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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少奇的和平经济竞争战略

熊启珍

　　摘要: 和平的经济竞争是刘少奇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提出来的, 是他本人革命转变战略——通过和平

的经济竞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它的中心, 是用经济的办法而不用行政的办法, 通过市场竞争, 解

决新民主主义经济内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一设想

中, 刘少奇提出了许多非常有创造性的思想。这一设想是对毛泽东和平的革命转变战略总构想的重要补

充。它对于革命的转变和新中国的建设, 乃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刘少奇　和平的经济竞争　战略

一

1948 年, 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 研究未来新中国的经
济结构问题。刘少奇从中国的经济状态入手, 分析了新中国
各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 提出了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发
展到社会主义的战略设想。

所谓和平的经济竞争, 其核心, 就是在新民主主义建设过
程中, 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用商业的方法”——竞争, 最后战
胜资本主义。刘少奇分析了竞争的对手、内容、范围、环境和对
象等各方面, 阐述了他关于和平的经济竞争的主要设想。

和平的经济竞争的主要对手是普通的非投机性的私人
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 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于国于民有利的部分, 不仅会在
一定时期存在, 并且还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就在客观上
决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由国
家经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将成为
竞争对手。刘少奇在阐述党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时
明确指出: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一方面,

应该采取严厉的办法禁止一切公私机关及个人囤积居奇、买
空卖空的投机行为, 同时, 允许并在适当的范围内帮助那些
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之发展。在它发展的过程中, 国家
经济与合作社经济, 又须逐步地适当地和它进行一种和平的
经济竞争。”①

竞争的主要内容是经营管理。刘少奇认为, 和平的经济
竞争, 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杠杆, 而是通过经营决出高
下。他指出: 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 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
资本家, 即“是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 看谁经营得好。”②这是
刘少奇和平的经济竞争这一设想的基本点。当时, 由于党在
整体上还缺乏经济工作经验, 党的干部还不善于经济工作,

因而, 一些国营公司、企业在原料、市场、价格等方面往往利
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运用行政手段, 挤私人企业。刘少奇严
厉批评了这种做法, 他说:“统制原料、市场, 这是普通生意人
的办法, 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 只顾到自
己, 那就是不对的, 是违反党的政策的”③。他要求国营公司、
企业要主动与资本家合作, 同资本家协商。否则,“必定公私
都吃亏, 都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④

竞争的范围是市场。刘少奇认为竞争贯穿在各方面, 主
要领域是市场,“谁领导了市场, 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⑤。因
此, 刘少奇强调: 国营经济要加强管理, 尤其要严密地组织国
家商业, 以适应这种和平的经济竞争。刘少奇设想在新民主

主义时期, 国营经济要在计划指导下进行生产, 但整个国家
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市场, 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市
场这个大舞台上竞争。国家商业是国营经济在市场中与私人
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竞争的代表。因此, 刘少奇提出要严密地
组织国家商业, 保证国营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力量, 以最终
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在竞争中战胜资本主义经济。

竞争应该是公平有序的。刘少奇多次强调竞争“是在大
体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这表明, 刘少奇设想的是各类经济在
公平的环境下竞争, 即有序的市场竞争。这也是他对于一些
国营公司、企业在原料、市场、价格等方面利用自己的优势地
位或依靠行政手段, 挤私人企业的行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主
要原因。他提出采取严厉的办法禁止一切公私机关及个人囤
积居奇、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 也是由此出发的。

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小生产者。刘少奇认为, 在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的经济竞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
背。”⑥因此, 他提出, 我们的任务就在采取最谨慎的政策, 在
长时期内帮助、教育和组织他们, 使他们跟随无产阶级逐步
地前进。用什么办法使他们跟随无产阶级逐步地前进呢? 刘
少奇反对用行政手段。他说:“必须了解: 无产阶级在领导农
民起来消灭封建制度的时候, 用一种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
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 但要在经济上去领导农民、小生产者,

要使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依照无产阶级的计划去进行
生产, 并在将来要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 采用这种行
政手段, 将是完全不中用的, 而且是很危险的。”⑦刘少奇指
出, 只能用经济的办法使他们富裕起来, 才能团结他们, 领导
他们。他说:“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 只是建立了领导权, 还
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 否则, 领导权仍不能巩固。”⑧

