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1999 年第 4 期 ECONOMIC　REVIEW　No. 4　1999

三中全会前党的工作重心未能实现向

经济建设转移的原因探析

丁俊萍

　　党的工作重心是由党所面临的形势和所要完成的主要任

务决定的。由于各个时期党所面临的形势和所要完成的主要任

务不同, 党的工作重心也就必然不同。当所面临的形势是民族

危机严重、阶级矛盾尖锐时, 党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

民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家政权, 借以改变旧的生产关系, 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此

时, 党的工作重心必然要放在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上。当所面

临的形势是人民开始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时, 党

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在新的生产关系

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时, 党的工作重心自然应当由军事斗

争、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众所周知, 新中国成立前后, 中共中央就已经在指导思想

上, 明确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军事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问题。此

后, 在实际工作中, 也逐步开始了这一转变。但是, 由于在新

中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时期, 先要完成民主革命遗

留的任务, 继而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间还进行了

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 因此在事实上, 刚刚执政的中国共

产党就全党来说, 尚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从一

定意义上说, 这期间, 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与解放生产力的

社会革命几乎是并行的。1956 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 标志着以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主要

任务的革命时期已经完结, 以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为主

要任务的建设时期已经到来。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 中国

共产党人审时度势, 明确提出了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

主义建设上来, 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思

想, 并从革命的根本目的、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经济与政治

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不同角度, 对这一思想作了充分

的论述。中共八大据此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的战略决策, 制定了一条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应该说,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到来之际, 中国共产党

人对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是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的, 把党

的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中共八大据此作出的战略决

策是正确的, 全党在一段时间里也是努力贯彻的。但是, 正如

人们所知, 直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全党的工作

重心确实没有真正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 甚至逐步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

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在客观世界中, 一切现象都有其产

生的原因, 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 一个结果往往由

多种原因造成。中国共产党长期未能真正实现工作重心向经济

建设进一步转移的原因, 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是, 直接原因和

主要原因, 则是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 三大改造基本完

成表明, 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

决, 现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

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

盾。这一矛盾的实质,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

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因此, 今后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 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

力, 以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当时对“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持有异议, 认为不完

全、不准确, 但对其突出我国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基本国情,

强调以主要精力发展生产力的着眼点是充分肯定的, 对八大据

此作出的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是全力支持的, 并在不

同场合明确指出, 现在中心任务是建设, 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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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倘若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展下

去, 毛泽东本人当不会犯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 全党的工作

重心必定能比较顺利地实现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但是, 历史的

发展是曲折的, 人的认识也是会有反复的。由于 1956 年东欧一

些国家形势的变化, 特别是 1957 年我国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使毛泽东感到阶级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重, 头脑中本来就没有

放松的阶级斗争这根弦愈发绷紧, 因而断然改变了八大关于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他在 1957 年 10 月中共八届三中

全会上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

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毫无疑问, 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这一依据对国内政治形势错误估量而作出的错误判断, 对

于我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误导作用, 埋下了阶级斗争扩

大化不断升级的祸根。尽管毛泽东在作出这一错误判断之后,

仍然于 1958 年号召全党把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上来, 并一度以主要精力亲自抓经济建设, 但是, 在两个

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下, 党的工作重

心不可能真正实现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因为无论是

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 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主要任务都应

当是一致的, 而毛泽东此时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与他

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正确要求则是背道而驰的。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

盾; 而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 则

必然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正是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要矛盾

的错误判断下, 党内关于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的认识上的差别及由此产生的争论, 被错误地认定为两个阶

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阶级斗争范围越来越大,“阶级敌人”越

来越多, 从党外到党内, 从社会上极少数人到党内“官僚主义

者阶级”、“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

分子”, 以致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 局部的阶级斗争已无济于

事, 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 以求彻底排除“党变修、国变色”的现实危险。

于是, 在党的实际工作中, 阶级斗争的地位不断上升, 在经过

与经济建设平行并进的一段时间后, 终于彻底取代了经济建设

的中心地位。相反,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任务降到次要

地位, 让位于向“走资派”夺权、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

级的政治大革命”。可见, 毛泽东错误地改变八大关于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是造成党的工作重心未能真正转移到以

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直接原因, 也

是最主要的原因。

党的工作重心未能真正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 还有一个深

层次的原因, 那就是从整体上来说,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

观念比较淡薄。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阶级社会里,

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杠杆, 是摧毁维护旧的

生产关系的反动上层建筑, 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的工具和手

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之际, 因此对传入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观点特别重视, 而对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却相

对忽视, 学习、宣传和研究得都不够, 印象也不够深。1941 年

9 月, 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曾说: “记得我在一

九二O 年, 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 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 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 我才知道人

