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习惯，继续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

严重的疾病为中心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应当广泛地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卫生部门应

当积极培养农村医药卫生人员，提高医疗质量，做好药品供应工作，并且加强对农村基层

卫生组织的领导。

农村的各项文化教育工作，都必须因地因时制宜，服务于农业生产，适合农民的需要，

切忌形式主义，不准硬派任务。

三、加强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

省、地、县三级党委，应当把发展农业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进一步加强对于农业生

产、建设的领导，更好地组织和推进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地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蹲下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

法，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必须坚决克服只满足于听汇报、看书面

材料、不深入下层、不实地考察的官僚主义作风。

农村工作干部，首先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必须经常地、认真地参加集体

生产劳动，通过劳动来组织和领导农业生产。县以上各级的领导干部，也应当按照一九五

七年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每年拿出一定的时间，深入下层，到生产队同社员一

起劳动。　　　　　

一切工作都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各个地区、各级农业部门，在制

定发展农业生产的规划和实现规划的各项措施的时候，以及在日常工作中，都应当充分地

同群众商量，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意见。

现在各个地区都有一批先进的生产单位。各级党委和各级农业部门，应当系统地

总结他们的经验，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经验，并且有领导地组织条件相同的生产单位

向他们学习，开展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运动。在组织和领导这个运动的时候，必须充分启

发群众的自觉性，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防止一哄而起，防止形式主义，反对弄虚作

假。

现在，农村的形势很好，一个新的农业生产高潮正在形成和发展。我们的任务，就

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整套

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正确地全面地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当冷静的促进派，扎扎实实

地做好各项工作，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使农业的生产高潮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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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健康地、持久地向前发展，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农业生产、建设

任务。

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

国务院农林办公室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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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五年农业发展
计划的几个问题的说明

粮食问题

（一）一九七○年粮食生产指标

指标经过三次变动，第一次确定４８００亿斤，第二次改为４５００亿斤到４８００亿斤，第三

次改为４３００亿斤到４６００亿斤。

拟定４８００亿斤，是根据：到１９７０年人口达到八亿，每人平均６００斤，按这个需要计算

的；同时又从１９６３年粮食总产３４００亿斤，今后七年，每年增产２００亿斤，这样简单计算方

法，得出的总数。

第二次提出３００亿斤的幅度，是从计算五亿亩与十一亿亩增产可能性时发现的。五

亿亩稳产高产农田，其中四亿亩粮食作物，总产量要达到２４００亿斤，比１９６３年１４５０亿

斤，要增产９５０亿斤，即在七年内增产６６％，每年平均增产９５％，幅度很高，可能完不成。

减少３００亿斤，即把七年增产６６％降为４５％，每年平均增产６５％，这个增产幅度完成的

可能大一些。十一亿亩中，有九亿五千万亩种粮食作物，１９６３年总产１９５０亿斤，七年增产

４５０亿斤，即增加２３％，就可以完成总产２４００亿斤的任务。在改变时，这方面不变。这个

计算，是无准确数据的，要待五亿亩稳产高产田落实到社队后，才有可能作出比较准确的

计算。

第三次改变，幅度较大。考虑到，今后七年，不可能年年都是好年景，需要对今后七年

年景，作一个假定的估计。假定今后七年，是两个到三个大丰收年，两个到三个平收年，两

个歉收年；大丰收年，每年增产３００亿斤，可以增产６００亿斤到９００亿斤；平收年，每年增

产１００亿斤到１５０亿斤，可以增产３００亿斤到４５０亿斤；歉收年，不增不减。这样计算，在

两个大丰收年，三个每年增产１００亿斤的平收年，两个歉收年，七年增产９００亿斤；或者三

个大丰收年，两个每年增产１５０亿斤的平收年，两个歉收年，七年增产１２００亿斤。这样计

算为４３００亿斤到４６００亿斤，把握性更大一些。在今年三月全国农业规划会议上，各地提

出的数字是４６８４亿斤到４８７９亿斤，我们设想的高数比地方的低数还低。

按照４３００亿斤，八亿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占有５３７斤半，比１９６３年每人平均４９１斤，

多４６斤半。

１９６３年在２１８９个县、市统计单位，上报粮食生产统计中，有１４７０个单位增产，其中比

１９６２年增产２０％以上的单位，根据２７个省、市、区的统计有６１０个，增产最多的单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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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有６５个，新疆５３个，甘肃４８个，山东３８个，江苏３７个。３７０个集中商品粮县中，有９１

个是连续三年增产的。减产的单位有７１１个，其中比１９６２年减产２０％以上的单位，根据

２７个省、市、区的统计有２９５个，减产最多的单位，河北有７７个，河南４９个，广西２９个，湖

南２７个，内蒙２４个。由此可以判明，１９６３年各地上报增产２００多亿斤粮食是有根据的。

１９６３年是一个丰中带歉的年景，比平收年好，比大丰收年差一些。１９６３年在大旱大涝情

况下，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收成，党的政策调动了五亿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基本的，同时，

水利建设和增加化肥，也是重要的因素。

（二）粮食大豆的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问题

总耕地面积１９６３年是１５亿４０００万亩，１９７０年拟增加到１５亿９６００万亩，七年要增

加５７００万亩耕地，是否可能，要看投入开荒方面的资金多少而定。从现有耕地中，查出一

批隐瞒耕地是可能的，这在生产上只发生计算数字的作用，不起实际的增产作用。由于建

设要占用一些耕地，也由于农田建设，又能增加一些耕地，两者能否相抵，还很难说。

按１５亿９６００万亩耕地，复种指数达到１３９，总播种面积达到２２亿亩，比１９６３年复种

指数提高２３％，比原来设想提高４３％，要好一些，有把握一些。总播种面积增加一亿二

千万亩，其中靠扩大耕地增加的占一半。粮豆总播种面积由１９６３年１７亿９７００万亩，到

１９７０年达到１８亿６７００万亩，增加５０００万亩。从几个主要粮食品种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水稻，由１９６３年４亿１０００万亩，到１９７０年增加３０００万亩，达到４亿４０００万亩。播

种面积增加是可能的，第一，双季稻会随着水、肥条件改善而增加；第二，新开一些荒地和

旱改水，也会增加一些面积；第三，北方水稻还会恢复一些面积。单产要由３４０斤增加到

４００斤到４２０斤，单产增加１８％到２４；总产要由１３９３亿斤，增加到１７６０亿斤，到１８５０亿

斤，增产幅度都很大，这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水稻总产要增加３６７亿斤，到４５７亿

斤，占全部粮豆增产９００亿到１２００亿斤的近４０％，这是整个增产的关键。五亿亩稳产高

产农田，有三亿亩在八百斤地区，主要是水稻，是根据这个需要拟定的。

小麦，由１９６３年３亿５４００万亩，增加１８００万亩，到１９７０年达到３亿７２００万亩，可能

达不到。长江以南粮食生产达到一定程度后，小麦播种面积需要减少，增加绿肥与豆类的

播种面积，才有利于双季稻的发展。北方小麦播种面积过高，会影响倒茬，对生产不利。

小麦单产由１９６３年１０１斤，增加到１３４斤和１４２斤；总产由１９６３年３５６亿斤，增加到５００

亿斤到 ５３０亿斤。增产的幅度虽然不少，单产要增加 ３０％—４０％，总产要增加 ４０％—

５０％，但是，小麦增产潜力大，只要努力，是可能完成的。关键是冀鲁豫苏北皖北有一亿多

万亩，亩产不到百斤的低产田，必须用大寨精神，加以改变。

玉米、高粱、谷子和其他杂粮，１９６３年播种面积七亿一千七百万亩，１９７０年播种七亿

二千万亩，面积问题不大，少一些也可以。单产１９６３年１４５斤，１９７０年１８５斤到２０１斤；

总产１９６３年１０４１亿斤，１９７０年１３３０亿斤到１４５０亿斤。这是我国粮食生产第二个大头，

仅次于水稻的总产量。单产增加２７％—３９％，总产增加２９％—４０％。增产幅度都不低，

单产增加的幅度高过水稻，总产增加的幅度和水稻相近。但是，杂粮增产潜力大，问题是

如何重视杂粮生产，一般说玉米生产是重视的，良种，厩肥，追肥，治虫，都比较认真，单产

９０５



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

也高，总产比重也大。高粱、谷子习惯称为低产作物，一般都不注意，其实并不是低产作

物，亩产４００斤５００斤的面积并不少，只要认真抓，增产潜力是有的。玉米、高粱、谷子三

种作物占杂粮播种面积七亿二千万亩中的四亿六千万亩，占总产１４５０亿斤中的９７０亿

斤；还有二亿六千万亩其他杂粮，亩产量更低，占总产量４８０亿斤，问题是很大的。这些杂

粮１９６３年占三亿亩，平均亩产只１２０斤，总产３６０亿斤；到１９７０年面积压少４０００万亩，亩

产提高到１８５斤，即提高５４％，总产要增加１２０亿斤，即增加１／３。看来肯定完不成的，增

加１２０亿斤产量的任务，有落空的危险。办法是继续增加玉米、高粱、谷子面积，提高单产

和总产，补救这个差额是有可能的，任务是不轻的。

大豆和薯类问题不大。大豆单产由１０３斤增加到１１０斤，只增加７斤，总产由１４０亿

斤增加到１７０亿斤，是可能超过的。薯类，单产由２６１斤增加到３２０斤或３４０斤，总产由

４７０亿斤增加到５４０亿斤，或６００亿斤，有些问题和小麦一样。问题是，粮食增产后，薯类

面积，能否维持到一亿八千万亩，可能减少一些，如果减少薯类，增加高粱和玉米，在高粱

玉米地内套种大豆，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粮食总产是要减少一些，粮食质量提高了，

地力种肥了，从长远看，有好处，估计可能减少２０００万亩，影响总产量２０亿斤左右。

经济作物问题

（一）棉花问题

棉花播种面积，１９６３年已经达到６５５５万亩，１９７０年扩大到７０００万亩是可能的。单

产由３４斤提高到５４斤或６０斤，总产由２４００万担提高到３８００万担到４２００万担。增长的

幅度是很高的，单产提高６０％—７６％，总产提高５８％—７５％。但是，是可能完成的。理由

是：

第一，７０００万亩中，有５０００万亩种在稳产高产农田内，这种高产田，亩产皮棉７０斤，

就有３５００万担。另外２０００万亩，只要完成３００万担到７００万担，即单产１５斤到３５斤。

第二，１９６３年，皮棉亩产百斤以上的七个县，８０斤以上的２７个县，６０斤以上的３０个

县，４０斤到６０斤的４９个县，３０斤到４０斤的４２个县。３０斤以下的１０７个县，其中６２个

是受灾县。以省为单位计算，浙江亩产９３斤，上海市８２斤，湖北６４斤，江西、湖南、江苏

三省亩产５０斤以上，这六个省、市棉花种植面积有２０００万亩。其他省、市、区亩产皮棉５０

斤以上的面积也不少，估计，经过七年的努力，使５０００万亩稳产高产农田，亩产皮棉达到

７０斤，是可能的。

在今年三月全国农业规划会议上，各地提出的数字是４６６８万担到４８６８万担。我们

设想的高数比地方的低数还低。

（二）三种油料，即花生、芝麻、油菜籽的问题

三种油料作物的问题很大，播种面积要由５５６０万亩扩大为８０００万亩到８４００万亩。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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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由２１５６万亩扩大为３６００万亩到３８００万亩，增加过大。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曾经

达到过３８００万亩以上，其他年份就没有达到过这样高的数字，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总播种面

积都在二十三亿八千万亩和二十三亿五千万亩的基础上，１９７０年总播种面积只有２２亿

亩，花生播种３６００万亩到３８００万亩，困难是大的。种少了，又不能解决食油的需要，因

此，在努力扩大播种面积的同时，要求亩产量提高，如果亩产量提高到２００斤（１９６３年

１２５斤，１９７０年拟定１５６斤到１７９斤），只要播种３３００万亩，就可以达到原来预计的总

产量。

芝麻播种面积由１９６３年１２００万亩扩大为１３６０万亩到１４５０万亩，比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５

年１５００万亩到１７００万亩少，同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１４００多万亩相等。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４年

总播种面积，都只有２２亿亩，由此看出芝麻播种面积是可以达到的。单产由１９６３年４４

斤提高到５５斤到６２斤，这是１９５３年已经达到的亩产量。不过芝麻亩产量波动很大，低

的时候只有２９斤，高的时候到过６４斤，一般在５０斤左右，１９５７年只４４斤。如果努力种

好，亩产百斤是可能的，这对总产量起作用不少。

油菜籽播种面积由１９６３年２２００万亩扩大到３１００万亩，也可能有问题。１９５５年到

１９５９年都在３０００万亩以上，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４年都在２５００万亩以内。今后，由于双季稻的

增加，要求扩大绿肥作物和豆类的播种面积，油菜籽的播种面积不能扩大过多。关键是提

高亩产量，历史上油菜籽的单产没有低过５０斤，高的时候到过７０斤，１９６３年亩产只４４

斤，１９７０年要求达到亩产５４斤到７３斤，是可能的。如果平均亩产提高到１００斤，就是面

积只种２５００万亩，也比预定的总产高。亩产提高到１００斤是可能的，问题是，把作菜吃的

油菜和作绿肥的油菜，不算在油菜籽的播种面积内，同时，把作为油料的油菜籽认真种好。

花生、芝麻、油菜籽的生产指标，我们设想的数字都比地方的低。

（三）烤烟，麻，糖料问题

第一，烤烟播种面积由３４２万亩扩大到５００万亩，是可能的，可以在新疆建立新的烤

烟基地。新疆生产兵团１９６３年已试种近三万亩，已成功，到１９７０年扩大为２０万亩。

第二，黄洋麻由１１１万亩扩大为１６０万亩；芝麻由５０万亩扩大为１４０万亩。应当鼓

励南方国营农场的旱地，改种麻类和糖料，就比较容易实现这个指标。

第三，甘蔗由２４９万亩扩大为４００万亩到４８０万亩，面积扩大过多，对水稻生产影响

大，应当鼓励在旱地上种，不要在水田内多种。南方国营农场的旱地，应当种一些甘蔗。

甜菜由１１５万亩扩大到２８０万亩到３３０万亩，面积扩大，没有困难，关键问题是运输，如果

采用小型榨糖厂，就可以解决问题。新疆兵团１９７０年播甜菜５０万亩。

（四）绿肥和蔬菜问题，各地要求到１９７０年扩大为一亿二千二百二十万亩，１９６３年

只有５３９１万亩，扩大一倍以上，计委安排８０００万亩，可能少了些。这就是油菜籽和小

麦不能扩大过多或者还要减少的原因，绿肥可能扩大到一亿亩以上，这对生产有积极作

用。

商品蔬菜面积１９６３年６０００万亩，１９７０年可能随着肉、禽、蛋的增加，豆类制品的增

加，逐步缩小。商品菜基地的建设，使单产和复种增加，粮菜间作面积在逐渐扩大，许多大

１１５



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

路菜由专种变为间作，专用菜地将进一步减少。

大寨精神问题

在全国农业规划会议期间，十四个省、市、区报了现有大寨式的单位近万个，山东一省

即占５０００多个。这事事前没有准备，也缺乏一个什么是大寨式的口径。今后七年，用大
寨式建设９０００多万亩，也只是初步的设想，河北一省即占２５００万亩。为了推动这个运
动，根据总理的指示，已派人到六个大区去，直接调查一个大寨式的典型，同时廖鲁言同志

亲自去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去了解情况。我们已组织一批力量，把已经收到的大寨式的

典型材料五百多份，进行分类研究，准备写出一个材料。

从我已看过的一些典型材料，所有大寨式的单位，都是从农田基本建设开始，进到精

耕细作，达到稳产高产。高产的，都超过了四、五、八的要求。农田基本建设的内容是：第

一，制止水土流失，进行水土保持工程；第二，平整土地，改梯耕地为梯田；第三，改良土壤；

第四，发展水利灌溉。精耕细作：第一，发展畜牧业，增加圈肥；第二，秸秆还田，增加厩肥；

第三，改进种植技术，采用间作、套作和轮作法；第四，对良种使用比较普遍；植物保护，田

间管理都作得细致，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实验比较普遍。所有大寨式的单位，都是依靠劳

动力的投资，有些多种经营发展得好的单位，财力投资也不算少，大体上都得到了国家一

定的支持。一般建设时间都在五年到七年之间，多的十年，少的三年。

目前在学大寨的运动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毛病，第一个毛病是去学的、参观的人多，已

影响本单位的生产。第二，在学习中，也出现不问自己目前的条件，来比生产指标，比对国

家提供商品粮的多少。这些毛病不及时纠正，又会出现弄虚作假，和影响社员生产积极性

等。

自留地的问题

在粮食增产，口粮留足之后，自留地有转向种经济作物为主的趋势。这种趋势，从好

的方面说国家可以多收购一些经济作物，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坏的方面说，吃饭靠

集体，用钱靠自己的毛病，又增加了自留地的因素，集体的现金收入增加很慢，不利于集体

经济的巩固。如果我们在经济作物的议购和换购方面，不加以改善，很有利于投机倒把的

活动，这对富裕农民是有利的，对大多数贫农下中农是不利的。因此，需要教育农民群众，

经营自留地要以粮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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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
初步设想的说明要点①

（一九六四年五月）

这次提交会议讨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轮廓，只是一个初步设想，还很不成熟，还需

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反复的综合平衡。这次提出来，是向中央和各中央局、各省、市

的同志下点毛毛雨。这个初步设想，我们在向书记处汇报之后，又向主席、少奇同志、总理

作了汇报，他们给了很多重要指示。现在，向会议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一、关于经济形势

一九六四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有可能超额完成，经济情况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全面好转。

农业。今春墒情很好。春播情况，多数地区也比去年好。棉花播种面积超额完成了

计划（计划６５００多万亩，已播６６００万亩左右）。夏收可望有一个好收成。

全年如无特大灾情，粮食产量可能达到３６００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可能达到２８００万担