所谓经济的办法, 就是供销合作社。刘少奇认为这种合作社
“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用以帮助、领导和逐
步改造广大的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⑨, 是在社会主义的国营
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中“起着决定作用的”βκ,“是新
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和投机商人及旧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和
平竞争时一个组织好了的伟大的和可靠的经济同盟军。没有
这个同盟军, 或者不把这个可能的同盟军组织好, 国家经济
在竞争中是不可避免地要失败的”βλ。因此, 刘少奇强调必须
用极大的力量去组织合作社。

刘少奇认为和平的经济竞争是新民主主义时期, 社会主
义性质的经济战胜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方法。他说:“我
们对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投机资本可以采取措施加以禁止,

而对于旧式的资本主义成分则不能这样, 必须在和平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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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竞争中证明了新民主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之
时, 旧资本主义才会让位于新民主主义。”βµ

和平的经济竞争将持续多长时间呢? 什么时候采取社会
主义步骤呢? 刘少奇认为,“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
候, 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βν。这就是说, 和平经济竞争持
续的时间以中国经济这个客观事物的发展程度——工业生
产过剩为标准。当时估计这大约需要 15 年或更长一点时间。

总之, 刘少奇设想, 在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时期, 国营经济
与由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组织起来的全国范围的合作社经
济, 结成牢固的同盟, 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大体相同的条件
下, 进行和平的、长期 (15 年或更长一点) 的经济竞争; 在竞争
中逐步壮大国营经济直至取得优势地位, 从而实现和平转变。

二

刘少奇认为,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 和平的经济竞争是客
观存在的。中国既只能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发展到社会主
义; 也存在着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 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条件。

第一, 和平的经济竞争是由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决定
的。刘少奇认为中国的经济落后尤其是大工业落后, 决定民
主革命胜利后不可能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还必须保留私
人资本主义经济, 并使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1948 年 9 月
他在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时指出: 大工业虽是国民经济
的领导成分, 但是在数量上是比较很小的一部分⋯⋯正因为
这一部分数量很小, 困难就来了, 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
革命即由于此。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 刘少奇说:“因为
这样做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怎样? 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
请来的⋯⋯将来全世界都要消灭资产阶级的, 这要在可能与
必要条件下才消灭。我们推翻国民党以后, 把资产阶级保留
一个时期, 十五年内诚恳地发展它, 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βο

第二, 和平的经济竞争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内部的主要
矛盾决定的, 是这个主要矛盾的表现。刘少奇分析了即将在
全国范围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后指出:

“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和私人资
本主义的经济是一般地处于对立地位的, 私人资本主义要和
它发生经济竞争, 是不可避免的。”βπ一方面, 无产阶级为社会
主义的前途与目的而斗争, 另一方面, 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
的前途与目的而斗争。而且,“资产阶级在现在就已经开始在
将来还要用一切方法与国营经济实行竞争, 盗窃国库 (国家
的每个工厂和企业都是国库) , 并将努力地使国营经济服从
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 而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

则将努力地使国营经济服务于全体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
益。”βθ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就是新中国内部的
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
经济竞争就是这个矛盾的表现。当然,“这种竞争, 首先是和
平的经济竞争。”βρ因为资产阶级并未掌握政权, 我们也无需
推翻, 再进行一次流血革命。

第三, 和平的经济竞争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决定
的。刘少奇多次强调, 革命胜利后, 我们力求发展的方向, 是过
渡到社会主义。但如前所述, 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又是
不可避免的。因此, 在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中求得社会
主义的前途, 便成为两难选择。“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来对
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 ”那么, 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 刘少奇认
为只能实行“和平的经济竞争。”在和平的经济竞争中既使整
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得到充分发展, 又使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
经济发展中取得优势, 从而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总
之, 在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不可避免的条件下, 通过和平
的经济竞争发展到社会主义便是正确的、明智的选择。

刘少奇认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经济在和平的经济
竞争中具备有利条件, 这就是:

第一, 无产阶级的团结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高度的
政治觉悟, 以及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
期斗争中早已巩固起来的对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导权。第
二, 在土地革命中巩固起来的农民与无产阶级的团结, 以及
无产阶级经过国家形式对于农民忠诚而有效的帮助、教育和
领导。第三, 大的工业、矿山、运输业和银行、对外贸易等国家
的经济命脉, 掌握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手中。国家并可经
过合作社这一个伟大的经济系统, 把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和
其他劳动人民组织起来, 站在自己方面。第四, 国际无产阶级
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有力援助。

