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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

李玉虹

　　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与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

根据不同的情况在不同时期分别实施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

展战略, 尽管毛泽东的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思想迥异于邓小平

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思想, 但两者发展经济的主旨却是共

同的, 也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所能作出的唯一正确的

选择。而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应该实施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战略的时刻。

一、毛泽东的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思想
新中国建立之初, 毛泽东面对的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严重不平衡的局面。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 毛泽

东就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并对此作了

描述。他指出在旧中国“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

建经济同时存在, 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

农村同时存在, 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

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 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

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 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

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 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

在, 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 只能用脚走

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①新中国建立初期, 针

对当时区域经济不平衡的状况, 毛泽东也曾在《论十大关系》

中作了描述, 他说:“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 所谓沿海,

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

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 都有

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 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②

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状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地理

历史原因, 也是政府作用的结果。沿海地区自然环境优越, 交

通通讯便利, 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 同时, 在中国近代经济

发展史上, 外国势力的侵入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很大。沿海

地区由于交通便利, 帝国主义势力得以入侵, 在给当地人民

带来灾难的同时, 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

展, 使沿海地区较早接触到先进的现代科技, 封建势力日渐

减弱, 经济在较高的科技基础上发展。而内陆地区由于交通

闭塞, 地处偏远, 自然条件较为恶劣, 先进的社会文化思想难

以深入影响, 劳动力素质低下, 工业基础差, 自然半自然经济

占据主导地位, 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 生产力极不发达, 通讯、交通十分落

后, 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表现出极端的不

平衡。”③

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加强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趋

向。由于旧中国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 不同的统治集团的

不同经济政策也影响到各地经济的发展。而且旧中国受多个

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各自笼络住一批

统治集团, 帝国主义的侵华策略也影响到统治集团的政策方

针, 从而造成区域政治与经济状况的不平衡。“帝国主义的不

统一, 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的不统一。多国支配的半殖民地

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④

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差距, 是

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同时也成为经济进一

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巨大的生活水平差

距影响了各地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贫困的内陆地区人民

为寻找生计大量涌入沿海地区, 给沿海发达地区造成巨大压

力。国家为保障内陆地区人民的温饱而大量拨款, 也增加了

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产业结构的不

协调, 造成内陆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得不到开发, 人民生活

所需工业品得不到满足, 沿海地区所需原料需经长途运输方

能到达, 生产的产品也要长途跋涉才能到达内陆地区, 造成

原料供应与生产脱节、产品生产与销售脱节。由于内陆边远

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存在还影响

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不利于内陆边疆地区的安定, 同时也

影响到国防的巩固。

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 国际形

势十分紧张,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主地位, 展

开激烈竞争, 经常扩军备战; 中国周边地区的局部战争也时

有发生。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基本集中在沿海, 极易受到

战争的破坏。为了巩固新生政权, 保存经济实力, 需要转移经

济力量, 向内陆地区发展经济。内陆地区腹地广阔, 地形复

杂, 回旋余地大, 在内陆地区发展经济, 可以减少因战争破坏

而带来的损失。

根据建国初期的国内国际形势, 毛泽东作出了正确的抉

择——实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毛泽东认为, 地区经济

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 ⑤

必须尽快改变。因此,“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 使工

业布局逐步平衡, 并且利于备战, 这是毫无疑问的”。⑥为了改

变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 毛泽东主要运用了生产

力布局的手段, 平衡人力、物力、财力在地区结构上的分布,

使区域经济逐步平衡起来。而实现毛泽东生产力合理布局的

重要措施, 就是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来调节。毛泽东

强调, 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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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重视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

毛泽东在具体实施其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思想时, 着

重处理好两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即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

距、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

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是区域经济

发展差距的主要表现。为了平衡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 毛

泽东强调要加速内地经济的发展, 但同时也要重视和发挥沿

海地区的优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为了平衡工

业发展的布局, 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⑦为此, 国家从“一

五”时期开始, 就重点建设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

在华北、中南地区重点建设以包钢、武钢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加强了兰州、西安和太原等地的工业建设, 又在西南和西北

发展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经过 30 年的建设, 内地工业基础

初步奠定, 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初步扭转了建国初期区域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在重点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 毛泽