左右。

工业。今年以来，产量稳步上升，一至四月合计，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６％。全年

预计，可增长１０％以上（计划增长８％）。

今年在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原材料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将比去年作出

更大的成绩。

市场。商品供应量增加，物价下降。

１９６５年，可以基本上完成调整任务，各个方面的比例关系将比较协调，国民经济情况

将得到根本好转。

农业总产值可能大体接近１９５８年的水平。粮食可能达到３８００亿斤左右，棉花可能

达到３２００万担左右。猪、羊可能超过１９５８年。

工业总产值将超过１９５８年，比１９５７年增长５０％以上。石油、电力、化肥等的产量将

有较多增长。在调整期间，品种、质量有个跃进。例如，钢材的重要品种，大致有１６０类，

１９５７年只能生产６９类，１９６５年预计可以生产１４３类，满足需要的９０％；机床的品种，１９５７

年只能生产２００种，现在可以生产４９０种，１９６５年预计可以生产６０３种；石油产品，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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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只能生产１４０种，现在可以生产４４０种，１９６５年预计可以生产４７４种，基本上满足需要。

主席在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央全会上提出的要在产品质量、品种、规格等方面实现一个跃进的

要求，初步得到实现。

总的说，目前国民经济的形势是很好的，各个方面都在踏踏实实地前进，工农业生产

的新高潮正在形成和发展。但是，也应当看到，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主要的问题是有

些方面出现了要求过急的苗头，如有些单位加班加点，搞形式主义，不注意质量；有些地

方，计划外的建设增加过多，建筑材料和施工力量不足；财政开支增加得过快（历年上半年

一般是收大于支，今年一到四月是支大于收六亿元）；职工人数也增加不少，一到四月共增

加了二十三万六千人。此外，有些灾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还比较困难。

形势所以好转这样快，最根本的因素，是中央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既正确地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又正确地解决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１９６２年北戴河会议，主席提出形势、阶级、矛盾的问题，形势很快发生变化。十中全

会重新修改了人民公社六十条，作出了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１９６３

年５月，在主席亲自主持下，提出了农村工作的“十条决定”，号召全党全民开展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９月中央工作会议又作出第二个“十条规定”。事实

证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湖南贫下中农所批评的那种：“敌我友不分，走路一同行，开会

同志们，都是按劳分”的情况，大有好转，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的

同时，城市中开展了“五反”运动。开展了比学赶帮运动。今年以来，全国掀起了学习毛

主席著作的热潮，掀起了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学习大寨的热潮。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

主席最近说：“‘六十条’、‘双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力量呢？因为它解决了人民内

部的矛盾，解决了领导被领导的关系，把力量组织起来。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首要因

素。人、劳动手段（包括畜力、农具、肥料等）、劳动对象（土地），这是生产力三要素嘛。实

行了‘六十条’、‘双十条’，还是原来的那些人、畜力、农具、土地等等，但结果就大不相同

了。”

这几年，各个方面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进行了大量的扎扎实

实的工作，缩短了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战线，减少了城镇人口和职工，加强了农业战线，加

强了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增强了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并且调整了工业内部的关系。农业

的好转，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好转。现在，各项工作都已经走上正确的轨道。这几年，我们

在计划工作中注意了留有余地，注意了计划方法的改进。

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和轮廓

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情况是：

第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还是主要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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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民的吃穿还不足。

第三，国防力量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四，基础工业同支援农业和兼顾国防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基础工业内部还存在一些

薄弱环节（如矿山、森工、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等）。

从这些情况出发，根据总路线、总方针和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要求，我们提出了像文

件上所写的那四条基本任务，把大力发展农业、解决吃穿用问题，放在首要地位。

１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

在种好十六亿亩农田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建设起一批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这是

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主席说，这种点面结合的方法

很对。

有计划有步骤地治理三河，保证大江、大河、大水库的安全。特别要注意黄河中游的

水土保持和拦砂工作。

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注意农林牧结合，有重点地进行牧区草

原的建设，注意林业建设（实行造林和封山育林并举，造林要以群众造林为主）。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集体经济的积累和农民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

２国防方面的主要任务是：

发展常规武器，尽可能配套；

突破国防尖端，掌握两弹；

争取到１９７２年建立起一个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拥有一定数量的军事储备。

主席最近说：“我看还是小而全，可能还是小而不全，但小而不全比大而不全好，大而

不全就要浪费，小了就有可能比较全。”

他还说：“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原子弹要有，搞起来也不会多，但要搞起来，搞

起来吓吓人。黄色炸药和大炮很顶事，帝国主义对这个很怕。”

３工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

努力发展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工业。１９７０年，化肥产量达到１１００万到１２００万吨，化

纤产量达到１５万到１８万吨。

增加产品品种，特别是增加农业和国防所迫切需要的品种，争取主要的原材料和设备

基本上立足于国内。

发展新技术，特别是石油化工、特殊金属材料、无线电、精密机械、仪器仪表。

加强采掘工业，为第四个五年的发展作准备。

合理布局。后方基地的建设，如酒泉、攀枝花，要积极准备条件：一是农业，二是交通，

三是劳动力。今后煤炭开发的重点，在南方是贵州，在北方是河南和徐淮地区。

继续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后，有步骤地在各行业中推行多种形

式的托拉斯制度。

４交通方面的主要任务：

铁路，要首先加强旧线，增加和更新机车车辆，修建必要的复线。初步安排的新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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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修通川黔、滇黔、大庆———通辽、乌鲁木齐———独山子等干线，建设大兴安岭的森林支

线。

航运，主要是加强重要航道上的港口、码头和船舶的能力。

公路，主要是维修现有的公路，加固桥梁，更新部分的车辆。

按照上述的这些任务，经过初步计算，我们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总的

轮廓是：

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左右；１９７０年粮食产量达到４３００亿到４６００亿

斤，棉花产量达到３８５０万到４２００万担。

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１０％左右；１９７０年钢产量达到１６００万到１８００万吨，煤炭

产量达到二亿八千五百万到二亿九千五百万吨，石油产量达到１６５０万到１８００万吨，化肥

产量达到１１００万到１２００万吨。

财政收入，五年合计２８００亿元左右。

基本建设投资，五年合计１０００亿元左右。

各项指标，都列了一个幅度。中央书记处意见，一切计算和安排，都以低数为基础，留

有余地，争取超过。

这样安排，到１９７０年，每人粮食消费水平约４２５斤，布约２２尺左右（包括化学纤维），

肉食和副食品将比现在增加得更多，人民的吃穿可以基本上解决。

这次提出的工农业生产速度，财政收入、基本建设规模，是高是低，是大是小，我们在

文件中作了一些分析，请大家考虑。

三、计划安排中的主要矛盾

在开始编制计划的时候，各方面提出的要求比较高，同实际可能距离很大。按照各方

面的要求计算，财政支出将达到４０００亿元左右，基本建设投资将达到１３５０亿元以上（这

里还不包括最近各大区计委提出的一些要求）。

我们根据财政收入和投资的可能，对各方面的支出和投资，初步设想了一个方案（见

文件第三部分）。即是这样安排，也还存在不少矛盾，主要是：

基础工业同各方面的需要还不完全适应，第三个五年同第四个五年在衔接上还有问

题，主要是采掘、采伐工业为第四个五年作的准备不够。

交通运输的建设同各方面的需要还有距离，有些重要线路（如张家口———白城子，北

京———原平，湘黔，成昆，吐鲁番到焉耆）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短途运输问题，主要

是险桥、险渡、水毁公路和航道疏浚等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

农业方面，安排了四亿五千万亩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和三河的治理以后，其他方面除

了对商品粮产区和经济作物区作了安排以外，投资就比较少。

这些矛盾，我们着重向主席、少奇同志、总理和书记处作了汇报，得到了他们重要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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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主席说：“横直被没有钱挡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

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建设也是

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我们领会，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就是要求在安排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人力、物力、

财力的实际可能，而不能超越这种可能。当然，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采取切实

有效的措施，推广先进经验，把钱用好，少花钱、多办事，真正做到多快好省。

对于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规模，主席说：“已有二亿四千万亩了，再搞一亿六千万亩就

是四亿亩，也很好嘛！不要套四亿五千万亩、五亿亩那个框子。”总理也提出过，不要从指

标出发，要从财力、物力、人力的可能出发。

第二，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

主席多少年来一直强调这个原则。这次又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

讲了，但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下去。财政收入，你们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

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施得长长的。”主席特别提醒我

们，要记住过去几年的教训。

少奇同志也说：“长期计划要留有余地，年度计划也要留有余地。年度计划也可以调

整，每年到了六七月，如果情况更好，基本建设也可以加一点，但不能加得太多。”

留有余地，这是掌握主动权的问题。

第三，作好综合平衡工作，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

这次我们向主席汇报基础工业和交通同各方面建设的需要还不适应的时候，他说：

“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

础工业’，要摆好。基础工业要同各方面相适应。”

这就是说，在计划中，一定要把农业、工业、国防、交通、文教等各方面的关系摆好，既

要有重点，又要按比例。

在安排计划的时候，还要正确处理生产和基本建设、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

系，充分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注意设备的维修和更新。

第四，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主席的一贯的思想。这次他又提出在建设上必须贯彻少而精

的原则。他说：“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还是要少而精，而且要打歼灭战”。

在计划的安排上，特别是基本建设项目的安排上，我们必须按照主席的这个指导思想

办事。基本建设项目不能摆得过多，而且要分期分批，搞一个是一个，尽快地发挥投资效

果。

第五，发扬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主席说：“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

扬陈家庄（在山东曲阜）、大寨（在山西昔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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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说：“农业建设要自力更生，主要靠农民自己搞，国家给予帮助。文化教育也

要提倡群众自办，国家帮助，要搞半工半读。”

以上这些原则，主席和中央老早就讲过了，而且讲了不止一次。过去有一个时期，我

们体会得不深，执行得不好，使工作受到一些损失。今后要接受这个经验教训，把计划安

排好。

现在的形势很好，群众的革命干劲很高。当群众的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之后，领导干

部头脑清醒很重要。我们要当促进派，要当冷静的促进派，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

关于初步设想方案中的一些矛盾问题，我们准备进一步研究，适当调整解决。计委准

备组织干部，同各部、各大区的同志一起下去蹲点，作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只要大家认识

一致，坚决地按照主席和中央指示的原则办事，一些矛盾问题是可以得到正确解决的。

四、几个政策问题

为使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能够符合总路线的要求，多快好省地进行，需要研究和解

决以下一些政策问题。

１技术政策。

在战略上必须迎头赶上，在战术上必须循序渐进。发动广大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积极

性，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同时，争取从资本主义国家多进口一些新技术（不要宣

传），以便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

２劳动、工资政策。

劳动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问题。少奇同志这次提出，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一种是

现行的劳动制度，一种是亦工亦农的制度。如（１）有些季节性生产的工厂和农产品加工

工厂，今后可以建设在农村，尽量利用农闲的劳动力；（２）有的工厂，可以分散建设在县城

和集镇，利用农村劳动力，每年开七八个月的工都可以；（３）农村的拖拉机站、排灌站、技

术推广站、种子站等等，应当主要吸收公社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办，采取站和社队结合、亦

工亦农的方式；（４）有些企业，首先是矿山、森工企业和水利、公路建设单位，除了少数技

术较高的工人以外，可以考虑采取“义务工役制”，三五年轮换一次。采取以上这些办法，

可以控制职工的增加，便于解决粮食问题和家属不进城的问题，还可以提高农民的科学

知识和文化水平，增加农民的收入。也可以通过这些办法，支援穷队，帮助贫下中农解

决困难。否则，正如少奇同志所说的，固定工会愈来愈多，事业费开支愈来愈大，结果是

多花钱少办事。不增加固定工，搞季节工，亦工亦农，对农民、对工人、对国家都有好处。

工资政策：下加上不动，逐步增加。修改劳保条例。

３教育政策。

少奇同志最近提出要有两种教育制度。他说：中小学要搞勤工俭学（可以把一部分普

通中学变为职业学校），在农村要靠农民自己动手盖校舍，学生半天劳动，，半天读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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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读四个月书，这样农民欢迎。不仅学龄儿童可以读书，大人也可以读书。农民是愿意

读书的，但是像现在的办法，他们读不起，读了书就没有劳动力。工厂也可以考虑不增加

或少增加固定工人，吸收一部分青年半工半读，对这些人可以考虑把八小时改为六小时，

或者一班分两班，使他们有时间读书。这样，工厂不会降低劳动生产率，而且工人的文化

程度可以提高。同时，各工业部门就不必办专门的技工学校，也可以少办中等技术学校。

他说：这不是一个临时措施，从长远考虑，我们这个国家怎样普及教育？按现在的办法，农

民负担不起，国家也负担不起，实际上普及教育也行不通。实行了勤工俭学，人们既能够

种地做工，又能够受教育。当然，国家还要办一些重点小学和中学，提高学生质量，便于发

展高等教育。

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这是教育和劳动制度的重大改革。从

长远来说，这是消灭城乡、工农、脑力和体力劳动三个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

４人口政策。

计划生育。

控制城镇人口。

５外贸外援政策。

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要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尽可能地进行。

扩大对资进出口贸易。１９６０年对资外汇要搞到１２亿美元左右（今年包括侨汇在内，

为１０亿多美元）。

逐步减少粮食进口，增加新技术进口。从明年起就必须这样办。到１９６７年，做到粮

食进出口平衡。

支援阿、越、朝、古等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的革命斗

争。初步安排，第三个五年对外援助经费为７０亿元。

６农产品收购政策。

逐步地合理地解决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问题。

７价格政策。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有计划降低生产资料的价格，适当调整某些生活资料的价格，

进一步缩小工农业生产品的差价。

８积累政策。

要在保证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国家、集体的积累。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率提高到２５％左右，是否恰当，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一个

计划为２４％）。

９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建设，严格禁止楼馆堂所的建设。这是关系到艰苦朴素、勤俭

建国的问题。

现在楼馆堂所的建设又有抬头，应当引起严重注意。

这次主席同我们谈话的时候，再一次地讲了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依靠贫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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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依靠工人阶级，团结９５％以上的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革命路线问题，也是一个建设路
线的问题，是是否真正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修正主义者代表少数，脱离多数，其结果必然

走向资本主义。我们考虑政策、安排计划，都要遵照主席的这个指示，以便更好地贯彻执

行自力更生的方针，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多快好省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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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１９６４年）

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和２２日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

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他的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民经济的成就和今后的建设任务；第二部分是

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略）；第三部分是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工作（略）。

第一部分　国民经济的成就
和今后的建设任务

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

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

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国际上同帝

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

利。

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０年的大发展，从１９６１年起，进入一个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时期。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

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几年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曾经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

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

困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而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０年突然背信弃

义地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退苏联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严重地扰乱了我们发展

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困难。

伟大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严重的困难吓倒。四年来，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

一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巩固了三年大发展时期的成就，纠正了实际工作中

的缺点和错误，克服了重重困难，健全了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工业产品质量、品种的新的

跃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

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根据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初步地总结了群众的实践经验，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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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提出了一些工作条例草案。这些具体政策和条例草案，虽然有一些还

有缺点，但是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整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集中主要力量，加强了农

业战线，努力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调整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并且使工业和其他

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调整了工业内部的关系，加强了薄弱环节，

发展了新兴工业。这样，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就在新的基础上比较协调了，我们的

经济力量也比过去增强了。

第一，农业生产前两年连续增产，今年又获得了更好的收成，达到了过去较高年份的

水平。据估计，粮食、棉花、烤烟、甘蔗、猪、羊等主要农业牧业产品的产量，都超过第一个

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１９５７年的水平。１９６４年，全国拥有的农业用拖拉机台数比１９５７年

增长四倍，排灌设备的马力增长十二倍，农村用电量增长二十二倍，国家供应的化学肥料

增长两倍以上。农田水利建设成绩很大，对农业生产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今后还将发

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品种、质量出现了新的跃进。１９６４年全国工业总产

值，预计比１９６３年增长１５％以上，比１９５７年有了很大的增加。钢、石油、化学肥料、水泥、

汽车、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工业产品，１９６４年的产量都比１９６３年增长２０％以上。四年

以来，主要工业产品的品种大约增加了两万四千种，比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０年大发展时期所增

加的品种还多两倍。产品质量普遍提高，有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工业企

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有了很大改进，原料、材料、燃料的消耗定额和生产成本显著降低，劳动

生产率不断提高。

第三，商品供应状况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货币信用提高，对外贸易有

较大发展。最近几年，城乡人民生活都逐步有所改善。同１９５７年比较，１９６４年供应的猪

肉、羊肉、蔬菜等副食品，都增长３０％以上；机制纸、铝制品、搪瓷制品、自行车、收音机等

主要日用品，增长５０％以上。现在，市场商品供应比较充裕，到处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第四，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研究水平有所提高。近几年，我

们根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改进了教学工作，提高

了教育工作的质量。各地试办了一些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新型学校，提高了工人和贫农

下中农子女的入学率。我们继续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加强了医药、卫生工作，提高了医

疗技术。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有了较大发展，体育队伍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

队伍日益壮大。我们已经有一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可以认为

是先进水平的了。

周总理接着讲到国防建设。近几年我们的军队工作和国防建设，在革命化、现代化的

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

练，开展四好连队运动和五好战士活动，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和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各地也加强了民兵工作。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在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事业、保卫亚

洲和世界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家记得，当我们前几年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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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演出了反华大合唱，说什么中国的经济“崩溃了”，大跃进

“失败了”，人民公社“垮台了”，人民政府“破产了”等等。但是，曾几何时，这些老爷们在

无情的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屹立在东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

我们这几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坚决执行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我们依靠人民公

社的集体力量，充分发挥广大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我们

依靠广大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增强了自力更生地进行生产建设的力量。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和建设许多重要的现代化的工业企业，设