当然, 也有不利因素。主要是: 中国的大工业还很少, 大
量的生产品, 特别是能供给市场的商品, 还操纵在私人资本
家、富农及小生产者手中, 这就造成商业投机及旧资本主义
成分发展的有利条件; 在社会上, 存在着极为广大的小生产,

这些小生产具有极大的社会势力, 他们的向背可以决定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败;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暂时
还缺少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的经验, 还不善于和投机商人及
旧资本主义成分作经济上的竞争, 而投机商人和资产阶级在
这方面则有更多的经验; 国际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的影响。

三

显然, 能否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 是能否通
过和平的经济竞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关键。刘少奇强调: 我
们要善于利用有利条件, 克服不利因素。

第一, 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刘少奇强调通过经济竞
争实现和平转变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
他说: 有了清醒的头脑, 就不会犯大的错误, 加以十几年的准
备, 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如果糊涂盲目, 犯重大错误,

那就要失败βσ。保持清醒的头脑, 就是要认清斗争的性质及其
前途。刘少奇指出: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一种过渡时期
的经济, 过渡到资本主义, 还是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是一个没
有解决的问题。“和平转变, 今天还只是极大的可能性, 并未
最后确定, 并没有解决”βτ。到底谁胜谁负,“这是要看将来的
发展情况才能决定的。”χκ刘少奇强调: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之间的经济竞争, 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竞争赢了, 革命就可以和平转
变, 竞争不赢, 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

政治上也要失败, 政权也可能变, 那就再需要一次流血革
命。”χλ总之,“这个斗争的结果, 将决定新中国的性质。如果我
们对这点不觉悟, 在方针上犯了错误, 是危险的。”χµ

第二, 要采取正确的政策, 反对盲目和急躁两种倾向。刘
少奇强调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总的指导思想, 就是团结各
种力量共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党的总路线下达到发
展生产的目的。”χν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
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 以便逐步地
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χο因此,“这些发展必须是有轻有
重, 有大有小, 而不能是平等看待及平均发展的”χπ。对于国家
经济,“要使其依照新民主主义的正确路线, 而不是依照官僚
资本主义或旧民主主义的错误路线首先得到发展。”对于合
作社经济,“我们要用一切可能的和适当的方法使其依照新
民主主义的路线获得发展, 并使其在社会经济构成中占有极
广泛而强固的地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要“允许并在
适当范围内帮助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之发展。”χθ

“至于广大的小生产, 则更加需要发展。”χρ刘少奇强调我们必
须有无产阶级的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与经济计划和整套
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 绝不允许有任何模糊和混
乱。因此, 刘少奇提出, 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
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是把中国今后经济
发展方针, 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 把一切希望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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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向资本家作无原则的让步,

对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迁就, 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把中国建
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
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 过早地、过
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 ”这就要使无产阶
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χσ。

第三, 必须学会经济工作, 善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
行和平的经济竞争。刘少奇反复强调: 必须学会经营。他说:

我们还缺少管理的经验, 还不善于和投机商人及旧资本主义
成分作经济上的竞争。“这方面我们要做很大的努力, 不学会
经营无论如何不行。”χτ 刘少奇多次批评国营经济不善于经
营。他说:“在目前来说, 我们整个的国家工业, 平均利润是低
的, 赶不上私人办的工厂, 还不如私人办得好。”χτ有不少的经
济单位是经营和管理得很坏的, 以至经常赔本。因此, 刘少奇
提出, 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 学习并获得科学的管理经验, 学
会文明地经商。他强调: 如果“我们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 不
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进行和平竞争, 那我们就会要失败, 无
产阶级对于国家的领导权就要被推翻。”反之, 如果我们“善
于经营管理经济, 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进行和平竞争, 那我
们就能胜利,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能一直发展下去。”δκ