东也没有忽视沿海经济的发展, 而是认为“好好地利用和发

展沿海的老底子, 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

业。”⑧沿海地区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 也为内地经济的发

展提供了技术和资金的支持。

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是区域

经济发展差距的另一个重要反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

家, 汉族主要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和平原地区, 人口多, 素质

较高, 自然环境较好, 经济基础较雄厚; 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分

布在西北、西南、东北等偏远的内陆地区, 自然条件恶劣, 交

通不便, 生产力低下, 经济不发达。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

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突出反映了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而平衡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关

系到民族团结、政权稳定、国防巩固的重要问题。因此, 毛泽

东强调“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巩固各民族

的团结, 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

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

设”。⑨同时,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将对汉族地区有很

大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 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产

资源、生物资源、水力资源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发展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 开发其丰富的资源, 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水平的提高, 也有力地保障了全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材

料。

毛泽东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总思路是区域经济平

衡发展。但他也并不是片面强调经济的平衡, 而是认为在经

济发展的过程中, 不平衡是绝对的, 平衡只是相对的。在一个

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不可能作

到全国统一平衡, 而只能在不平衡中求平衡。

毛泽东的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思想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初步建立起国民经济的整体框架, 恢复全国经济的发展, 无

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内陆地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

基础, 有利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逐步缩小。

二、邓小平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思想
随着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经济基础日渐雄厚, 经济

摊子越铺越大, 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弊端日益显露。新中国

建国初期为平衡区域经济和备战需要而大规模发展内地工

业, 造成了区域产业结构趋同, 经济发展低效和浪费。东中西

部地区产业结构与企业组织相似, 新铺摊子、新上项目趋同,

致使各地区无法形成规模经济, 生产分散, 竞争力弱, 效益

差; 各地区专业化水平下降, 区域间结构性矛盾激化; 各地区

之间恶性竞争, 人为封锁。沿海地区老工业基地的优势长期

得不到国家扶助, 生产能力下降, 优势得不到发挥; 内陆地区

所建企业与当地经济基础脱节, 原料来源、技术管理、产品销

售得不到保证, 企业生产效益低; 而且企业孤军深入, 也不能

对当地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建国初期的区域经济平衡发

展, 实际上是限制了部分地区的优势发挥, 使全国经济普遍

处于落后状态。为此, 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

路, 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

去搞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 实际上是共同落后, 共同贫穷,

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βκ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在短期内不

可能打起来, 我国与周边地区多年来经济交往不断, 联系密

切, 关系好转。邓小平认为“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

内不会打, 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 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

一段时间的和平。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 第三世界

国家发展起来, 可以避免世界大战, 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利用

这段时间发展经济, 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状态”。βλ良好的国际

形势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超前发展提供了保障。

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低效促使我们实行区域经济不平

衡发展战略, 和平的国际环境也为我们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创

造了条件, 因此, 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 我认为要允许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

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βµ在邓小平这一思想

的指导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向地区不平衡发展转变。

邓小平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开

放措施得以推行的。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经验, 中国长期

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βν“中国

要谋求发展, 摆脱贫穷和落后, 就必须开放”。βο为此, 从 1980

年开始, 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沿海城市设立经

济特区, 利用这些城市独特的区位优势、广泛的亲友联系、较

好的经济基础, 优先发展经济, 并成为全国对外开放、发展经

济的前沿阵地。随之, 又开放了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 三个沿

海经济开放区, 形成了沿海开放的局面。从 1992 年起, 对外

开放从沿海向内地延伸, 长江开放带的形成标志着沿江开放

的开始,13 个边境城市的开放标志着沿边开放的启动。随后

又开放了所有的内陆省会城市。至此, 全国已形成星罗棋布

的开放点与开放带。在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 我国地理位

置较为优越的地区首先与国外开展了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

这些地区利用国外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经

济优先得到了较快发展,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

邓小平根据平衡发展所产生的弊端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提出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战略构想, 有利于各地区发挥自

身优势, 迅速实现经济腾飞。但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所产生

的某些弊端也很快暴露出来。随着发达地区的迅速发展, 原

本就已存在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两极分化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为此, 邓小平并不片面追求区域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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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原则, 而是在不平衡中求平衡。他认识到如果两极分化