计和制造许多高级的、大型的、精密的机械设备，生产大批质量高、品种规格比较齐全的原

料、材料、燃料。我们自己制造的成套设备是增加了。

接着，周总理列举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和我国第一颗原子

弹的制成，具体说明我国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成就。他说，１９６４年１０

月１６日爆炸成功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外国的原子科学家也不

能不承认，我国这次核试验，已经超过了美国、英国和法国初期核试验的水平。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

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

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

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

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周总理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巨大成就，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的力量的增强，

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我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的伟大力量，证明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

周总理在详细地说明了几年来的调整工作的经验教训以后，特别强调了总结经验的

重要意义。他说，为了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是

自己积累经验，自己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制定出来的。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

个飞跃。经过这几年的实践，这条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更加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

我们已经有了为实现这条总路线所必需的许多具体政策，我们也有了同各种困难作斗争

的比较丰富的经验。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反复的实践中提高了认识，得到了锻炼和

教育，减少了盲目性，提高了自觉性，这是极其可贵的。

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对于这些客

观规律的认识过程已经完结了。事实上，在我们面前，仍然有很多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领

域，还有很多很多不熟悉的事物。

毛主席常常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

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

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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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

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

大约１００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

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周总理说，我们应当像毛主席一再要求的那样，经常注意总结经验，做了一段工作，就

总结这段工作的经验，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对于我们不熟悉的事物，要认真地、细致

地去调查它，去研究它，去熟悉它。我们要在今后的建设工作中，进一步认识建设的客观

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尽快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强大

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

他对１９６５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作了说明。他指出，

１９６５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大力

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并且为１９６６

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

１９６５年计划草案拟定，农业总产值比１９６４年增长５％左右。我们要继续执行以粮为

纲、多种经营的方针，充分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发扬大寨精神，争取有一个更好的收成。

计划草案拟定，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６４年增长１１％左右。我们要在继续提高产品质量、

增加品种的同时，较多地增加产量。要推广大庆经验，广泛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努力采用

新技术，推行专业化和协作，加强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基本建设，应当更好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讲求经济效果。要进行设计革命，使设计

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不论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都要注意节省投资，努力提高工

程质量。

要进一步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繁荣市场，继续改善人民生活。计划草案安排，棉布、食

油、食糖、猪肉、蛋品等主要商品的供应量比１９６４年有较多的增加。

要积极进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的试点工作，认真开展革命文化活动，继

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继续执行科学技

术发展规划。

１９６５年国家预算收支都比上年增长１０％以上，收支平衡。为了实现国家预算，要求

工业、交通运输企业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商业企业减少流通费用，建筑企业

降低工程造价。各部门、各地方要进一步节约各项事业费和行政费的开支。

在报告了１９６５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以后，周总理说，为了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

国，我们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中，应当注意以下的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顺利执行社会

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保证。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当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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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

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应当面向农村，为农

业服务。重工业部门应当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

水利灌溉设备和建筑材料，同时为轻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原料、材料和设备。为了实现这

个要求，进一步加快重工业首先是基础工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农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国家给以必要而又可能的财力、物力的支援，另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

第二，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

脚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

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

力。

各国人民之间的援助，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助互利的。那种以“经济互助”为

名，把别国的经济变成附庸，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

础上。一个国家只有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才能更有力量去支援别国。而在援助别国的

时候，又必须促进受援国家实现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中国人民不是懒汉懦夫，过去没有、今后也决不

会依赖别人过活。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

经济体系。同时，我们仍然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认真地加强对外援助，努力做出更大

的国际主义贡献。

第三，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

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

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

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

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

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

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

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

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

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

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

合。

第四，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领导群众运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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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也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就是：要

把任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

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干劲十足，又要劳逸结合；对

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必须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们要求每个领导者，必须善于把一般号召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像这样的领导者，

在我们的生产建设战线上是很多的。但是，也有不少同志不蹲点，不调查，不研究，有事不

同群众商量，高高在上，满足于发号施令。他们应当立即改变作风，深入现场，调查研究，

认识问题，承认自己的错误，从广大群众那里听取意见，然后才有可能同群众一道解决那

里的问题，总结那里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正确的个别指导，从而也才有可能作出

正确的一般号召，使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能够开展得更好。

周总理还谈到了坚持实行勤俭建国方针的问题。他说，实行这个方针，不仅是为了节

约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是为了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勤俭朴素，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

的优良作风；铺张浪费，追求享受，是资产阶级的腐败作风。我们发扬无产阶级的优良作

风，使这种作风形成社会风气，就可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无论对于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

周总理批评了在目前企业管理、基本建设中，以及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的开支方面所

存在的浪费现象。他号召，１９６５年必须在各条战线上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国人民
都应当为积累每一元建设资金并加以有效地使用而斗争。

周总理指出，在今后建设事业的发展中，一定还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一定会出现新

的矛盾和新的不平衡。但是，只要我们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认识和对待这些矛盾，正确地

而不是错误地进行综合平衡，我们就能够不断解决这些矛盾，不断从不平衡达到新的平

衡，我国国民经济就能够有计划、按比例而又高速度的发展。

周总理说，在各项工作中，目前还存在不少缺点、错误和困难，今后还会产生新的缺

点、错误和困难。但是，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

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

积极性，任何缺点、错误和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国的建设事业一定能够以巨大的而又

是稳重的步伐向前迈进。

６２５



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
汇报提纲（草稿）①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

七月下旬，我们根据主席杭州谈话的指示精神，对原来初步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

了修改和调整。在向总理汇报之后，我们即遵照总理指示，分别到各大区征求了意见。回

北京后，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作了修改和补充。但是，计划的安排，问题很多，因为时间

关系，有些问题还搞得不很清楚，有些安排可能还不够妥当，有些问题的提法可能还不够

准确，有些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核实。现在粗略分以下十个问题，作综合汇报。

这十个问题是：

一、方针、任务

二、基本建设

三、农业、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

四、在科学技术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五、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六、人民生活

七、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八、人力、物力、财力的平衡

九、十五年远景的设想

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暂缺）

一、方针、任务

我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整个国民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在国际范围内，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也取得了伟大的胜

利。

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正在逐步扩大，战火已经烧到我国的大门口。我们编制

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遵循主席的战略思想和考虑战争、灾荒、人民三个因素的指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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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从当前国内外形势出发。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我

们初步考虑是：

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

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

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

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加快三线建设是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提出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

必须遵循主席的指示，突出三线建设，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把三线的国防工业，原

料、材料、燃料、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系统逐步地建设起来，使三线成为一

个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这是关系着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全局、关系国家安危、关系世界

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战略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在第

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定要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坚定的态度，

那末，就会犯方针性的错误。从长远来说，把三线建设起来，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

建设上的战略布局，就既可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又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

件。

在建设三线的同时，必须搞好一、二线的生产建设。

一、二线要充分发挥生产潜力，为三线建设出人、出技术、出材料、出设备。一、二、三

线要互相促进。正在建设的包头、武汉、太原三大钢铁基地，应当集中力量，尽早建成。为

一、二线现有企业继续发展所必需的铁矿、煤矿、油田、森工和电站的建设，该上的还是要

上。同时，要加强小三线的建设。

一、二线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大力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加强科学研究，积极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为三线建设做出先进的工厂设计，提供新的技术装备，积极帮助三线

培养又红又专的技术骨干，使三线建设从一开始就有先进的技术水平。

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一九六五年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产

量，将要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份的水平。这是我们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有利条件。

但是，我国的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还很大，农业生产水平还不高，抗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还不强，生产还不稳定，地区不平衡、年度不平衡、作物不平衡。备荒还是一个长期的

任务。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业的丰歉，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的生活关系极大。第三个五

年计划期间，不论是三线地区，还是一、二线地区，都应当继续发扬大寨精神，加强水利建

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试验和推广，逐步增强

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力争农业生产逐年有所增加。同时，在计划的安排上，要考虑到发

生灾害的可能性，做好应付灾荒的准备。

当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是还是比较低的，不论是吃的方面，穿的

方面，或者用的方面，家底子都比较薄。我们必须妥善处理增加国家积累同改善人民生活

的关系。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家的积累应当有所增加。但是不能增

加过多，建设的规模不能过大，以便保证城乡人民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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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上，要认真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藏富于民的政策。具体说，就

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继续稳定农民负担，稳定粮食的征购任务。同时，适当提高粮食

和一部分经济作物的收购价格，适当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使集体经济的积累、

农民的收入和粮食的储备逐步有所增加。

藏富于民，不仅有利于促进生产，有利于安定人民生活，而且有利于备战、备荒。这个

政策，是同毛主席的人民战争这个伟大的战略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全面考虑战争、灾

荒、人民这三个因素，既安排好备战、备荒的需要，又安排好人民生活的需要，把人民的长

远利益同当前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就可以更好地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保证计划的胜

利实现。

二、基本建设

第一，基本建设规模和投资安排。

主席指示，第三个五年建设规模安排８００亿元到９００亿元，总理建议，先按８５０亿元

安排，留５０亿元的机动。

各个大区、各个部门，对于这个总的建设规模都表示赞成，并且对于他们原来设想的

建设规模做了一些压缩。但是，对于分部门、分地区的投资，许多方面都感到安排少了。

大致计算，部门和大区要求增加的水利、化肥、棉纺织、制糖、煤炭、电力、公路、铁路、邮电

等方面的投资，约为１００多亿元。这些要求，从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来看都是有道理的，但

是，从综合平衡来看，就不可能全部满足。如果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势必扩大建设规模。

毛主席指示我们，计划要考虑战争、灾荒、人民这三个因素，基本建设规模不能搞得过

大，必须留有余地；规模小一些，少搞些项目，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是主席对社会主

义建设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事实证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我们的建设事业就可以

多、快、好、省。反之，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把建设规模搞得过大，超过客观的可能，就必然

欲速则不达。

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必须争取时间，把国防

和三线的主要东西搞起来。要从备战的需要出发，来考虑各项建设的安排。建设的重点

必须突出，但是不能过分突出，脱离一般；同时，一般必须适当照顾，但是不能样样照顾，分

散力量。

按照上述考虑，我们对各部门、各地区提出的基本建设项目，进行了研究，作了初步平

衡，各部门、各地区的投资数如下：

国防工业８７亿元，平均每年十七亿四千万元（１９６５年计划为十二亿三千万元）。

小三线１７亿元（１９６５年的投资为三亿八千八百万元）。

重工业４０８亿元，平均每年八十一亿六千万元（１９６５年计划为六十三亿三千七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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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轻工纺织三十七亿五千万元，平均每年七亿五千万元（１９６５年计划为六亿六千二百

万元）。

交通运输１３３亿元，平均每年二十六亿六千万元（１９６５年计划为二十七亿三千万

元）。

农林水１２０亿元，平均每年２４亿元（１９６５年计划为二十二亿零七百万元）。

财粮贸１５亿元，平均每年３亿元（１９６５年计划为二亿五千九百万元）。

文教科学２２亿元，平均每年四亿四千万元（１９６５年计划为四亿二千六百万元）。

城市建设６亿元，平均每年一亿二千万元（１９６５年计划为一亿五千四百万元）。

其他部门四亿五千万元，平均每年９０００万元（１９６５年为二亿六千八百万元）。

第二，各部门主要建设内容

（一）国防工业部门，投资８７亿元（详见附件）。

（二）重工业部门，投资４０８亿元。

１钢铁工业，投资５７亿元。

主要是建设三线钢铁工业基地和解决国防工业需要的钢材品种。

具体的安排是：

（１）建设攀枝花、酒泉两大钢铁基地，投资十八亿一千万元。

攀枝花，建设规模为年产钢１００万吨，铁１１０万吨，铁矿石１３５０万吨，主要钢材品种

是重轨、大型型钢和大型炮弹钢。第三个五年内建成兰家火山铁矿及相应的选矿厂５００

万吨，沪沽富铁矿７０万吨，一座焦炉、一座高炉以及相应的辅助工程。１９７０年可以出铁。

全部工程，预计在１９７２年基本建成。

酒泉，建设规模为年产钢、铁各１５０万吨，铁矿石８００万吨，主要钢材品种是特厚板、

装甲板、不锈板、中板、薄板。第三个五年内建成桦树沟铁矿５００万吨、一座焦炉、一座高

炉，１９７０年可以出铁。全部工程，预计在１９７２年或者１９７３年建成。

（２）在西南、西北，建成为国防工业服务的迁建和续建的重庆、昆明两个钢铁厂，四川

江油、重庆、贵阳、西宁四个特殊钢厂，宁夏石咀山、四川江油两个金属制品厂，成都无缝钢

管厂，遵义薄板厂，和六个配套项目，投资共１５亿元。

这些项目，大部分在一九六八年前陆续建成，一部分在１９７０年建成。它们主要生产

地面武器用的枪、炮钢，炮弹钢和枪弹钢，轻型坦克用的装甲板，飞机用的高温合金，以及

各种口径无缝钢管、中板、薄板、桥梁钢、型钢和重轨等等。１９７０年，钢的生产能力将达到

１６０万吨左右。

（３）续建武钢、包钢、太钢，五年投资十八亿五千万元（另动用库存设备３亿元）。这

三个企业的第一期工程，已经花掉投资三十一亿五千万元，第三个五年再花二十一亿五千

万元，就可以建成年产钢３８０万吨的规模。

１９６５年这三个企业共生产钢约１４０万吨，按照初步安排，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０年每年可

以增加钢产量５０万吨左右。这就是说，第三个五年钢产量的增长，有一半多要靠这三个

０３５



“三五”计划（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

企业。特别是在品种上，武钢建成二米八中板轧机，可以生产装甲钢板、锅炉、造船、桥梁

和建筑用的中厚钢板５６万吨；包钢建成初轧机、大型轧机和大型无缝管轧机，可以生产６５

公斤的重型钢轨，大型钢材，国防尖端用的４００毫米的大口径合金无缝钢管；太钢建成万

能轧板机（年产薄板、中板３６万吨）、二米三和一米七的两套冷轧板轧机（年产薄板２５万

吨）、七百毫米二十辊冷轧带钢轧机（年产２万吨），可以生产国防尖端用的宽冷轧板和厚

度在零点一毫米以下的极薄带钢等。

（４）建设一、二线的河北水厂、江苏梅山、海南岛、马鞍山凹山等铁矿和辅助原料矿、

铁合金厂、湘潭的钢丝绳厂等，五年投资五亿元。

按照上述设想，武钢、包钢、太钢加上三线的搬迁续建项目建成之后，１９７０年二线和

三线的钢产量可以达到６００万吨左右，在品种上可以代替鞍钢和上海。

这样安排，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布局问题，攀枝花、酒泉摆开了；二是品种问题，１９７０

年可以形成一个比较齐全的品种系列。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建设规模按１９７０年生

产１６００万吨钢安排的，水平比较低，有些有条件建设的小型钢铁厂，投资安排得少，一线

的增产措施投资也安排得比较少；二是为第四个五年生产发展所做的准备比较少。一般

地说，钢铁基地的建设周期大约要六、七年，如果第三个五年后期不上新项目，在攀枝花、

酒泉１９７２年建成后，１９７３年再没有投产的新基地了。

准备采取的措施：

（１）以鞍钢作为试点，把基本折旧费留一半给企业，作为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投资。这

样办，第三个五年内，鞍钢现有年产５００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可以发挥出来，品种可以增加，

质量可以提高。

（２）地方的中小型钢铁厂，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个大区要求恢复和建设四十二

个，我们已经在小三线投资中安排了吉林通化、河北承德、山西长治、山东沂蒙、安徽大别

山、江西新余、湖南涟源、广西德胜和新疆“八一”等九个项目。还准备选择一些条件比较

好的，在年度计划中根据可能再作补充安排。

（３）为第四个五年生产发展作准备的牛郎坝和黔西钢铁厂，列为预备项目，在１９６８年

以后视情况再定。

（４）有四套准备进口的轧钢机，因尚未签订合同，没有列入计划，拟列为预备项目，共

需投资八亿元。这四套轧钢机是：一米七的连续轧板机（生产能力为１５０万到２５０万吨），

电镀锡冷轧薄板机，一米二的２０辊冷轧带钢机和３５００吨的快速挤压机。

２有色金属工业，投资４０亿元。

主要是建设铜、铝、镍等常用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开采、冶炼和加工工业，以增加品

种和改变布局，更好地为国防、备战和建设服务。初步安排，铜的投资为七亿四千七百万

元，铝的投资为五亿五千万元，镍的投资为三亿四千万元，钛、铝、硅、锗、铝、铌等稀有金属

的投资二亿九千万元，有色金属加工八亿一千万元，其他有色金属（铅、锌、锡、钼、汞、黄金

等）七亿五千六百万元，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地质勘探等的投资五亿元。

主要建设项目有：四川西彭乡和陇西两个铝加工厂，白银铜加工厂和十一个稀有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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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以及白银和云南地区两个铜基地，贵州铝基地和宁夏甘肃两个铝电解厂，甘肃金川

的镍基地，白银厂、云南个旧两个综合利用项目。第三个五年内建成这些项目，三线地区

就可以生产飞机所需要的铝板、大型铝锻件，尖端工业所需要的铝材，以及国防建设所需

要的稀有金属材料。

在一、二线地区，主要建设长江中下游的大冶、铜陵、东乡等富铜矿，广东凡口的铅锌

矿，吉林磐石的镍矿等。

五年内十种有色金属（铜、铝、铅、锌、镍、钨、锡、钼、汞、锑）的建设规模共６６万吨，建

成５５万吨，其中三线地区２４万吨。

按上述安排存在的问题：

（１）有色金属的数量不能满足需要，初步计算，１９７０年铜的需要量为２７万吨左右（包

括储备１万吨左右），生产十五万五千吨，加上杂铜两万五千吨还缺９万吨。这就是说，

１９７０年有１／３的铜还要依靠进口。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已经具备建设条件的矿山（共九个项目，投资二亿四千万元，其