四

和平的经济竞争战略, 包含许多非常有创造性的思想。
它不论是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 还是对于向社会主义的转
变和社会主义建设, 包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 和平的经济竞争是对毛泽东和平转变战略的重要
补充。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经过新民
主主义和平地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但通过什么样的具体
途径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
案。刘少奇提出的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设
想则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设想在总体上与当时毛泽东的和
平转变战略是一致的。在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 毛泽东称赞刘少奇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时说:“新民主主
义和社会主义问题, 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 很好, 两
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还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 由
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δµ并且, 在刘少奇讲
话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插话补充:“斗争形式有两种, 竞争和没
收, 竞争现在就要, 没收现在还不要。”“单讲与资本主义竞
争, 还不能解决问题, 还有一个利用它以发展生产的问题。”δν

可见,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正因此, 刘少奇
这一设想中的基本想法为毛泽东所吸纳, 为党的七届二中全
会接受, 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战略
的一部分。

第二, 和平的经济竞争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确
的战略选择, 它妥善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与革命转变这个两难
问题。这一战略是在充分正确地分析估量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与水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国的经济落后, 决定新中国经
济的发展不能不成为首要的任务。而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
律又要求新中国经济的发展, 必须在两种具有对立性质经济
的必然的竞争中,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平的经济竞争
就是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基于两种具有对立性质的
经济竞争的客观必然性, 并着眼于社会主义这个发展方向而
作出的战略选择。如前所述, 和平的经济竞争反对用行政手
段解决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 消灭资本主义经济, 而
是主张在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中, 充分发挥国营经济自身的
优势, 最后战胜资本主义。显然, 这既十分有利于新民主主义
经济的发展, 又能充分保证它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
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过 15 年或更长一点时

间的和平的经济竞争, 一方面将有力地促进国家整体经济的
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也将获得
显著的增长和提高, 充分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这样, 既可以
比较顺利地解决近代以来长时期困扰中国的贫穷落后问题,

又使社会主义水到渠成, 瓜熟蒂落。新中国建立时正是依照
刘少奇的这一战略设想来考虑、布署、安排整个新民主主义
经济建设的。建国初期, 国民经济迅速恢复, 尤其是社会主义
性质经济的显著增长, 证明这一战略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 和平的经济竞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强
大动力, 它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和
平的经济竞争的核心是用经济的办法解决新民主主义社会
中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 实现由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基本点是“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 看谁经
营得好”。经济竞争是这一战略的主要环节, 经营管理的质量
与水平是各类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也是
关系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竞争是资本
主义发展的原动力, 也是其他各种经济发展的杠杆。它存优
汰劣的规则将迫使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充分发挥自己的
优势, 从而推动各种经济改善经营管理, 注重质量和效益, 依
靠高质量的经营管理求得生存与发展。这样的竞争, 最终将
促进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促使还不善于
经营的国营企业改善经营状况, 提高质量与水平。毫无疑问,

和平的经济竞争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对于整
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 还是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的发展, 都是一剂良药。

第四, 它隐含着一个极富创造性的经济体制模式。刘少
奇是从市场经济这一法则出发设计这一战略的。通过和平的
经济竞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社会
主义前途的发展战略。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刘
少奇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 设想用和平的经济竞争解决中国
的贫穷落后和社会主义前途这两大问题。按照这一设想, 市
场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机制。当然, 刘少奇
也设想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 将逐步实行计划经济。但, 一方
面, 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是在转入社会主义之后; 另一方面,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纳入计划范围的仅是国营经济, 并且, 按
计划运行的国营经济仍将在市场中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展
开竞争。刘少奇强调指出:“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 必
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 并且是逐步地去
加以实现, 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 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
高程度与过大范围内的计划经济。”δο如前所述, 刘少奇还设
想在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中, 用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
起来, 按照市场规则, 参与竞争。这也就是说, 刘少奇设想的
这一战略的经济运行模式是计划与市场并存, 以市场为主。
显然, 这既不同于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 也不同
于当时资本主义的纯粹市场经济模式, 而是根据中国情况设
计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模式。

笔者以为, 上述 2、3、4 各点, 既是刘少奇这一战略设想
中最具特色的, 也是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启迪
的思想。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βκβλβµβν βο βπβθ βρβσβτ χκχλχµχν χο χπχθ χρ

χσχτ δκδλδν δο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10～ 11、51、97～ 98、
85、55、5、33、5～ 6、10、16、27、15、104、48、29、29～ 30、15、7、5、15、4～
5、46、79、146、13、10、14、148～ 149、51、120、15、5～ 6、30 页, 北京, 中
央文献出版社, 1993。

δµ《毛泽东文集》, 第 5 卷, 145～ 146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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