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

争’, 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可见, 阶级斗

争的观点, 是当时毛泽东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情况, 大致反映了建党时期绝大多

数党员的实际。以后, 党忙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 也没有充

分的时间对生产力理论问题进行补课。因而, 就全党来说, 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烈, 生产力观念则

相对淡薄。这一特点的消极影响, 在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建设

中已初露端倪,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更显突出。

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 特别是

毛泽东,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之后, 尤其是在 1957 年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 一方面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

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突发事件, 习惯于用阶级分析方

法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新问题, 容易把局部的阶级斗争夸

大为全局的阶级斗争, 把大量的非阶级斗争视为阶级斗争, 把

本来是属于人民内部不同意见和党内正常存在的分歧看成是

阶级斗争的反映, 并且驾轻就熟地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处理这

些问题, 以致于陷入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怪圈而难以自拔;

另一方面, 受自古以来我国广大小生产者存在的“不患寡而患

不均”的平均主义社会心理影响, 可以容忍在物质财富贫乏基

础上的“均贫富”, 却不能容忍那种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

应, 因而是难以避免的事实上存在着的不平均和不平等。没有

认识到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 极大地增加社会物质财富, 才能

创造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而是急于在生产力仍很落后的情况下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

巴”。不仅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

任务来对待, 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在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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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创造高于资本主义

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等重要论述, 也未能时刻铭记在心。虽然在

工作顺利时多次强调, 但一遇到国内外突发性社会事件时就发

生动摇。不是把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增强国家综合国力, 视为巩固社会主义的根本, 而是把动

员亿万群众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当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结果必然

把经济建设放在次要地位, 以便集中力量去抓长期存在的“尖

锐的”、“复杂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 党的

工作重心不可能顺利实现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可见, 生产力观

念比较淡薄, 是中共八大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未能真

正实现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

不清, 是导致党的工作重心未能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根

本原因。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说,1956 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 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已经建立起来, 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 由于

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为期七年短暂的新民主主

义社会的发展而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 又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

大幅度提前完成三大改造而国家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主体

跟不上两翼”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因此, 中国的社

会主义实际上是生产力落后的、“事实上不够格”的, 是初级阶

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落后, 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制约着生产关系 (经

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整个社会生活。要促进社会

主义社会的发展, 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创造比资本主

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

务, 更是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由于

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象所有制的改造那样, 依靠国家政权的力

量, 采用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法短期奏效, 而是一个逐步

积累的渐进的过程, 所以,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必须贯彻始终, 毫不动摇。

但是, 由于历史的局限、国内外政治形势突变等多方面原

因, 也由于认识上的局限,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不及对中国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深入研究探讨。毛泽东以社会经济生活中

还存在资本主义因素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尚未完成为由, 以

城市资本家还拿定息, 农村还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制的生产资

料, 还有私人活动的自由市场为由, 认为“我国现在还处在由

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仅如此, 他还改变了过渡

时期的含义, 由原来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小

过渡”, 变成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大过渡”, 认

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 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

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并且指出:“在由

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需要几十

年, 甚至更多的时间) , 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

的斗争”, 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 有时甚至是很

激烈的。这样一来, 阶级斗争自然得“年年讲, 月月讲, 天天

讲”。尽管毛泽东也曾经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 认为我国尚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

义”阶段, 尽管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中国“一穷二白”, 生产力

落后, 也再三强调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

性, 强调经济工作第一, 阶级斗争与它平行, 要抓革命, 促生

产, 但事实上, 贯穿于整个“大过渡”时期的“两个阶级、两

条道路的斗争”, 必然压倒“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生产

力, 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由此可见, 中国共产党人特

别是毛泽东对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发展阶

段认识不清, 是导致党的工作背离八大政治路线, 偏离经济建

设中心, 工作重点未能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根本原因。

此外, 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提出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

使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对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保持高

度警惕,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深为忧虑。波兰、匈

牙利事件的相继发生, 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问

题看得很严重, 头脑中本来就没有完全松驰下来的阶级斗争这

根弦自然重新绷紧起来。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内外政策的一系

列变化, 使毛泽东认为“党变修、国变色”在某些社会主义国

家已成为现实危险。加上当时我国周边的紧张局势, 以及美国

支持下的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态势, 均使中共主要领导人

特别是毛泽东精神上处于对敌斗争的紧张状态, 容易把国内出

现的某些问题乃至党内发生的某些争论当做两个阶级、两条道

路斗争的反映, 造成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些可以说是影响党

的工作重心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国际原因。

总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工作重心未能真正实现

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后果更是严重的。深刻记

取这方面的沉痛教训, 必须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观念, 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 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 一心一意地抓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 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这样, 我国的

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不断跃上新台阶。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武汉 430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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