中四个铜矿，建设规模为二万二千吨），由于投资的限制，未能安排建设。

（２）为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做准备的建设安排的太少。

３煤炭工业，投资五十亿元。用于：

矿井３０亿零２４００万元，洗煤厂二亿六千八百万元，机械制造厂、机修厂６８００万元，

铁路专用线和供电工程四亿四千万元，地质勘探１亿元，生产井（简单再生产）七亿七千四

百万元，其他投资（包括未分区建井规模四百万吨的投资）三亿二千六百万元。

五年建井总规模为一亿一千七百万吨，移交生产７０００万吨。

三线地区，建井规模为３５５０万吨，移交生产２３００万吨。

在西南建设的主要矿区有：

贵州六枝矿区，建井规模１５０万吨，第三个五年全部移交，投资一亿零五百万元；

盘县矿区，建井规模５７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２７０万吨，投资二亿七千五百万元；

水城矿区，建井规模４８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３６０万吨，投资二亿五千万元；

四川芙蓉山矿区，建井规模４２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３３０万吨，投资一亿三千七百

六十万元；

云南宝顶山矿区，建井规模２２５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１３５万吨，投资一亿零四百万

元。

在西北建设的主要矿区有：

宁夏石咀山矿区，建井规模９０万吨，１９７１年移交，投资２９３０万元；

石炭井矿区，建井规模２３１万吨，第三个五年全部移交，投资一亿一千四百五十万元；

汝箕沟矿区，建井规模２７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１５０万吨，投资１亿元；

新疆哈密矿区，建井规模１５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６０万吨，投资９４４０万元；

青海大通矿区，建井规模７５万吨，第三个五年全部移交，投资２３７０万元；

甘肃靖远矿区，建井规模２１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３０万吨，投资５７４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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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蒲城矿区，建井规模３００万吨，第三个五年全部移交，投资８４４０万元。

一、二线，建井规模为７７５０万吨，移交生产４７００万吨。

在东北主要是建设以下五个矿区：

辽宁铁岭法库矿区，建井规模３１５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１６５万吨，投资９９３０万元；

苏家屯矿区，建井规模１８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６０万吨，投资４０００万元。

黑龙江鹤岗矿区，建井规模１２０万吨，第三个五年全部移交，投资５５５０万元；

双鸭山矿区，建井规模１８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４５万吨，投资６０７０万元；

勃利矿区，建井规模１２６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９６万吨，投资４２２０万元。

在华东建设的主要矿区有：

安徽淮北矿区，建井规模４８６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３００万吨，投资一亿一千九百四

十万元；

山东肥城矿区，建井规模１２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６０万吨，投资２６６０万元；

兖州矿区，建井规模５７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１２０万吨，投资一亿六千七百一十万

元。

江西乐平矿区，建井规模７２万吨，第三个五年全部移交，投资２２００万元。

在中南建设的主要矿区有：

河南新密矿区，建井规模２７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１５０万吨，投资８３７０万元；

义马矿区，建井规模１８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１２０万吨，投资５２００万元；

平顶山矿区，建井规模４５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３９０万吨，投资二亿零一百二十万

元；

在华北区主要是扩建以下两个矿区：

河北开滦矿区，建井规模３３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１５０万吨，投资一亿四千零十万

元；

北京京西矿区，建井规模２４０万吨，第三个五年移交１２０万吨，投资一亿零七百六十

万元。上述建设规模，加上现有矿井的生产能力，１９７０年的煤炭产量，煤炭部计算可以达

到二亿八千万吨，我们计算可以达到二亿九千万吨。

１９７０年的煤炭需要量，各大区提出的数字是三亿二千八百万吨；我们根据现在拟定

的各项工业生产指标计算，大约为二亿九千多万吨，如果考虑到各行业、各地区可能超产

的因素，则需要３亿吨左右。

按煤炭部提出的二亿八千万吨的生产指标计算，同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的生产指标

所需要的煤炭比较，大约相差１０００多万吨；如果把超产因素所需要的煤炭考虑进去，相差

２０００万吨左右。按我们设想的二亿九千万吨的生产指标计算，同时考虑到超产因素的需

要，还差１０００多万吨。

为了解决煤炭的供应不足，我们意见：

（１）在华北增产一些原油，在四川地区多开发一些天然气。

（２）加快正在建设的水电站的进度，争取早投产、早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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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选择一批资源条件比较清楚、开发条件比较好的中小型煤矿井和地方小煤窑，规

模为１０００万吨到１５００万吨，争取在明后两年开始建设，１９６８至１９７０年先后移交生产。

需要增加投资５亿元，拟列为预备项目。

煤炭工业的布局，看来问题比较大，特别是历史上存在的北煤南运问题。由于生产发

展，运量不断增加，缺煤省区担心在战时交通被破坏的情况下，工业有停产的危险。这次

各大区开会，在这方面反映比较强烈。华东区要求增加建井规模８０２万吨，中南区要求在

江南各省增加建井规模３１０万吨，东北区要求在南部增加建井规模２３３万吨，西北区要求

增加建井规模６２６万吨，以上四个大区要求增加的建井规模共约２０００万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是：

煤炭部准备在第三个五年内开发山西的古交和朔县两大矿区，建井规模共９３０万吨，

投资３亿元。我们意见暂时不上这两个项目。其理由：一是包钢、武钢、太钢三大钢铁基

地第三个五年所需的焦煤，可以解决，第四个五年初期主要是建设西南和西北的钢铁基

地，这个地区的焦煤需要量不会大量增加；二是开发这两个矿区，将增加北煤南调的数量，

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

拟用古交和朔县矿区减下来的投资，在中南、华东、东北、西北缺煤地区增加一些中小

型矿井。初步设想，中南区增加２１０万吨，华东增加１５０万吨（其中１１０万吨由煤炭部尚

未分地区的建井规模中调剂），东北增加２８０万吨，西北增加３百万吨。这样调整是否得

当，还要同煤炭部进一步商量。

４石油工业，投资３５亿元。

安排三个重点：一是开发以山东东营地区为中心的华北油田；二是在四川地区开发天

然气；三是进行大庆油田第二阶段开发。

（１）华北油田，投资１０亿元，五年内钻井１３００口，建成年产５００万吨原油的规模，并

对京、津、渤海等地区继续加强区域勘探工作。

（２）四川油气田勘探，投资九亿六千万元，重点开发川南的气田，五年打气井五百口，

保证１９７０年生产天然气５０亿立方米；建设输气管干线１２３０公里，供应成都、重庆、泸州、

自贡等地区的工业用气。同时在四川地区打石油探井１００口，力争发现深层油田。

（３）大庆油田，投资２亿元，五年打井１６００口左右，使原油的生产能力达到１３００万

吨。

（４）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投资一亿三千万元，新增原油生产能力５０万吨，１９７０年达到

１５０万吨。

（５）炼油厂建设，投资６亿元。在山东和湖南等地区新建三个１５０万吨的炼油厂。另

外，为适应战时需要，安排三套１００万吨的可以快速安装的炼油装置。

（６）储备油库，投资２亿元，在二、三线地区建设油库１５０万立方米，储油１００万吨。

大致计算，１９７０年全国至少需要原油２０００万吨。按照上述安排，１９７０年计划生产原

油１８５０万吨，不能满足需要。为了解决原油的不足，和减轻煤炭的一些压力，石油建设拟

列７亿元的预备项目，增加二、三百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增加２０亿立方米天然气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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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５电力工业，投资９０亿元。

初步安排，五年装机９９０万千瓦，１９７０年发电１１００亿度。

在三线地区，建设四川的龚咀、映秀湾、花溪河和磨房沟，云南的以礼河、绿水河，贵州

的猫跳河，甘肃的刘家峡、盐锅峡，陕西的彭家湾等十个水电站，以及二十八个火电站和泸

州地区的天然气电站。五年装机３５２万千瓦。

在一、二线地区，建设浙江的七里垄、新安江，湖南的柘溪，辽宁的桓仁，吉林的云峰，

安徽的陈村，广东的南水，广西的西津等１６个水电站和５６个火电站。五年装机６２９万千

瓦。

按上述安排，存在的问题：

（１）地方认为，不能适应需要。六个大区提出增加装机２００万千瓦，我们调整了建设

项目，增加装机４０万千瓦以后，还不足１６０万千瓦，约需投资１４亿元。

为了给工业超产留出余地，准备列１００万千瓦的预备项目，需投资９亿元。

（２）水利电力部原来准备建设四川的金矿、龙溪、宝珠寺，贵州的乌江渡、天生桥、罗

家寨，云南的西洱河等水电站。为了缩短水电站的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们意

见，这些项目可以缓建。水电部已经同意。

（３）河北的紫荆关水电站，投资二亿一千万元，装机２０万千瓦，水电部的意见，为了担

负一部分京津唐电网的高峰负荷，要求建设这个项目。我们认为，这个水电站在枯水季

节，可靠的出力只有一万八千千瓦，很不经济，可以不建。

江西柘林或万安水电站，水电部意见列为正式项目。

我们认为，这两个水库较大，淹没较多，先作勘察设计工作，列为预备项目。

东北的吉林白山水电站和北兰火电站，水电部意见列为正式项目。我们认为，由于建

设方案尚需研究，列为预备项目。

以上几个电站的建设问题，我们暂时保留了部分投资，作为待定项目，准备继续和水

电部研究。

６机械工业，投资４２亿元，其中第一机械工业部３５亿元，第八机械工业部７亿元。

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建设重点是：

（１）为军工和冶金、电站服务的项目，主要有制造尖端工业设备和发电设备的一套西

南发电设备厂和东风电机厂；制造大型火炮、飞机锻件和轧钢机的德阳重机厂；重庆地区

为常规武器配套的项目；为七机部配套的地面装备和装备军队的各种车辆、工程机械，以

及飞机、舰艇、坦克配套项目。

（２）机床工业，在四川、贵州、宁夏、陕西、鄂西安排了八个机床总厂，主要生产精密机

床、磨床、组合机床、铣床、镗床、齿轮加工机床、仪表机床、锻压设备、砂轮、量具刃具等短

线产品。

（３）汽车工业项目：新建第二汽车厂（拟建在湘江）、建设规模为年产载重汽车十万

辆，第一期建成５万辆；新建西南汽车厂，年产重型汽车１０５０辆；扩建长春汽车厂，由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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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三千辆达到六万三千辆，产品型号也有所增加；续建北京吉普车厂，西北、西南两个改

装车厂。

（４）仪器仪表工业，在四川、贵阳、甘肃、宁夏、湘西、陕西建设六个仪表生产基地。

此外，建设四个工程机械厂和一些生产轴承、电机、电器、电工材料、标准件等配套产

品的项目。

八机部，主要建设：

为国防配套的海军用柴油机、工程兵用操舟机、吉普车发动机和雷达配套用汽油机等

四个项目，投资６３００万元；

为工程机械、发电机组配套用的大马力拖拉机，柴油机，小汽油机等十八个项目及措

施性投资二亿七千一百万元；

为农业服务的建设项目，投资三亿六千六百万元，除了安排长春、南昌等拖拉机厂的

收尾工程以外，主要是安排当前农业迫切需要的小型农业机械，如小马力柴油机、排灌机

械、喷雾器、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等。五年新增小马力柴油机生产能力６０万马力，手扶拖拉

机生产能力５万台。

大型拖拉机厂的生产和建设问题。现在全国大型拖拉机的生产能力为二万三千台。

第三个五年建成长春、南昌两个厂，１９７０年的生产能力将达到三万二千台。按照生产能

力计算，五年总计可以生产１３万台。在第三个五年内，由于购买拖拉机的投资和原材料

不足，我们先安排生产大型拖拉机九万一千台。八机部要求安排洛阳拖拉机厂转产３５马

力轮式拖拉机的改建工程。这样，大型拖拉机的生产能力还要增加。我们认为，洛阳拖拉

机厂的改建方向，应当是多线产品，多生产一些国家需要的柴油机和工程机械等，不宜转

产轮式拖拉机。

７化学工业，投资４２亿元。

（１）化肥，投资十二亿四千八百万元，包括自筹资金建设的化肥厂在内，五年新增氮

肥能力７００万吨，磷肥能力１６０万吨，钾肥能力１０万吨。主要建设项目有：续建四川泸州

和自贡、云南开远、贵州都匀、陕西兴平、河北石家庄、北京石景山、河南开封、江西南昌等

氮肥厂；新建四川长寿、湘西、鄂西、大庆、内蒙等氮肥厂；恢复建设山东济南、湖南株洲氮

肥厂。

此外，拟用农垦部自筹投资安排新疆建设兵团氮肥厂；拟用地方自筹资金安排河北宣

化、山西晋城、云南宣威、陕西宝鸡、甘肃、宁夏等氮肥厂。

小型氮肥厂，用地方自筹资金安排年产七千吨的小合成氨设备４５套，年产３０００吨的

小合成氨设备１２０套。

磷肥，重点是建设开阳（规模３００万吨，分两期建设）、昆阳（一期规模２００万吨）两个

大型磷矿；云南、贵州、广西的重过磷酸钙厂和开封的硝酸磷肥厂等生产新品种的项目。

（２）橡胶工业，投资五亿七千万元。重点建设以石油气和天然气为原料的兰州、长

寿、大庆、华北和中南的合成橡胶厂，五年新增合成橡胶生产能力七万七千吨，在西北、中

南建设以卡普隆和钢丝作帘子线的轮胎厂，新增轮胎生产能力１５０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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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医药，投资一亿七千万元，在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区安排中型项目八个，新增生产

能力：抗菌素５４０吨，磺胺１５００吨，解热药１６００吨，维生素１００吨等。在第三个五年计划

期间，西南、西北可以配齐８４种军民通用的药品（１９６５年有２５种），这样布局就比较合理

了。

（４）农药，投资一亿五千万元，新增原药生产能力９万吨。主要是扩建江苏苏州、浙江

州、湖北葛店化工厂的农药车间，新建四川、宁夏农药厂，恢复湖北沙市和内蒙呼和浩特

农药厂。

（５）塑料，投资二亿五千万元，建设规模１２万吨，新增能力八万一千吨，其中不用电石

作原料的新品种塑料生产能力四万一千吨。

（６）合成纤维原料，投资三亿五千万元，新增能力５万吨，其中不用电石作原料的品种

为三万九千吨。重点建设兰州的丙烯腈、聚丙烯和中南的聚酯树脂三个新技术进口项目。

为解决军用和轮胎帘子线所需的卡普隆纤维原料。在太原、四川建设两个年产５０００吨卡

普隆的原料车间。为了综合利用大庆石油气，安排了一个一万吨的丙烯腈车间。此外，还

在贵州安排了一套规模一万吨的维尼龙原料工厂。

（７）基本化工原料，投资四亿九千万元，五年新增烧碱能力十一万七千吨，纯碱１３万

吨，醋酸二万一千吨，丁醇和辛醇三万四千吨，电石二十六万二千吨等。

（８）国防化工，投资六亿五千二百万元，大中型项目十五个。主要是生产高能燃料和

炸药原料等的工厂。按照以上安排，还存在以下问题：

（１）在我们已经安排的化肥项目以外，各大区要求再增加３０００吨和７０００吨的小合成

氨厂１４９到１７４套（华北２２套，东北２６到４１套，华东３３套，中南３４套，西南２６到３６套，

西北８套），增加大中型合成氨厂的生产能力四十五万五千吨，磷肥生产能力３６０万吨。

照此计算，１９７０年化肥产量将达到２５１７万吨到２５６７万吨，超过我们的设想指标７００万吨

以上。由于煤、电平衡不下来，１９７０年的化肥产量只能安排１８００万吨，基本建设项目不能

增加。在年度执行中，如果煤、电和投资有可能，再争取多搞一些。

（２）电影胶片，文化部要求生产一亿八千万米，按现有生产能力只能生产一亿三千万

米，不能满足需要。化工部要求在西南新建一个５０００万米的胶片厂，这次未列入计划。

此外，地方要求建设的上海高桥化工厂，抚顺石油二厂的石油气综合利用（生产丙烯

腈）项目，中南糖蜜副产酒精的综合利用项目，因投资不足，未列入计划。

８森林工业，投资２９亿元。

集中力量开发大兴安岭、金沙江林区和其他重点林区，五年新增木材生产能力２９１万

立方米，到１９７０年末达到３８７４万立方米。其中：

东北、内蒙林区，续建十六个林业局，五年内新增能力２３０万立方米；新建两个林业

局，新增能力５２万立方米。

大兴安岭林区新建四个林业公司，新增能力２７１万立方米。

金沙江林区，新建十个林业局，新增能力８７万立方米。

白龙江林区新增能力４０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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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各省，五年内新增能力２１１万立方米，主要是建设闽西北、干南、湘西、湖北神农