产生, 贫富悬殊,“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

展, 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 就可能出乱子”。βπ对

此, 邓小平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

先富起来, 大原则是共同富裕”。βθ因而, 不平衡发展只是发展

经济的手段, 平衡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目标。

邓小平在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先原则的同时, 兼顾平

衡原则, 在实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时, 他也针对一些

比较落后的地区如何赶上先进地区提出了看法。对于落后地

区经济发展问题, 邓小平认为可以有两种途径加以调节。第

一是实行政府协调。早在 1978 年邓小平就提出“在西北、西

南和其他一些地区, 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 国家

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 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

持”。βρ第二是依靠发达地区的帮助。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

要加快对外开放, 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

展起来, 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 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

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 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又要

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 这也是个大局, 那时

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βσ他认为可以让“先富起来的地区

多交点利税, 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发达地区要继续发

展, 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

区”。βτ

邓小平在实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时, 还对如何帮

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提出了建议。他说:“粉碎‘四人帮’

后, 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拿西藏来

说, 中央决定, 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

目, 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

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χκ邓小平注重帮助少数民族地

区发展经济, 有利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

安定, 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毛泽东与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比较
毛泽东的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思想和邓小平的区域经济

不平衡发展思想的产生与存在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在当

时的国情下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二

者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的不同对

策。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有以下不同之处。

首先, 二者产生的背景环境不同。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期, 国内经济经过几十年战争的破

坏, 已经千疮百孔, 旧中国的工业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 经济

发展的地区结构严重失衡。严峻的国际形势对国内经济发展

构成威胁。而邓小平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时期, 国民经济已

经得到恢复, 并经过建国后近 30 年的平衡发展, 已经形成了

全国经济较均衡发展的经济基础。国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国际交往日益频繁, 都要求中国加强与外国的联系。

其次, 二者面对的经济条件不同。新中国建国初期, 国内

交通通讯设施极为落后, 各地区开展经济联系十分不便, 只

有各地普遍建立起工业基础, 形成小而全的经济体系, 才能

满足当地群众的生活生产需要。同时, 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

受到敌视, 只有建立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 才能实现民族独

立, 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而经过 30 年的建设, 交通条

件得到改善, 各地优势十分明显, 只有突出发展各自的优势

产业, 才能迅速提高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同时我国与

外国经济关系不断发展, 可以吸收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管

理经验与资金, 优先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

再次, 二者的指导思想不同。毛泽东面对一个百废待兴

的局面, 他的迫切任务是迅速恢复经济, 建立国民经济的基

础, 使全国人民能够过上温饱的生活, 基本能够就地解决生

产生活需要。同时避免战争可能造成的对经济的破坏。而邓

小平面对经济发展的落后与浪费, 迫切需要发展国民经济,

充分发挥现有经济优势, 迅速赶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 使人

民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现, 中

华民族能够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第四, 二者依靠的手段不同。毛泽东的区域经济平衡发

展思想是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合理布局生产力得以

实现的, 政策推行依靠的是资金的投入、人力物力的支持。因

此在发展内地经济的同时势必减少对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

投入, 影响到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而邓小平的区域经济不

平衡发展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对外开放而得以实现的, 政策

的推行依靠的是政策倾斜、投资软环境的改善和当地的地理

与经济优势, 因此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不会造成沿海与其他

地区争资金的情况, 其发展是可持续的。

最后, 二者所要实现的目标不同。毛泽东希望通过平衡

发展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分布, 基本平衡区际的经济发展

差距。而邓小平则希望通过不平衡发展战略来优化资源配

置, 实现经济发展的高速与高效。

经过毛泽东领导下的 30 年的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我国

各地都初步建立了工业基础。经过邓小平指导下 20 年的区

域经济不平衡发展, 我国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经济得到

优先发展。目前,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是: 经济发达地区

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并存,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随着国家

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发达地区经济优势的积累, 已经到了应该

而且可以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刻。所谓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是指在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经济优势和落后地区资源优

势的基础上, 实现二者经济的共同发展; 在保持发达地区经

济迅速增长势头的同时, 使落后地区逐步赶上发达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多地需要政府的协

调, 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而学习借鉴新中国第一代

领导人毛泽东与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

对于我们制定正确的政策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无疑有

重要意义。

注释:
①④《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188 、189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②⑤⑥⑦⑧⑨《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723 、723、724、723、724、

733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6 。
③《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631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
βκβλβν βο βπβθ βσβτ χκ《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155 、249、78、266、

364、166、277～ 278、373～ 374、246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
βµ βρ《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152 、15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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