架（在鄂西地区）等林区。

积极发展木材综合利用，五年安排投资三亿六千万元。重点发展纤维板，五年内新增

能力十万零七千吨。此外，刨花板新增能力二万一千立方米；建设强韧包装纸板厂三个，

新增能力３万吨；人造纤维浆粕厂３个，新增能力６０００吨。

主要问题是：

（１）大兴安岭林区的建设进度，比中央批准的方案推迟。中央批准的方案，１９７０年生

产木材三百二十万到五百万立方米，现在安排新增能力２７１万立方米，可以生产木材２００

万立方米。

（２）金沙江林区的开发进度也将放慢。原设想１９７０年以前完成第一期开发工程，建

设１３个林业局，新增能力１４８万立方米，１９７０年生产木材１３０万立方米。现在安排建设

１０个林业局，新增能力８７万立方米，１９７０年生产木材６０万立方米。

（３）为第四个五年的发展作的准备不够。１９６８年以后安排建设的新林业局很少，同

时，有一些老林业局要停产，因此，１９７０年以后生产能力可能下降。

（４）四川等省提出的发展木材综合利用的投资，没有安排。

９建筑材料工业，投资１３亿元。

重点保证水泥厂的建设和三线地区对砖瓦砂石的需要。五年建设的大中型项目有：

水泥厂２０个，玻璃和玻璃纤维厂７个，非金属矿８个，陶瓷厂１个，新型材料厂４个。

水泥生产能力，五年新增５０９万吨，１９７０年底达到２３００万吨（其中小厂能力４６９万

吨）。除宁夏、西藏外，各省、区都将拥有大中型水泥厂。

平板玻璃生产能力，五年新增２４０万箱，１９７０年达到１０５０万箱。

砖瓦砂石等地方建筑材料，共安排投资３亿元。

此外，还安排了建工部购置施工机械和施工基地建设投资４亿元；地质部购置勘探机

械和工厂建设投资３亿元；劳改工业投资３亿元，主要用于煤矿和有色金属矿山等建设。

（三）轻纺工业，投资三十七亿五千万元。

１轻工业、投资１７亿元，重点安排以下几个方面：

国防配套项目，投资一亿九千万元，安排了军工用纸，飞机、坦克等用的钟表和特种甘

油等的建设。

纸及纸板投资八亿二千万元，五年新增生产能力４６万吨，主要是增加纸袋纸、强韧纸

板、工业技术用纸、文化用纸、油毡原纸等五个短线品种的生产能力。

制糖工业，投资二亿二千万元，新增机制糖能力３２万吨，１９７０年生产糖２２０万吨（其

中土糖７０万吨）。

为适应备战需要，调整原盐布局，安排了吉兰太盐场，应城盐矿，自贡盐井和一平浪盐

矿等项目，投资一亿七千万元，新增原盐生产能力１７０万吨。

轻工机械，投资１亿元。主要安排了西安、合肥和湖南冷水滩三个轻工机械厂的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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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项目投资一亿三千万元。主要是为援外建设的样板厂等。

第一轻工业部原来安排建设一些手表、自行车、合成洗涤剂、缝纫机等工厂，我们与第

一轻工业部商量后，削减了这方面的投资６０００万元，加给了制糖工业。

即使这样，制糖能力的增加同第一轻工业部和大区的要求距离仍然较大。我们是按

１９７０生产糖２２０万吨安排的，大区要求按２８５万吨安排，第一轻工业部要求按２５０万吨安

排。因投资不足，安排不上去。同时，制糖工业也不宜发展过大。如果按照第一轻工业部

的意见安排，需要增加投资２亿元；按照大区意见安排，需要增加投资四亿五千万元。

造纸，第一轻工业部意见１９７０年生产２５０万吨，比我们安排的２３０万吨多２０万吨。

如果按照第一轻工业部的意见安排，需要增加投资２亿元。

（２）纺织工业，投资２０亿元，具体安排是：

重点建设棉纺织工业，五年新建棉纺锭１８０万枚，加上相应的织布、印染、针织及纺织

机械厂等，共投资八亿八千二百万元。到１９７０年末，棉纺锭将达到１１６３万锭。

安排了加工蓖麻茧的绢纺织厂，五年建设绢纺锭１０万枚（１９６５年为二万五千枚），投

资一亿五千二百万元，到１９７０年可加工茧皮１６万担。

为国防配套的建设，五年投资３６００万元。主要项目是降落伞绸厂，军用毛毡厂等。

为了掌握化学纤维主要品种的生产建设技术，建设两个年产８０００吨的聚丙烯腈纤维

厂，一个年产１万吨的维尼纶纤维厂，两个年产５０００吨的粘胶强力丝厂，一个年产６０００

吨的聚脂纤维厂，以及两个年产５０００吨卡普纶纤维厂，投资共五亿五千万元。到１９７０

年，化学纤维的生产能力将达到十二万五千吨。

根据原料发展情况，建设３０００台织绸机，十万四千枚毛纺锭，１３００台麻袋织机，以及

纺织机械等，投资共三亿八千万元。１９７０年织绸能力共达三亿一千万米，麻袋能力共达２

亿条。

上述安排，从农业的发展情况和人民的需要来讲，是紧了一些。纺织工业部要求投资

２７亿元，我们安排２０亿元，差７亿元。其中棉纺差四亿四千七百万元，毛纺、绢纺、化纤、

麻袋等差二亿五千万元。纺织部按１９７０年生产９００万件纱，平均纱支２４５支计算，五年

要求新建棉纺锭２７０万枚。我们按平均纱支２３５支计算（多出些普通布，适合工人、农民

的需要），五年新建棉纺锭１８０万枚，也可以生产９００万件棉纱。我们认为，农业生产不稳

定，有丰有歉，工业的加工能力不能按照最好的收成安排建设。１９７０年的棉纱产量，可以

先按９００万件安排。如果棉花生产情况好，可以降低棉纱支数（例如，平均纱支降低０５

支，就可以多生产２０万件纱）；国家多储备一些棉花；实在必要增加棉纺锭建设的时候，可

以在年度计划中安排。

（３）第二轻工业部，要求投资３亿元，我们安排了５０００万元，主要用于衡器、皮革加工

等方面的建设。

（四）交通运输，投资１３３亿元。

建设的重点，是西南的铁路，备战公路和备战通讯工程；同时，根据运量的增长，对原

有运输线路进行必要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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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铁道投资９３亿元。主要用于：

（１）新线建设，五年铺轨３３７６公里，投资四十五亿四千四百万元。其中西南地区铺轨

１７０７公里，占新线铺轨总数的一半；投资三十亿零八千万元，占新线投资总额的６８％。

在西南地区，１９６６年建成云贵线；１９６９年建成成昆线，第三个五年投资１６亿元；川汉

线全部投资１８亿元，第三个五年先安排６亿元。此外，建成攀枝花钢铁厂支线，东川铜矿

支线，水城、芙蓉山和盘县煤矿支线，以及开阳和昆阳磷矿支线，共铺轨３２７公里，投资三

亿九千五百万元。

在西北地区，第三个五年建成阳平关至汉中线，铺轨１０５公里，投资一亿一千七百万

元；建成酒泉的镜铁山铁矿和西沟石灰石矿支线，宁夏汝箕沟、甘肃靖远、青海大通和陕西

蒲城煤炭支线，共铺轨３８８公里，投资二亿一千七百万元。

在一、二线地区，第三个五年建成的干支线有：让胡路到通辽、吉兰泰支线、泰安到肥

城支线、嫩林线和长林线，共铺轨８３５公里，投资五亿一千八百万元。建设的联络线有：大

虎山至辽阳、安徽符离集到江苏夹河寨、江西沙河到湖北大冶、山东的博山至新泰等，铺轨

３４１公里，并建设潼关黄河桥、武汉长江临时轮渡等，共投资三亿一千万元。

（２）原有铁路加强，投资十一亿九千八百万元。主要加强郑州以西的陇海线、宝成

线、成渝线、重庆至赶水线；武汉以南的京广线，黔桂线和这些线路上的有关枢纽。按照这

样安排，通往西南的铁路运输能力将达到１３００万吨（其中宝成线８００万吨，黔桂线５００万

吨），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５８０万吨。加上长江的水运能力，大体可以担负通往西南的运输任

务。

（３）适应１９７０年铁路货运量７亿吨的需要，购置机车１２３０台（其中内燃机车７５０

台）、货车三万七千六百辆，连同相应增加的机车车辆修造能力，共计投资二十四亿七千二

百万元。

（４）为了发展内燃机车，在西南地区建成一个年产１００台的内燃机车厂，投资一亿二

千万元。

（５）北京地下铁道，建成石景山至北京火车站（长２０８公里）和一条进山线路，投资５

亿元。

根据需要，我们考虑，第三个五年首先建成成昆线。在成昆线的建设高峰过去以后，

铁路干线建设的顺序是：川汉线、川豫线、京原线和侯西线。铁路干线要根据国家财力、物

力的可能，一条一条地进行建设。

这样安排，遗留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北京到原平线，今年已开工，原列五年投资３亿元，到１９７２年才能修通，由于投

资和施工机械不足，与其每年列一点投资打消耗战，长期不能建成，是否停下来，集中力量

先建西南的铁路。

第二，新线建设未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这次到各大区征求意见，地方又提出的线路有：云南的昆明至河口，广通至大理、大理

至石鼓，四川金河磷矿支线，兰青线克土至希里沟，乌鲁木齐至独山子，新疆艾维尔沟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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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线，长林线延伸到和龙，辽宁铁岭到彰武，辽宁北甸经桓仁到吉林的通化，吉林的烟筒山

到白山，江西的贵溪到景德镇，江西新余到广东韶关，和湖南的浏阳磷矿支线，共十四条，

２６３５公里，需要投资十九亿三千万元，因为投资的限制，没有安排。

第三，加强旧线投资安排的不够。铁道部拟在不突破已定的大修折旧率的情况下，把

一些属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病害整治和零星工程的投资，改由大修理费解决。我们认为

这个意见是合理的，准备同财政部研究解决。

２交通，投资３２亿元。主要用于：

（１）国防公路。按照总参交通战备规划小组最近提出的方案，安排新建公路４８００公

里，改建一万二千八百公里，投资七亿五千万元。

（２）根据援越、援外和外贸运输的需要，对上海、天津、连云港、黄埔等原有港口进行

配套，五年增加吞吐能力１０００万吨，并购置远洋船七艘四万五千吨，投资二亿四千万元。

（３）发展水运，重点提高长江的运输能力，扩建重庆、上海等港口，增加运输船舶，使

进川物资的运输能力，由现在的１００万吨增加到３００万吨；并进行嘉陵江、汉水、干江等航

道的整治工程，共安排投资四亿二千九百万元。

（４）地方交通建设投资１３亿元，除修公路以外，主要是购买货运汽车２万辆（另外集

体所有制的运输单位购买３万辆）、客车６０００辆、轮驳船１５万吨（另外集体所有制购置５

万吨）。

上述安排，同地方和交通部的要求都有距离。地方交通的投资，各大区要求安排二十

二亿七千万元，数量太大，不能满足。交通部要求第三个五年内把金沙江的整治工程建

完，直属运输车队增加汽车一万五千辆。我们意见：金沙江的整治工程在技术上有许多问

题还没有解决，现在还没有整治的方案，可以列为预备项目，先拿出一些钱进行试验，待技

术设计方案确定以后，再做考虑。直属车队，增加汽车１０００辆，不宜增加太多。

３邮电，投资６亿元。主要用于：

（１）建设十条战略通讯干线，构成全国的战略通讯网，加上各省的通讯干线，共计立

杆二万六千公里，架挂铜铝线五万三千对公里，投资三亿一千九百万元。

（２）适应反帝、反修和国际友好往来日益增长的需要，在陕西、四川、乌鲁木齐建设三

个国际电台，增加大型发讯机３２部，投资５４００万元。

（３）购置国际通讯用的无线电单边带设备，投资４０００万元。

除了上述安排以外，邮电部意见，在邮电建设上还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一）北京经

太原、西安至成都的微波工程需要投资５０００万元；（二）石家庄至汉口的载波电缆工程，需

投资９５００万元；（三）配合三线地区工矿建设的通讯线路，还需投资一亿五千万元。以上

三项，由于投资的限制，我们没有安排。

４民航，投资２亿元。主要用于：

（１）扩建首都机场投资２０００万元。

（２）续建广州白云、上海虹桥两个国际机场和成都双流机场，迁建太原机场，扩建西

安机场，投资３９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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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购置发动机８０台，教练机３７架，投资５３２０万元，增加通讯导航及地面设备投资

４２５０万元。

（４）为了使涡轮式发动机的修理逐步立足于国内，在四川新建一个发动机修理厂，投

资１０００万元。

由于投资不足，以下项目没有列入计划：

（１）为了开辟西北国际航线，需要新建的西北张掖机场，和购置远程飞机九架的投资

共２亿元。

（２）总参要求民航在西昌地区尽早修建的大型飞机机场，约需投资４０００万元。

（３）为工业、农业、林业服务的直升飞机５０架，更新现有立———２型飞机十五架，投资

７８００万元。

（五）农业、林业、农垦、水利、水产、气象部门，投资１２０亿元。

拟先安排１０４亿元，保留１６亿元待分配。分部门的投资安排是：

水利　　　　　　　　　　６０亿元；

农牧业　 ３亿元；

农机站和修理网　 １５亿元；

农垦　 十一亿七千万元；

劳改农场　 二亿九千万元；

华侨农场　 ７０００万元；

林业　 ８亿元；

水产　 ２亿元；

气象　 ７０００万元。

主要问题是：

（１）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个大区要求增加水利投资１７亿元。

我们意见，各大区水利投资按１９６５年水平五年不变，省、市、自治区之间的投资，建议

由大区调整。准备从１６亿元待分配投资中拿出１０亿元加给水利，由中央掌握分配。水

利计划，正由水利部拟定方案。

（２）农业机械站和修理网六五年投资１５亿元，只能安排购置拖拉机五万六千标准台

（农垦部门购置的拖拉机在外）。而八机部要求安排投资２５亿元。

我们意见，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应当搞些适合目前农业需要的小型机械，大型

拖拉机少生产一些，农业机械站和修理网的投资是否仍按１５亿元安排，不再增加。

（３）新疆建设兵团利润３亿元，农垦部要求仍照过去的办法不上交，作为自筹资金，进

行农业基本建设，我们同意。

（六）商业、粮食、外贸三个部和银行的投资１５亿元。

商业部：七亿五千万元，安排石油库１９５万立方米，冷藏库容量１０万吨，一般仓库１６５

万平方米。

粮食部：５亿元，安排战备粮库３７５万平方米（存粮１２５亿斤），战备食油库容量一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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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万斤，一般周转粮库６０万平方米。

外贸部：一亿五千万元，安排仓库８４万平方米，冷藏库容量三万九千吨，加工厂３９万

平方米。

银行：１亿元。在四川建设一个印钞厂和钞票纸厂，投资７０００万元；其余投资用于建

设金库、学校及新建银行机构。

以上安排，已经财贸办公室同意。看来，冷库、加工厂和一般仓库可能还打的不足，特

别是新工矿区所需要的商业网点和职工宿舍等在长期计划中都没有安排，需要在年度基

建投资计划中根据可能作一些补充安排。

（七）文教、科学，投资２２亿元。

１普通教育，投资九亿一千万元。其中补助农村小学、农业中学建设校舍，投资五亿

五千万元；增加城市的小学和半工半读中学校舍的建设，投资三亿五千万元。

２高等教育，投资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其中，在三线地区建设清华、北大、南京大学、

华东化工学院等四所分校，投资２３９０万元；适当扩建外语院校，并建设一部分来华留学生

用房等。

３卫生，投资四亿四千八百万元。扩建和迁建九个医疗器械厂；在云南、广西、湖北、

湖南等地区扩建县医院和地区医院，战时承担接收伤病员的任务；在三线重点建设地区，

建设门诊部５０个，增加病床五千张，农村医疗机构投资一亿一千五百万元；建设为农村培

养医护人员的学校，投资一亿零六百万元。

４文化，投资一亿五千万元。安排人民画报印刷厂、第三新华印刷厂、胶印印刷厂

等，投资６０００万元。此外地方投资９０００万元，主要用于图书和课本印刷厂，农村书店、文

化馆、图书馆，电影机械修配厂等的建设。

５体育，投资８０００万元。主要用于国防体育设施和新运会场地的部分建设。

６广播，投资二亿四千五百万元。其中，中央的备战电台投资二亿零五百万元，沿海

各省的备战电台投资３０００万元。

７新华社，投资１１００万元，主要安排了乌鲁木齐的电讯转报站等建设。

８科学，投资一亿六千万元。其中科委６５００万元，科学院９５００万元。

科委系统的主要建设项目有：续建西南计量分院，新建重庆情报分所和复印科学技术

研究所，并在六个省区建设计量检定所，在八个省建设情报分所。

科学院系统主要是在西南和西北地区新建和扩建西藏高原综合研究所、西北微生物

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冰川冻土沙漠所、渗流力学所、青海盐湖所等１８个研究所，续建

上海光机分所，并新建北京天文台。

这样安排，与各部门要求的出入是：

（１）高教部建议第三个五年在２６所直属学校新建６５个科学研究机构（增加１万名专

职科研人员），建设４０多个校办工厂，共需投资６７００万元。对于高等学校是否要建立独

立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工厂，各方面意见很不一致，需要研究，这次都没有安排。

（２）高教部要求迁建天津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需投资３１８１万元，未作安排；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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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老学校扩建投资比高教部少安排２１００万元。

（３）为了加强对美洲和对印度、巴基斯坦的广播，广播局要求将对美洲广播台和对

印、巴广播台列为预备项目。这两个电台什么时候建设，请中央确定。

（４）地方电台的备战建设，哪些省先搞，哪些省可以不搞，以及如何搞法，广播局还没

有具体方案。我们意见第三个五年先搞沿海各省的省级电台，二、三线地区暂时不搞。

（５）新兴力量运动会场地建设，需投资４０００万元，体委要求列为专案，１９６６年开始建

设，１９６７年建成。由于第二届新运会是否要移到中国开，尚未确定，这次我们只为１９７１年

召开的第三届新运会场地的建设安排了１８００万元投资。

（６）科学部门要求投资二亿四千万元，我们安排了一亿六千万元，差８０００万元。其

中，科委差２５００万元，要求建设的西南电子计算服务中心和西南仪器使用中心，没有安

排。科学院差５５００万元。要求建设的５０００吨海洋调查船未安排，３００吨小船少建两艘；

南方天文台只作筹建工作，少安排６００万元；科学仪器厂、图书馆缩小规模，少安排７９０万

元。

（八）城市建设，投资６亿元。

投资重点是西南、西北新工业区的建设，具体项目在年度计划中安排。

为了城市防空的需要，上海提出修建黄浦江过江隧道，沈阳提出修建地下铁道。我们

都没有安排。

（九）其他部门，投资四亿五千万元。分配方案，在长期计划中不好定，拟在年度计划

中看情况安排。

这方面的投资，同各部门的要求相差很大。现在仅是物资部一个部就要求分配投资

九亿四千万元。

总起来看，按８５０亿元安排，虽然同各大区、各部门的要求有距离，有些合理要求照顾

不够，但是国防和三线建设的主要项目都安排了，其他方面也有所发展，有些建设可以在

年度计划中看情况作补充安排。这样做，有几个好处：

１留有余地，便于备战、备荒，也便于提前完成。同时，便于解决在计划执行过程中

出现的新的建设需要。

２国家积累少一点，人民的负担轻一点，便于藏富于民。

３规模小一些，项目安排得紧凑一些，便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第三，基本建设项目的安排。

第三个五年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现在具体提出来的有１４７５个，五年投资４６５亿

３０００万元。这些项目都是初步拟定的，有些项目还可能变动，这里只能看出一个大致的

轮廓。

按部门分：

国防工业３８３个，投资七十五亿三千万元；

小三线１１１个，投资八亿四千万元；

重工业６８６个，投资二百九十四亿三千万元；

４４５



“三五”计划（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

轻工业９８个，投资１４亿元；

铁道、交通、邮电１５６个，投资６９亿元；

农业、财贸、文教、科学和其他部门４１个，投资四亿三千万元。

按建设性质分：

续建项目５６９个，投资二百七十七亿八千万元；

扩建项目１５５个，投资二十五亿六千万元；

恢复施工的项目３８个，投资九亿五千万元；

新建的项目７１３个，投资一百五十二亿四千万元，其中，国防和小三线３７５个，投资五

十三亿八千万元。

按投资大小分：

五年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以下的项目６７０个，投资四十亿六千万元；

五年投资１０００万元至５０００万元的项目６２９个，投资一百三十七亿二千万元；

五年投资５０００万元至１亿元的项目８３个，投资六十二亿三千万元；

五年投资１亿元以上的特大项目有９３个，投资共二百二十五亿二千万元。

按建设进度分：

五年全部建成投产的项目有１２１３个；

五年内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项目有１７７个；

要到第四个五年才能建成投入生产的项目有８５个。

以上是第三个五年施工的主要项目，但还不是全部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一部分项目

在长期计划中暂时还列不出来，或者定不下来，需要在年度计划中逐步补充安排。这类项

目是：

一、有些资源条件或者其他建设条件目前尚未摸清楚的，如棉纺锭、丝织、绢纺等项

目。

二、有些服务配套的项目，如输电线路、规模较小的电站、油库、仓库等项目。

三、农林水利、商粮贸、文教卫生等由地方安排的项目。

四、水电部直属的大型水利项目（未提出方案）。

这些项目除大型水利项目外，一般都是工程量比较小的中型项目，这类项目第三个五

年估计有６００个左右，投资约７８亿元。

上述两类项目一起计算，第三个五年全部施工的大中型项目约为２０００个左右，投资

约为５４０多亿元。由于第三个五年要发展专业化协作，同样的建设规模，项目个数要比过

去多一些。例如，第一个五年建设的长春汽车厂，只是一个项目，现在准备建设的第二汽

车厂，则分为２３个项目。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扩大，第三个五年比过去增加一些项目，也是

必要的。

这２０００个项目是五年累计施工的项目个数，在年度计划施工的项目，则比五年累计

施工项目少得多。第一个五年累计施工的大中型项目为１３８４个，施工最多的１９５７年是

９９２个；第二个五年累计施工的项目为２８８２个，最多的１９６０年是１８７４个。看来，控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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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项目数量，要在年度计划中做细致的工作。

第三个五年安排两千个左右大中型项目，从投资比重来看：

第一个五年预算内总投资４９２亿元，大中型项目投资３０２亿元，占６１５％；①

第二个五年预算内总投资９２５亿元，大中型项目的投资５９６亿元，占６４４％；
第三个五年预算内总投资８５０亿元，大中型项目约为５４４亿元，占６４％，比第一个五

年稍高一点，同第二个五年相同。由于第三个五年建设的重点是国防和三线，投资集中一

些，所以大中型项目投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略高一点。

再从每个大中型项目平均的投资来看：

第一个五年每个项目平均投资２１００万元；第二个五年每个项目平均投资２０７０万元；
第三个五年每个项目平均投资２７５０万元。第三个五年每个项目的平均投资较多，主要是
因为三线新建项目多，造价高，同时布局分散，要的钱也多。

第四，三线建设的安排。

第三个五年建设投资８５０亿元，分到三线地区的是３３３亿元左右，二线１４６亿元左
右，一线１７３亿元左右，未分地区的还有１９７亿元②，其中可能分到三线二、三十亿元。大
体计算，三线地区总投资约为３６０亿元左右，五年平均为７０多亿元，１９６５年三线地区（缺
湘鄂西）预算内投资为５２亿元。

分部门来看，用在三线的投资，国防工业占７４％左右，冶金工业占５８％左右，铁道占
４５％左右，电力占４０％左右，煤炭占３５％左右，石油占３０％左右，化工占４８％左右。

这七个部门用在三线地区的投资约为２４８亿元，占已分到三线地区３３３亿元投资的
７５％左右。

在分到三线的投资中：

西南约为二百零八亿三千万元

西北约为一百零五亿三千万元

湘鄂西约为十九亿五千万元。

初步安排在三线地区建设的大中型项目８２３个，其中：
西南４３５个（四川２４７个）
西北２６８个
湘鄂西１２０个。
三线地区的建设项目，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

１国防工业共３２０个项目，投资六十三亿三千万元。主要是尖端、飞机、地面兵器的
项目；另外，还有小三线项目１７个，投资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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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中型项目的投资比重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用大中型项目的投资同预算内的总投资做比较，一种是大中

型项目的投资同全部投资（预算内投资加上自筹资金）做比较。根据历年实际情况，自筹资金基本安排小型项目。因

此，现在引用的比重是按前一种办法计算的。如果投资包括自筹资金在内，大中型项目投资所占的比重，第一个五年

是百分之五十五点一，第二个五年是百分之五十点三。

未分地区的投资，主要有：水利投资六十亿元，待水电部提出方案，即可分配；农林“口”、国防“口”和其他部

门未分配的投资约三十亿元，有色金属维持简单再生产、小型电站、地方建筑材料等十五亿元，需在年度计划中具体安

排；小三线十七亿元，也未分省市；其他主要是车、船购置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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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原材料工业共１２６个项目，投资八十二亿四千万元。有两大钢铁基地、９个钢铁

厂、３个铜铝加工厂、７个稀有金属材料厂、３个铜矿、３个铝厂、１３个国防化工厂、１４个化

肥厂、７个有机化工原料厂、１４个森工局、７个水泥厂等。

３燃料动力共６６个项目，投资五十一亿四千万元。有１５个煤炭矿区和８个劳改煤

矿、１１个水电站、２８个火电站、４个天然气和石油的项目。

４机械制造共１７５个项目，投资二十三亿七千万元。主要是：２个重机厂、２个汽车总

厂、８个机床总厂、５个仪器仪表总厂、７个电工总厂等。

５铁道共４５个项目，投资三十七亿五千万元。主要有：４条铁路干线、１３条支线、３

个枢纽、８个机车修制厂以及复线和改造配套工程等。

此外，还有轻纺工业、建工、地质、交通、民航和文教卫生等其他部门的项目，共７４个，

投资十亿一千万元。

到１９７０年末，三线地区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将达到：

钢，１５０万吨（不包括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约占全国９％；

有色金属，３２万吨，约占全国３２％；

主要机械产品，分别约占全国２０％—３５％；

发电设备装机５７８万千瓦，约占全国２３％；

煤炭，５０８１万吨，约占全国１７％；

合成氨，１１４万吨，约占全国２８％；

水泥，５２６万吨，约占全国２３％。

为了更好地建设三线，错开施工高峰，我们对三线的建设项目，作了研究。有些暂时

可以不摆在三线的项目，已经撤销了；有些可以缓建的，列为预备项目，或者推迟了进度；

有些项目为了早日建成，缩小了建设规模，或者加快了建设进度。三线建设，总的说，任务

是重的。但是，今年西南、西北施工的情况是好的，按照现在的安排，今后每年增加投资六

七亿元，是能够完成的。

第五，几个重要问题。

为了使第三个五年的基本建设真正做到多快好省，符合备战的要求，应当研究解决以

下几个问题。

１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进行基本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对于确定的项目，必须分别轻

重缓急，分期分批地进行建设，不能一下子铺开过多。应当首先上那些当前最迫切的，建

设周期长、现上来不及的骨干项目。骨干项目本身，凡能分段建设的，也要分段建设，建成

一段，就能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配套项目，要根据主体项目的进度要求和本身的建设周

期，该早上的早上，该迟上的迟上，要善于错开高峰。一切建设项目，在开工前都应做好准

备工作，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消耗仗。

２用最大的力量把采掘工业和主要的原材料工业搞上去。

目前，这两个方面落后于加工工业。解决这个矛盾，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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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优先安排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业的建设。加工工业的建设进度，必须根据原

料、材料、燃料、动力的供应可能和增长情况进行安排。

二是积极试制和采用高效率的采掘设备、工程机械和起重运输设备，以加快煤、铁和

有色金属矿山的建设进度，同时，加强富矿的勘探工作。

三是加快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站的建设，逐步改变燃料构成的状况。

３有计划地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建设新企业，是加快三线建设和发展工业的重要方法

之一。

实践证明，用搬迁、一分为二的办法，把一部分设备和技术力量从一线迁到三线，尽可

能地利用三线地区现有的企业基础，进行填平补齐或者扩建，可以节省投资，加快建设进

度，很快地形成生产能力。第三个五年，应当统一部署，有计划地进行。

４贯彻大中小企业相结合，以中小为主的方针。

企业的建设规模，要从具体情况出发，结合战时的需要和经济合理原则，凡是适宜于

建设中小型工厂的，坚决不要建设大厂，以便加快建设进度，迅速增加生产能力。机械行

业，一定要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建厂。

５综合利用资源。

工业企业的一切资源，凡是能够综合利用而且技术上成熟、经济上合理的，要从全局

出发、打破行业界限，积极加以利用。这方面的建设项目，除了在长期计划中经安排的以

外，在年度计划中还要注意做补充安排。

６工业建设必须贯彻“技术设备求新、生活设施从简”的原则。

新建企业的生产部分，要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生活设施的建设，要接

近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有土用土，有石用石。

三、农业、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

第一，各大区、各部对生产指标的意见。

１９７０年农业、工业主要生产指标，我们分别征求了各大区和中央各部的意见。多数

大区认为，我们原来设想的主要指标低了一些，他们提出１９７０年生产粮食４６０４亿斤—

４９１２亿斤，棉花４７４７万担—４９５７万担，钢１８５２万吨—１８６２万吨，化肥２５１７万吨—２５６７

万吨，发电量１２４５亿度—１２５９亿度，棉纱１０５５万件—１０７７万件，糖２８５万吨—２８９万吨，

等等，这些指标都比我们设想高得多。中央各部只对一部分工业生产指标提出了意见，除

煤炭、木材比我们低以外，拖拉机、纸、糖、塑料制品和一般化工产品也比我们设想的高。

各大区、各部提出的农业、工业生产指标比我们设想高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三种情况：

１农业的发展速度比我们原来设想的快，因此棉纱、棉布、糖等轻工业产品产量相应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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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本建设规模比我们原来设想的大，各大区要求增加工业投资５０多亿元，靠新增

生产能力担负的产量比我们设想多。

３生产有潜力，但需要增加原料和燃料的供应量。在些地区要求多拨一些焦炭和生

铁，多生产一些钢和钢材。

各地区和各部门要求把生产搞得快一些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些也是确实有

需要的。但是，把他们提出的意见综合起来看，突出地反映了下面两个矛盾：

原材料工业同加工工业的矛盾。

我们原来设想的工业生产指标，原料、材料特别是煤炭，本来安排得就比较紧，这次各

大区和中央各部提出的意见，仍然是加工工业产品增加得多，原材料工业产品增加得少。

粗略估算，大区提出的原材料工业比我们设想的大约高１０％，而加工工业则高３０％以上；

有的中央部也要求提高一部分加工工业产品的指标，但相应要增加煤、电供应。

轻工业生产能力同农业原料增长的矛盾。

各大区提出的棉纱、棉布、糖等轻工业指标，都比我们设想的高，从目前经济作物的发

展趋势来看，我们原来设想的某些指标比较低了一些。因此，原来安排的一部分轻工业的

生产能力，将同农业原料的增长不完全适应。

第二，生产指标的安排。

我们研究了各大区和各部的意见，认为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应当有所不同，年度计划

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指标应当打得积极一些，长期计划因为有许多未知因素，指标应当

打得低一些，余地留得大一些。这样，可以提前和超额完成计划，使我们处于主动地位。

我们对１９７０年农业、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指标，拟作如下安排。

农业主要产品产量

粮食　　　　　　　　　　　　４４００亿斤—４８００亿斤

棉花　 ４４００万担—４８００万担

猪　 ２亿头—２２亿万头

轻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棉纱　 ９００万件

棉布　 ７５亿米

化学纤维　 十万零五千吨

机制纸和纸板　 ２３０万吨

糖　 ２２０万吨

卷烟　 ５５０万箱

原盐　 １１５０万吨

塑料制品　 ２２４万吨

重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钢　 １６００万吨

钢材　 １１５０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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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石产铜）　 １５万５千吨

铝　 ２２万吨

原煤　 ２８亿吨—２９亿吨

发电量　 １１００亿度

原油　 １８５０万吨

木材　 ３７００万立方米

水泥　 ２０００万吨

硫酸　 ３７０万吨

纯碱　 １１０万吨

烧碱　 ８０万吨

合成氨　 ３７０万吨

化学肥料　 １８００万吨

其中：氮肥　 １１５０万吨

化学农药　 ３６万吨

合成橡胶　 ８万吨

塑料　 ２０万吨

电石　 ８０万吨

机床　 ６万５千台

汽车　 ８万辆—９万辆

发电设备　 ２４０万千瓦—２７０万千瓦

拖拉机　 ２万３６００台（自然台）

手扶拖拉机　 ５万台

交通运输货运量

铁路货运量　 ７亿吨

水运和公路货运量　 １１亿８０００万吨

根据上述安排，１９７０年工农业总产值约为２７００亿元—２７５０亿元，比１９６５年计划增

长５５％—５８％，每年递增９％左右（同１９６５年预计比较，每年递增７％左右）。其中：农业

总产值约为７００亿元到７５０亿元，比１９６５年计划增长２６％—３５％，每年递增５％—６％

（同１９６５年预计比较，每年递增４％—５％）；工业总产值约为２０００亿元，比１９６５年计划增

长６９％，每年递增１１％（同１９６５年预计比较，每年递增８％）。

在生产安排上，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农业方面主要是粮食问题，工业方面主要

是采掘工业、特别是煤炭问题。

粮食的水平还比较低。１９７０年粮食产量按４４００亿斤—４８００亿斤计算，平均每人占

有量还只有５５０斤—６００斤，储备很少。从备战、备荒、为人民出发，还必须继续大力贯彻

执行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方针，努力把粮食生产促上去。

煤炭生产不能适应第三个五年工业发展的需要。按照现在设想的工业生产指标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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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１９７０年煤炭需要量在二亿九千万吨以上，但煤炭部意见生产二亿八千万吨。如果按

二亿八千万吨安排，则要压缩需要量１０００多万吨，相应的要下工业生产指标。可以有两

种设想：

一是保钢铁，压缩其他。化肥用煤减少３００万吨，其他工业用煤减少３００万吨，市场

用煤减少３００万吨，出口援外减少１００万吨。这样安排，１９７０年化肥只能搞１５００万吨，支

援农业的力量要削弱；轻工、纺织、食品、建材等工业的生产指标不能保证，部分产品的生

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并将造成某些农业原料的积压。

二是下钢铁、化肥，照顾其他。钢铁用煤减少３００万吨，化肥用煤减少３００万吨，其他

工业用煤减少２００万吨，市场用煤减少２００万吨。这样安排，除化肥仍只能搞１５００万吨

以外，１９７０年钢的产量只能搞１５００万吨，五年合计基本建设规模大约要下来１００亿元左

右，这将影响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大小三线的建设。

看来，这两种设想都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只要抓好老矿井的生产工

作，认真安排好第三个五年新建井的生产和建设的关系，１９７０年生产二亿九千万吨煤炭

是可能的。这次在各大区会议上，东北、华东、西南、西北四个大区提出，现有矿井加上已

经安排的新建矿井，１９７０年，可以生产的煤炭产量，比煤炭部设想的指标增加九百万吨左

右。因此，我们认为１９７０年煤炭按二亿九千万吨平衡是可行的。

第三，主要措施。

完成第三个五年生产计划的根本措施是调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发扬大寨精神

和大庆精神。

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教育，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依靠贫下中

农，推广农业先进经验，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国家

支援的重点主要是增加化肥、农药、排灌机械、各种小型农业机械的供应，并且搞好中小型

水利建设。

在工业方面，主要是积极采用新技术，提高矿山机械化水平，采用新工艺、新流程和新

的原料路线，狠抓质量品种，特别是提高合金钢的比重，发展低合金、高强度钢材和新型材

料；继续推行加工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节约代用原材料，特别是节约煤、电、金属材料和

木材，大力进行资源的综合利用；加强原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重点是改造那些

耗煤、耗电、耗原料、材料多的落后设备，加强废热回收利用，解决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弥补

国家短线和急需产品的不足。

四、在科学技术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毛主席提出，向６０年代和将来７０年代赶上去，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超过世界先进

水平。这是彻底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状况的宏图大略，是向全党全民提出的伟大战斗

号召。在安排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要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战

１５５



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

略方向。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

步地爬行，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要依靠自己的科学技术力

量，吸取国外有用的新技术，从国内的资源和条件出发，独立地解决自己的国防建设和经

济建设任务。

最近，国家科委研究了在工业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计划，还在研究农业方面赶超

世界先进水平的计划。工业方面共提出了约３００个赶超项目，它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第一，原材料工业。

原材料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突出的薄弱环节。现在我国矿山机械设备很落后，劳

动生产率很低；很多强化冶炼和提高质量的新技术还没有采用；钢材中，板材、管材不足，

经济实用的各种异型钢材生产得很少或者还是空白点；我国富有的合金钢元素没有很好

利用，还没有建立起符合我国资源特点的合金钢体系；有色金属共生矿大部分还没有综合

回收。

为了逐步改变原材料工业落后的状况，第三个五年要在金属材料方面发展以下新技

术：

在矿山机械化和选矿新技术①方面，建立起攀枝花铁矿、镜铁山桦树沟铁矿、程潮铁

矿、寿王坟铜矿、铜陵凤凰山铜矿等机械化样板和几个选矿新技术样板。露天铁矿样板的

全员劳动生产率，按采剥总量计算，从目前的每人每年３０００多吨争取提高到１万—１５万

吨（国外２万吨以上）；铜矿样板的劳动生产率从目前的每人每天半吨多提高到４—６吨

（国外为７吨）。

在发展合金钢方面，利用我国富产的或者与铁矿共生的稀土②、钛、钒、铌、硼、钨、硅、

铜、锰等元素，逐步建立起我国的合金钢系统。五年内，在包头、武汉、攀枝花等地建设几

个铁合金和合金钢的生产试验点，掌握冶炼、加工和使用的技术。

在钢材加工方面，重点采用连续薄板轧机、多辊式轧机、行星式轧机③、挤压机、连续

铸锭和连续镀锡、镀锌等新型设备。

在冶炼方面，掌握攀枝花铁矿的高炉冶炼技术，建立高炉强化冶炼④、平炉吹氧、氧气

顶吹转炉自动控制和烟气回收、真空冶炼、钢水真空处理和湿法炼钢⑤等样板。

在金属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建立 旧、白银厂、金川镍矿、白云鄂博铁矿等综合利用样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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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选矿新技术，主要是能分选复杂共生金属矿的技术，例如重介质（比重大的溶液）选矿技术。

稀土元素，是元素周期表中钪、钇、镧、铈、镨、钕、钐、铕、钆、铽、镝、钬、铒、铥、镱、镥等十六种金属元素的通

称。

行星式轧机，其结构与一般轧机不同，是在两个大轧辊周围，有许多小轧辊。在小轧辊的连续轧制下，金属压

下量可达９０％以上。
强化冶炼，是提高冶炼设备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例如，在大炼铁高炉中喷吹天然气、重油或煤粉，提高风

温、风压。

湿法炼铜。炼铜，有火法和湿法。湿法的炼冶，是用高压氨水及碳酸铵同矿石进行化学反应，直接从矿石中

提取铜，铜的回收率高达８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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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加快发展铝、镁、钛、铍等轻金属和难熔金属。

同时，积极开辟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化学工业道路，发展合成材料。五年内，重点

建设顺式聚丁二烯橡胶的三个大型项目和高压聚乙烯的两个大型项目，以及含氟塑料、聚

酯纤维等新品种的样板厂，争取做好聚甲醛塑料的中间试验。

在无机非金属材料方面，采用玻璃池窑拉丝和离心喷吹等新技术，建立玻璃纤维等样

板厂，大力节约白金坩埚的消耗；并发展人工合成材料，如人造金刚石、水晶、云母等。

第二，地质工作和矿产资源勘探。

目前，我国地质工作比较薄弱，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三

十四种主要矿产储量中，只有二十二种可以基本满足需要，有八种只能满足一部分，还有

铬、铂族元素、金刚石、钾盐等四种基本是空白；为第四个五年准备的地质资源，差距更大；

已探明的矿产储量，在地区分布上也不能适应建设的需要，西南、西北战略后方的地质情

况还不很清楚；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三线地区的地震、溶洞等还要做很多工作。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有重点地采用普查勘探新技术，提高找矿效果。在川西、祁

连山和长江中下游富铜、富铁地区选择一些队，采用地面物理化学探矿和航空物理勘探的

新方法，应用数理统计、电子计算和高速度小口径钻进等新技术，配备一些新型、轻便、高

精度的地质仪器、装备，尽快在西南、西北、湘西、鄂西战略后方，进行资源普查，努力寻找

富铜、富铁、铬等急需矿种。

同时要积极掌握各种高效率、超微量的分析技术，加强矿产成分的分析工作；积极提

高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的科学技术水平，建立地震观测系统，解决西南、西北重点建设中

遇到的地震、溶洞和地下水源等迫切问题。

第三，机械工业。

我国目前的机械工业产品同当前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不相适应，许多重要的

机器设备还不能制造；机械工业的机床设备和加工工艺都比较落后。

第三个五年，要大力发展新品种和提高各种设备的成套水平；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

实现产品设计革命，使产品设计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逐步提高机械产品的系列化、标准

化和通用化水平。争取生产出一些急需的重要产品，如：８立米大型采矿电铲（国外已有

８８立米的）、１５吨和２５吨大型自卸汽车（国外已有６０吨的）、工业用１６０马力履带式拖拉

机（国外已有８００马力的）等采矿和工程施工机械，１００吨到１２０吨氧气转炉（国外已有

３００吨的）、真空冶炼设备、连续薄板轧机等新型的冶金设备，５０００米石油钻机（国外已达

７０００米以上），６０００—１万立米大型制氧机（国外已有３万立米的），大型氢气分离设备等

新型通用设备，高增压柴油机等新型动力设备，高精度机床，２０万千瓦以上的火力发电设

备等。

机械工业本身要进行工艺革命，逐步改变现有机床构成，运用新型工夹具和采用新工

艺方法。

第四，新兴技术。

按照我国已有的工业和科学研究基础以及工业、国防现代化的需要，第三个五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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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发展以下新兴技术：

半导体技术。五年内，使我国能够生产的半导体器件由目前的６５种增加到３００种左
右（国外约４００种），实现固体组件和薄膜组件生产的工业化。

电子计算技术。五年内，制出第三代（用半导体固体电路和薄膜线路制成的）计算

机，在结构上赶上世界水平；计算机运算次数，由现在每秒１０万次提高到１００万次（国外
投入使用的已有５００万次以上的）；同时大抓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技术。

新的仪器仪表。首先抓元件生产技术和半导体化、数字化、小型化，在这个基础上，加

速发展品种，补充缺门。重点是工业自动化仪表、光学仪器、分析仪器、无线电测试仪器。

工业自动化技术。重点安排大庆炼油厂主要车间生产自动化，兴平化肥厂合成氨、硝

氨部分的生产自动化，东北电网调频调度自动化，白云鄂博铁矿破碎、运输、选矿、烧结自

动化等的试点。

第五，基本科学理论研究。

这是保证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基础。现代工业技术的重大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已经不是以工艺研究为基础，而是从基本科学理论研究和科学新生长点上突破的。

过去，我们基本科学理论研究很薄弱，缺乏科学理论积累，很多领域还是空白，采用现有的

先进技术主要是跟着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很少独创。

第三个五年，要安排一批新的试验研究基地，切实加强基本科学理论的研究。一方

面，在冶金学、机械学、化学、工程学等传统学科上，扎扎实实地做好基本功；另一方面，对

于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若干基本问题和新生长点，如受激光发射、高压物理、低温物理、高

能核物理、物质结构、催化理论、仿生学①、地球深部研究②等方面，积极赶上去。

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既要发挥科学研究部

门的作用，又要运用高等学校和工矿产业部门的科学技术力量，把这三个方面很好地结合

起来。在各个部门内部还要切实贯彻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

我们认为，科委提出的赶超项目，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是需要的，应该大力支

持。在具体安排上，应当注意：分期分批，有先有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防止分散使用力

量；在充分利用现有人员、设备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投资的可能，进行必要的建设。我们将

协同国家科委进一步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商量，根据可能，具体安排落实。

五、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近几年来，文教卫生工作在实现革命化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半工半读、半农

半读的新型教育制度正在扎扎实实地试点，戏剧艺术出现了集中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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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仿生学，是六十年代诞生的一门新科学。它是研究生物的特异官能，加以人工模拟，设计出各种装置系统，例

如，研究大龟、响尾蛇、铜头蛇的准确定向官能，可以模拟出高度精确的导航设备。

地球深部研究，是指对地壳下部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深的地层进行的研究。可以弄清楚折皱、断裂、地槽升

降、岩浆活动地震等自然现象，研究矿产分布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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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城市大批医疗队下乡，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参加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个新的

文化革命高潮正在形成。

目前，文教战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为谁服务的方向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不少事业

还是只为城市、为少数人服务，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面向广大农民。新的教育制度

基础还很小。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我们的初步设想是：

（一）普及小学教育。

第三个五年，小学共招生一亿零八百万人左右。１９７０年在校学生达到一亿二千万人

左右，比１９６５年预计一亿零六百万人增加一千四百多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由１９６５年

的８０％提高到９０％以上，其中：城市为９５％左右，农村为９０％左右。

大力进行扫盲工作，特别是扫除青少年和基层干部中的文盲。

（二）继续试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

在农村，试办的步子要快一些。农业中学要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半农半读中等技术

学校要积极试办。有选择地在条件好的专县试办农业大学。高等、中等半农半读学校都

实行就地招生，学生“社来社去”或“市来社去”。现有全日制普通高中和高等学校，一般

不再发展。

初级中学，五年共招生３０００多万人。１９７０年在校学生达到２０００万人左右，比１９６５

年预计９８０多万人增长一倍左右，主要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在校学生由１９６５年的１８５

万人增长到１０００多万人。

城市可以做到基本普及初中教育，高小毕业生升学率达到９０％左右；农村高小毕业

生升学率可以达到５０％左右。

中等专业学校，五年共招生４３０万人。１９７０年在校学生达到３４０万人左右，比１９６５

年预计１２０万人增加将近两倍。其中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在校学生３００万人左右，比１９６５

年预计５９万人增加４倍。

普通高中稳定在现有水平，五年共招生２１５万人，１９７０年在校学生为１２０万人。按照

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合计招生数计算，１９７０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农村可以由１９６５

年的３６％提高到４５％，城市可以由１９６５年的７８％提高到８０％。

高等学校，五年共招生１０３万人。１９７０年在校学生８８万人，比１９６５年预计６８万人

增长２９％。其中：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在校学生２０万人，比１９６５年预计六万八千人增长

两倍左右。

第三个五年，高、中等专业学校计划培养出各类专门人才２５０万人左右，其中科学技

术人才１８７万人（高等科技人才５５万人），比第二个五年增加７０多万人，科学技术队伍将

由１９６４年的２４５万人增加到４００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将由１０６万人增加到１８０万人

左右。

第三个五年要总结出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相结合的经验，基本上建立起新

型的学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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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事业，重点是巩固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１９７０年达到每个大队有一个文化室（或俱乐部），７０％左右的大队能够收听到有线或

无线广播；农村放映队增加８０００—１万个队，达到一万八到２万个队（主要是增加不脱产

的）。农村发行图书，１９７０年达到４亿册左右，比１９６５年增加一倍。毛主席著作，甲、乙

种选读本累计出版８０００万部以上，可能基本满足需要。

（四）卫生事业，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大力培养“社来社去”的农村医务人员，整顿和加

强农村医疗机构。

１９７０年争取每个生产队有一名不脱产卫生员，每个大队有一名半农半医的医生和一

名接生员，每个公社有三至五名卫生技术人员。使广大贫下中农能够看得上病，看得起

病。

为了适应文教事业面向广大农村的需要，第三个五年必须改变现行的文教经费的分

配办法，把今后新增加的经费主要用于农村文教事业。

六、人民生活

主席指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

忘记这一点。”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备战、备荒的同时，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

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发展工农业生产。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在粮食增产

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国家的商业部门和供销部门，应当通过自己的购销业务，积极支

持农业多种经营的发展。

根据第三个五年工农业生产指标匡算，１９７０商品供应量可以达到９００亿元左右，比

１９６５年预计６６０亿元增加２４０亿元。

按照商品供应的可能，对人民生活拟作如下安排：

１职工生活。１９７０年工资总额拟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５０亿—５５亿元（达到２８２亿—２８７

亿元）；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１９７０年可以达到 ７３７元，比 １９６５年预计 ６５８元提高约

２０％。

２农民生活。在稳定粮食征购量的基础上，１９７０年农产品的采购总额约为３６５亿

元，比１９６５年预计２８０亿元增加８５亿元；农民为国家从事运输和各种工业、建筑劳动等

的收入，估计约为５３亿元，比１９６５年预计２８亿元增加２５亿元。

上述两个方面，加上城乡居民的其他收入，扣除非商品性支出，１９７０年社会购买力将

达到８４０亿元左右，比１９６５年预计的６６４亿元，增加１７６亿元。社会购买力比商品供应

量小６０亿元左右，如果考虑降价的因素，可能基本平衡。

３进一步调整物价，使工农业产品的比价逐步趋于合理，同时，使农民收入能够有所

提高。全国物价委员会提出：五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２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降低２０％，

消费品价格降低３％，我们同意。大致计算，通过物价的调整，五年内农民大概得益１００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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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左右，城市居民大概得益４０亿元左右。

城乡居民各项收入的增长，加上由于调整物价的得益，１９７０年职工的平均生活水平，

将比１９６５年提高１３％左右；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将比１９６５年提高１５％左右。

由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略大于职工，第三个五年内工农生活差距将有所缩小。

４在实物消费方面：１９７０年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都将有所提高；棉布（包括针织

品）的消费水平，全国平均每人将达到２１尺左右，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４尺多。副食品和日用

品的供应，将会更好一些。

５为了保证市场需要的日用消费品和小型农具的生产，不致在材料不足时把它挤

掉，我们建议，对于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一部分原材料（主要是废次钢材和边角废料），实

行定点供应、几年不变的政策。

计划生育关系人民健康，第三个五年应当继续提倡计划生育和晚婚。要加强对计划

生育的领导，深入宣传教育，具体解决实际问题。计划生育的重点应当转向农村（少数民

族和人口稀少的地区暂缓开展）。要结合卫生人员下乡，培养医务人员，指导计划生育。

做好避孕药品、机械的研究和生产、供应工作，特别要研究解决口服避孕药品问题。对群

众使用避孕药品和施行手术，要订出减免费用的办法。

七、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对外贸易

我国的对外贸易，是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服务的。做好

外贸工作，不仅对于国内生产建设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国际上反对美国帝

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也有重大的作用。

现在，我国国际声誉越来越高，愿意同我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在

第三个五年，应当根据毛主席关于团结世界９０％以上的人民，发展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力

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指示，正确处理同各国的贸易关系，积极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它的

主要任务，我们考虑可否提以下三点：

一、大力加强我国同坚持马列主义的兄弟国家和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的友好互助合

作，加强反帝反修斗争；有区别地适当发展或者保持我国同东欧各国的贸易关系，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尽最大可能地扩大国际反美统一战线。

二、从发展生产出发，积极增加出口货源，扩大出口，特别是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质

量，改进花色品种，做好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出口工作，增加外汇收入。

三、集中力量，积极做好技术、成套设备、备战物资和其他重要物资的进口工作，支援

三线建设，调剂余缺，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初步设想，在第三个五年内，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３０％左右（把卢布折成美元

一起算账，１９６５年预计进出口总额约三十九亿七千万美元）。我们认为，做到了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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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可能基本上保证初步列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钢材、有色金属和粮食等的进口；就有可

能进口一些新技术、成套设备、精密机床和仪器仪表等。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逐步发展，现在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这对支援世界人民革

命和兄弟国家、友好国家的建设事业，起了很显著的作用。

从１９５０年到现在，我国先后向３５个国家提供了援助。预计到今年年底，协议规定的

援款将达人民币（下同）一百二十六亿五千万元左右，对外交付的援款达七十七亿五千万

元（由于对外结算价格和国内实际开支有差价，同时还有一部分国内开支的专家费、实习

生费、勘探设计费等不向受援国结算，援外财政支出预计达８８亿元）；其余４９亿元需要在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支付。在已交付的援款中，社会主义国家为五十五亿八千万元，占

８７％；民族主义国家为八亿三千万元，占１３％。

对外援助，除部分现汇和商品物资外，还有对外承担的成套项目共４４５个，其中社会

主义国家的项目２９６个，民族主义国家的项目１４９个。１９６５年底累计可完成１５１个项目。

其余２９４个项目需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援外成套项目，过去主要是中小型的

轻工、纺织企业和建筑工程。近几年来，我们以兄弟国家为主，开始对外提供化工、冶金、

机械、交通、邮电、军工等项目和大型建筑工程。

对外经委初步设想，第三个五年对外经济援助需要财政拨款１２５亿元；我们初步安排

的财政拨款是一百二十亿元。

八、人力、物力、财力的平衡

第一，物力平衡。

我们根据现在设想的农业、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对钢材、木材、水泥、铜、

铝、煤、电等七种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和一些主要设备进行了初步平衡。基本建设投资按

８５０亿元安排，材料、设备按９００亿元平衡，考虑了５０亿元机动投资。初步平衡情况如下

（五年的时间，变化因素很多，这个平衡只能反映大概的趋势）：

钢材

第三个五年钢材总资源约为５８１２万吨，其中：国内生产５２１５万吨，进口５５５万吨（平

衡中打５４０万吨）。拟作如下安排：

１工农业生产、维修３３４０万吨（１９６５年为５１８万吨）。其中：

农业和支援农业３６５万吨（１９６５年为６２万吨）；

轻工市场４５０万吨（１９６５年为７５万吨）；

机械制造１１６０万吨，包括５０亿元机动投资所需设备的钢材５０万吨在内（１９６５年为

１４５万吨）。

２基本建设１４４１万吨（１９６５年为２３５万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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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内投资１２０６万吨，包括５０亿元机动投资所需钢材６７万吨在内（按１９６５年预计

各部门投资的钢材消耗综合平均定额计算，每亿元投资约消耗钢材一万三千四百吨）；

预算外投资２３５万吨（初步估算用于建设方面的预算外资金３１７亿元，按各部门预算

外投资的钢材消耗综合平均定额计算，每亿元消耗钢材７４００吨，与１９６６年计划定额同）。

３国防工业生产３５０万吨（１９６５年为５３万吨）。

４出口援外４４８万吨（１９６５年为８３万吨）。

５增加国家储备８６万吨—１２６万吨（１９６５年为２１万吨）。

６机动５５万吨—９５万吨。

平衡中的主要问题是：

１国家储备、周转库存的钢材到底打多少为好？

国家储备。储备局意见：五年内增加钢材储备２０５万吨，达到３１９万吨（１９６５年底预

计１１４万吨），其中：军工储备按“３００１”方案计算，约需１６９万吨；其他储备约需１５０万吨，

包括２５００公里铁路用的钢轨、５０公里桥梁和生产７万辆汽车、３００台机车、４０００辆货车用

的钢材８０万吨在内。

我们认为，为了备战，必须加强储备，国家储备的原则，主要是储备关键的品种：一是

国内不能生产的（如２５米以上的特宽板材和直径３２０毫米以上的无缝管等）；二是短线

的品种（如薄板、中厚板等）；二是稀缺的品种（如不锈钢板、耐高温的合金钢材等）；四是

生产周期长、一时生产不出来的产品（如火炮锻件、飞机锻件等）；五是三、五年内只有沿

海一个点生产的品种（如鞍钢生产的边长１５４毫米的炮弹方钢、马鞍山轮箍厂生产的飞机

环型锻件等）。对于那些大量的、通用的、打不烂的（一、二、三线都能够生产的）一般钢

材，可以少储备或者不储备。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初步安排，五年内增加钢材储备８６万吨—１２６万吨，达到２００万

吨—２４０万吨（比储备局少７９万吨—１１９万吨）。其中：

军工储备达到１００万吨。军工生产的需要量，我们同国防工办共同研究，拟按１９７０

年军工生产水平加５０％系数估算，大约需要钢材１５０万吨左右。在这１５０万吨钢材中，我

们考虑主要储备关键品种，大约需要钢材５８万吨，锻件７万吨，共计６５万吨左右。如果

有可能，我们还准备再提高一些储备系数。军工生产用的一般钢材，我们设想可否储备

３５万吨。其余５０万吨一般钢材，建议由国防工办同物资部，组织各生产部门和使用部门

制订战时定点供应方案，并在平时做好必要的准备，一旦形势需要，即按照战时供应渠道

组织生产和供应。

其他储备达到１００万吨—１４０万吨。重点是储备一些战时最需要的钢材，至于具体

品种和数量，我们还准备进一步研究。为了使储备的钢材是真正得用的，现有的储备，凡

是品种不合用的要进行调换。

周转库存。物资部意见：第三个五年要增加钢材２００万吨（其中石油管、铁道器材和

重点工程备料等５０万吨），１９７０年达到７００万吨，周转时间７个月（１９６５年６月末库存

５６２万吨，其中有些品种不对路，有些材料不合格，需要调剂和改制）。我们初步意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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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钢材库存已经不少，周转时间达７个月，而上海只有７０天，第三个五年主要是逐步更换

一些品种，抓紧调剂余缺和加工改制工作，提高周转率，１９７０年应当力争把周转时间缩短

到５个月以内。

物资部和储备局要求五年内增加钢材储备和周转库存４０５万吨，我们拟安排８６万吨—１２６

万吨。如果按照物资部和储备局意见安排，则需要多增拨钢材２７９万吨—３１９万吨，这样势必

要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和生产规模，大大影响三线的建设进度。我们不赞成他们的意见。

２钢材品种不足。

第三个五年在钢材品种上供需矛盾较大，主要是钢板和钢管不足，特别是前两年矛盾比

较突出。解决的办法，除了加快建成包钢、武钢、太钢及成都无缝钢管厂和利用现在闲置的

小型成套的板、管轧机安排增产外，还必须进口一部分调剂解决。五年内计划进口钢材５５５

万吨，出口和援外钢材４４８万吨，净进口１０７万吨（１９６５年进口５３万吨，出口援外８３万吨，净

出口３０万吨）。现在看来，在一定时间内，采取进口的办法，调剂一部分品种，还是必要的。

煤炭

１９７０年煤炭平衡是在１９６５年基础上推算的。目前各方面对１９６５年的需要量还有不同

的看法，需进一步摸清。我们估算的１９７０年煤炭的需要量，其中火力发电、炼焦、生产合成

氨和铁路运输等十一项用煤，是根据有关生产指标估算的，这些部门用煤约占总需要量的

４６％；其他工业用煤和市场用煤等也是估算的，这些部门的用煤量，还有待进一步核实。

１９７０年煤炭产量按二亿九千万吨计算，加上进口１５０万吨，资源为二亿九千一百五十

万吨。需要量初步估算约为二亿九千四、５００万吨，缺二、三百万吨。

需要量与１９６５年比较，约增加６７００万吨，其中：

１生产经营用煤一亿九千万吨，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５７６５万吨，增长４４％，五年平均增长

７６％。其中：

发电用煤５８８０万吨，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２３３５万吨，五年平均增长１０６％。

钢铁工业用煤３１０５万吨，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６１５万吨。五年平均增长４６％。

合成氨用煤９１５万吨，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４４３万吨，五年平均增长１４％。

铁路用煤２０４０万吨，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５２６万吨，五年平均增长６１％。

２市场用煤７３００万吨，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６２０万吨，平均每年增加１２４万吨。

３出口和援外５００万吨，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１４５万吨。

主要问题是：

１没有为工业生产超产作准备。如果考虑这个因素，煤炭需要量将达到三亿吨以

上，不足一千万吨以上。

２市场用煤比重大。目前市场用煤供应比较宽，１９６５年预计市场用煤占煤炭总消耗

量的３８％，这对工业压力很大，第三个五年应注意控制市场供应面，节约用煤。

３地区不平衡。六个大区除华北可以调出煤炭外，其余五个大区都不足。

第三个五年煤炭供应是紧的。除了增产天然气、石油顶一部分煤炭外，还必须在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造上狠抓煤炭节约。西南地区煤炭不足，主要依靠增产天然气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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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１９７０年发电量１１００亿度，需要量１１２０亿度，缺口２０亿度。各主要部门需用电量如

下：农业用电７０亿度，比１９６５年预计３３亿度增长１１０％；

工业用电８００亿度，比１９６５年预计４７８亿度增长６７％；

交通运输用电六亿一千万度，比１９６５年预计二亿九千万度增长１１０３％；

市政生活用电七十四亿五千万度，比１９６５年预计５０亿度增长４９％。

除全国平衡有缺口外，地区之间也不平衡。西南、西北、华北和中南地区都缺一些。

解决办法，除了加强管理，调整负荷，适当提高设备利用小时，减少输电损失外，还必

须狠抓节约用电。

铜

１９７０年的产量为十五万五千吨，加上杂铜二万五千吨，共１８万吨，需要量初步估算

为２７万吨左右（这个数字，我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落实）。生产与需要相差９万吨，看来

全部靠进口解决是有困难的（１９６５年预计进口四万八千二百吨），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增

加国内生产和节约使用。

初步考虑，第三个五年，国家增加铜的储备１０万吨左右，前三年多储备一些，后两年

少储备一些。１９７０年安排增加储备１万吨左右。

铝

１９７０年生产铝２２万吨，需要量初步估算为二十四万七千吨，不足二万七千吨。

木材

第三个五年木材资源约为一亿六千八百万立方米左右，其中国内生产一亿四千八百

万立方米左右，次生林４００万立方米，进口１２５０万立方米（准备与苏联订合同，前三年进

口６５０万立方米），造纸用薪材、板皮３６０万立方米。五年合计需要一亿七千五百万立方

米，五年合计缺７００万立方米左右，平均每年缺１４０万立方米。

第三个五年木材主要用于：

１生产维修一亿一千二百万立方米左右；

２基本建设３９３５万立方米，包括５０亿元机动投资所需木材１６０万立方米在内。

第三个五年木材的缺口主要在西南三省。初步估算，西南地区１９７０年需要木材６００

万立方米，产量估算约有４１５万立方米，加上白龙江流入的２０万立方米，大约不足１６５万

立方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水泥

第三个五年水泥资源约为９２７０万吨，其中：国内生产９２２０万吨，进口５０万吨。五年

合计需要９５６０万吨，缺２９０万吨。主要用于：

１生产维修２１３０万吨；

２基本建设６５００万吨（包括五十亿元机动投资所需水泥２２１万吨在内）。

水泥生产潜力较大，不足的部分，可以采取增产措施求得平衡。

２０亿元（１９６５年预计十七亿九千万元，占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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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农业支出９０亿元，占３１％，平均每年１８亿元（１９６５年预计十九亿六千万元，占

４３％）。

文教卫生事业费２７０亿元，占９５％，平均每年５４亿元（１９６５年预计四十五亿五千万

元，占９９％）。

行政管理费１３０亿元，占４６％，平均每年２６亿元（１９６５年预计二十五亿七千万元，

占５６％）。

其他各项支出１１０亿元，占３９％，平均每年２２亿元（１９６５年预计二十八亿九千万

元，占６３％）。

总预备费７０亿元，占２４％。

根据上述安排，第三个五年财政支出中，扣除总预备费后计算，属于积累性的支出约

１３８０亿元，占总支出的４９６％，平均每年２７６％亿元（１９６５年预计二百二十亿五千万元，

占４７６％）；属于消费性的支出约６８０亿元，占２４５％，平均每年１３６亿元（１９６５年预计一

百三十二亿一千万元，占２８７％）；属于国防援外的支出约７２０亿元，占２５９％，平均每年

１４４亿元（１９６５年预计一百零七亿四千万元，占２３４％）。

第三个五年财政收支中，有以下四个主要问题；

１价格如何调整。物价委员会初步设想第三个五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１２％—１５％，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降低２０％左右，消费品价格降低３％左右，重工业产品价格降低１２％左

右，五年合计影响财政收入减少约２５０亿元，他们认为，其中重工业产品降价减少收入８０

亿元左右，可以相应的节约一部分基本建设投资。我们意见，第三个五年由于价格调整而

减少的财政收入，第一步控制在２００亿元为好，第二步在年度计划执行中看情况再说。这

是考虑到：第一，调价幅度过大，将增加财政安排上的困难；第二，重工业产品降价减少的

财政收入，由于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变化因素很多，很难如数从基本建设中扣回来。

２固定资产更新费用安排多少。国家经委意见不少于１００亿元。如有困难，也可以少

一些。我们初步安排６０亿元—７０亿元。为了推动老企业的技术改造，适当增加一些固定资

产更新费用是必要的。但是老企业多数都在一线，固定资产更新费用一下子增加过多，可能

会影响三线建设，特别在设备的分配上矛盾更突出。从目前情况来看，第三个五年固定资产

更新安排６０亿元到７０亿元，平均每年１２亿元—１４亿元，比今年预计５亿元增长１４倍—

１８倍，在材料、设备供应比较紧的情况下，有了这个数字，大体上可以过得去。

３流动资金安排多少。目前流动资金总的说仍然偏多，资金周转迟缓。预计今年年

底工业占用资金４２８亿元，商业占用资金５６９亿元。每百元工业产值占用的资金今年预

计为３２元，扣除积压以后（工业积压的材料和设备达６０亿元—７０亿元），占用资金为２７

元，而１９５７年为１８元；商业流动资金（不包括外贸）周转一次所需天数，今年预计为２７７

天，扣除待核销损失的资金以后为２５０天，而１９５７年为２１６天。因此，第三个五年流动资

金不能多增。我们初步安排五年内增加流动资金１９５亿元，这是留有余地的，对财政来

说，留些余地也是必要的。

４文教事业费安排多少。文教各部五年要求３００亿元—３１０亿元，我们安排了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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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为了更好地支持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推动卫生工作面向农村，开展文化革命，第三

个五年应该适当增加文教经费。但从财政平衡情况看，完全满足是有困难的。办法是依

靠群众，农村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城市靠工会，再加上从文教系统内部妥善安排，调剂解

决，是有可能过得去的。

第三，劳动力平衡。

第三个五年城镇劳动力就业问题仍很突出。初步计算，五年内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

力共为１２００万人，其中：大专、中专和技工学校毕业生２５０万人，家在城镇的复员军人１００

万人，不能升学的高初中毕业生４００万人，进入劳动年龄的社会青年２８０万人，１９６５年遗

留下来等待就业的劳动力１１０万人，退职职工仍需安置的６０万人。

对这１２００万人初步安排如下：

吸收当职工３９０万人—４９０万人（包括安置到国营农场的６０万人）；

服兵役１００万人；

补充手工业合作化组织１００万人；

下乡上山４００万人—５００万人（中央安置办公室初步设想是３００万人—３２５万人）除

安排到国营农场当职工６０万人外，插队３４０万人—４４０万人。

这样安排以后，还有一、二百万人要留在城市街道安置。

第三个五年大约需要补充职工４５０万人—５５０万人，除了从城镇招收３９０万人—４９０

万人外（其中大专、中专和技工学校毕业生２５０万人，家在城镇的复员军人１００万人，非安

排不可），还要从农村招收６０万人（亦工亦农），扣除五年内自然减员，净增职工约３００万

人—４００万人，可以满足工业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主要部门增加的情况如下：

工业部门增加８０万人—１２０万人。五年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４０％左右，平均每

年提高７％。

基本建设部门增加２０万人—３０万人，增加的主要是地质、设计和生产准备人员，施

工队伍基本不增加，可以保证８５０亿元—９００亿元的建设规模。

运输部门增加３０万人—４０万人。

科学文教部门增加１００万人—１１０万人。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西南、西北地区增加１８０万人，其中从一、二线抽调技术力量

支援的约８０万人。

第三个五年农村新增劳动力４７００万人（包括城镇下乡上山的在内），这是农业生产战

线上的一支生力军，必须妥善安排，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１９７０年农村劳动力将达到三

亿二千万人。

第三个五年城镇劳动力就业是一个大问题。需要动员下乡上山的人数比较多，而且

主要集中在一、二线的大中城市。因此，在组织劳动力支援三线建设、支援农业、开发边疆

的时候，必须统筹安排，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进行平衡调剂，并且做好下乡上山人员的短

期训练工作，使他们学会一技之长，带文化、带技术下去。

从以上粗略平衡来看，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是，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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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五年内可变的因素很多，平衡和不平衡是不断转化的。我们要在年度计划中

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做好人力、物力、财力的平衡。

九、十五年远景的设想

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理在一九六四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

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

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

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出世界的前列。

我们的长远规划，必须体现这个战略任务。首先要争取在十五年的时间内，建立一个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这十五年内，也就是在今后三个五年计

划的时间内，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应当有不同的发展重点。

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建设重点，前面已经汇报过。实现了第三个五年计划

以后，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都将有较大的增强。特别是初步地把大小三线建设起

来，我们不但将拥有相当规模的国防工业，而且把工业的布局展开了，就为第四个五年计

划的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第四个五年计划，是否可以这样设想：主要是大力推行农业机械化（包括用机械

生产化肥在内），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进一步加强基础工业和科学技术，继续发展国防尖

端。这是考虑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中力量把国防工业初步建设起来，第四个五年

内，就可能腾出更多的力量生产各种农业机械，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是否是：在国民经济全面大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发展科

学技术，把我国的农业、工业、国防和交通运输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使我国在科学技术

的许多领域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长期的持续的奋斗过程，四个现代化是

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交叉进行的。提出每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重点，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每

个时期的需要，同时，有利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一九八○年的奋半目标，我们初步设想如下：

粮食　　　　　　　六千五百亿斤到七千亿斤

钢 四千万吨到四千五百万吨

煤 四亿吨到四亿五千万吨

石油 七千万吨

天然气 五百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亿吨煤的使用价值）

发电量 三千亿度到三千五百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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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 五千五百万吨到六千万吨

机床 二十万台

在农业方面，第四个、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大力推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增加化肥、拖拉

机、排灌设备的供应。大致计算。一九八○年拖拉机拥有量有可能达到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万
标准台（包括手扶拖拉机在内），机耕面积达到十亿亩左右；排灌设备拥有量有可以达到二千万

到二千五百万马力，排灌面积达到六亿亩左右，加上自流灌溉，可能达到十亿亩左右。

在第四个、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进行冀、鲁、豫、苏北、皖北地区的防洪除涝工

程，大大提高这些地区的抗灾能力。

在工业方面，现在开始在二、三线展开的钢的建设规模，为八百五十万吨到九百万吨，

其中三线的攀枝花、洒泉和迁建续建项目为四百万吨左右，二线的武钢、包钢、太钢为三

百八十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末期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三线建设西昌牛郎坝黔

西、湖北长阳三个钢铁基地，总规模为五百万吨左右；在二线适当扩建武钢、包钢和湘潭钢

铁厂。这样，到一九七五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有可能在三线形成一千万吨左右的钢的生

产能力，在二线形成八百万吨左右的钢的生产能力。加上一线，全国钢的生产能力有可能

达到三千万吨左右。

现在已经探明的铁矿资源，大体上可以适应生产三千万吨钢的需要。第三个五年计

划期间，应当积极地在二、三线地区寻找新的铁矿资源，特别是寻找富矿，为第五个五年计

划期间建设新的钢铁基地准备条件。

在交通方面，在第四个、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了建成川汉路以外，我们设想，主要

建设：川豫，北京到原平，山西侯马到西安，豫西到湘西（焦作———洛阳———平顶山———宜

都———冷水滩），合肥到信阳、青藏、南疆、张家口到白城子等主要铁路干线，大约一万公里

左右。同时，大力发展水运，充分利用我国的江河湖泊，积极地有步骤地整治航道，延长通

航里程，提高船舶通过能力。

实现上述设想，农业的机耕面积约占机耕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灌溉面积约占耕地

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每亩耕地可以施用化肥六十斤到七十斤。工业的机械化和自动

化的水平将有很大的提高，布局将有根本的改变。在交通方面，可以形成以铁路为中心

的，铁路、公路、水路相衔接的运输网。

只要我们胜利地完成第一步工作，我们就将更有把握地去实现第二步的任务，即全面

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以上这些设想，都很不成熟，还没有来得及同各方面商量。我们准备继续进行研究。

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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