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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工农相互支援

联动发展实现路径的探索

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从实现追赶世界工业

化进程的战略目标出发，从以工业为先导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农业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建设、农业

向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等产业关联性方面，对工农相互支援联动发展实现路径进行了积极探索，构建

起以重工业为中心并带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为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的工农产业体系，回答了作为

工业化后发国家如何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命题，其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具有开创性意义。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工农相互支援联动发展的实践表明，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农城乡

关系的讨论，不能仅仅看到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支持而弱化了其发展能力，还要看到工业为农业提供

现代生产要素而提升了其发展能力，以及为农村提供现代生活用品而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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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utual Support and Interconnected 
Development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ZHENG Yougu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th Comrade 
Mao Zedong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setting out from the strategic goal of catching up with the world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explored the way to realize the mutual support and interconnected development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relevance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i.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industry as the forerunner, industrial system construction 
serv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agriculture provid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for industry.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s ground-breaking as it has constructed an industry-agriculture system in which the 
heavy industry, taken as the central task, drive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griculture provides 
products for industry. Besides, it has answered the question of how China, a latecomer, could catch up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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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The exploration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during the period of Chines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cannot be limited to the weaken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due to its financial support for industry, 
but should also include the enhanc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bility because of the modern production factors, 
and farmers’ improved living conditions for the modern daily necessities provided by industry.
Keywords：Mao Zedo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mutual 
support; interconnected development

工业革命开启了以农业为主体向以工业为先

导的产业结构变迁，工业与农业的关联发生了

历史性演进。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

工业与农业的关联与古代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

形态下工农业的松散联系不同，呈现出日益丰

富、紧密、复杂的态势，这一演进是现代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遵循产业演进

一般规律的同时，基于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

家在国际上的弱势、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的资

源禀赋，也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价值和

目标取向，对工农相互支援联动发展的实现路

径进行了积极探索，构建起以重工业为中心并

带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为工业提供农产品

支撑的工农产业体系。

已有对毛泽东关于工农关系的研究，聚焦于工

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剩余转移、国民经济运

行中工农协调发展等问题，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

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大仁政”与“小仁政”[1] 和

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国家对工农业的投入比例、工

农产品价格比价及“剪刀差”、工农业增长比例

及农业向工业提供农产品供给能力、农业农村为

工业品提供市场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还

需要对工业革命以来工农产业链的内在关联进行

研究。否则，缺乏对以工业化为战略重点和以其

先行发展带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研究，对“大仁政”

与“小仁政”兼顾及其实践探索创新的研究就可

能偏颇，至少是不够充分和深入的。鉴于此，本

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对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

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中，

以什么样的路径实现工业与农业相互支援联动发

展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工业化

战略内在性规定了工农关系的构建

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构建

工农城乡关系的目标取向。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

国家，经历过落后挨打的苦难日子后，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担负起追赶世界

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责任，提出了“共产党是要努

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这一命题 [2]146，并在新中国

成立前夕明确了经济建设要以工业化为战略目标

的发展思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

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确定了由农业国转变为

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发展方向 [3]1427, 1437。发挥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主力军作用，进而成功走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

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如继往地

从巩固发展工农联盟和农业为工业乃至整个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出发，在选择了经济建设

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高度重视和推进农业农

村发展。新中国在国民经济实现快速恢复发展后，

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把

工业化纳入其中，并以“一五”计划的实施为标志，

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以工业化为重点的大规模

经济建设。1957 年 10 月 9 日，在“一五”计划即

将完成之际，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

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

摇。”[4]310 以重工业为中心推进工业化，并不是不

发展农业，而是要以农业为基础和重视农业发展，

毛泽东在后来将其形象地称为两条腿走路 [5]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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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强调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中就提出了“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

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立以农业为

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

商业则放在第三位”[6] 的经济发展思路。1964 年

12 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

做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排列

次序作了调整，将农业现代化由 20 世纪 50 年代

的位列第二，提升至首位 [7]。尽管作出了这样的

调整，但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主张及其

实践一以贯之。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

张经济建设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重工业为中心，

其基本原因是要为完成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奠定基础。毛泽东早在

1944 年 5 月 22 日论述“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

工业化的”必要性时强调，“谁要不认识这个最

有发展、最富有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

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还进一步分析指出，“中

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

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

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

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

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

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

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2]146-147 这实际上论述

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就必须推进国家工业化

的发展。中国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实践表明，

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逻辑是：一方面，

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即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

化，是以工业化为先导和重要标志的，农业现代

化是在工业化的带动下发展的；另一方面，基于

工业化先发国家强势下落后的农业国被挨打的教

训，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为摆脱在国际上的弱势

窘境 [8]，必然选择致力于推进工业化，这也是工

业化成为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原因。鸦片战争后，

国人认识到西方国家所“长”在工业，因而主张

学习其工业之“长”来制夷。中国共产党在成立

初期，就认识到工业国对农业国存在经济剥夺的

事实，指出中国作为农业国是不可能脱离世界上

的工业国而独立存在的，只有工业立国，才能摆

脱工业国对中国的经济剥夺 [9]。基于这些因素，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都把变农

业国为工业国作为实现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初心使命的目标取向。为了实现这一宏

大战略目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探索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

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

量发展工业的经济建设方略。

综上，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实现变农业国为

工业国的战略目标，成为新中国在成立后较长时

期内构建工农城乡关系的内在规定性。

二、推进以工业为先导的农业现代化建设

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

会上指出：“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

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

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

业的现代化。”[4]310 基于对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关

系的这一把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统筹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对推进

以工业为先导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探索。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

过探索，明确了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内容的“农

业八字宪法”的农业技术改造方向，和以农业机

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为农业现代化的

目标取向。1958 年，毛泽东提出以土肥水种密保

管工为内容的“农业八字宪法”，明确了中国较

长时期内的农业技术改造方向。1959年 10月 18日，

中共中央批转农业机械部报告的指示中提出：“应

该根据从一九五八年起以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实

现农业现代化，即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

学化、电气化的总任务和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

十年以内大解决的机械化的步骤来拟定，要尽可

能快地促进农业技术的改造，不断提高农业各方

面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10]

这表明，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初期，农

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成为中国农

业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和目标取向。这实际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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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是以工业为先导的现代化。

在推进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为重

要表征和目标取向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毛泽东

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1]132、“农业的根本出

路在于机械化”等观点。毛泽东高度重视推进农

业机械化，将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和突破口，

其所作出的深邃论述，在实践中产生了深刻和重

大的影响。

一是把农业机械化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组成部分和标志之一。在我国还处于农业

社会的发展阶段，毛泽东主张发展农业机械化，

一开始就不是将农业机械化的作用仅限于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而是将其定位为巩固工农联盟、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

大举措和重要组成部分。（1）将农业机械化作为

解决工人和农民之间矛盾的重要路径之一。早在

1937 年 8 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指出：“不

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11]311

（2）在创建农垦事业之初，毛泽东根据《共产党

宣言》将建立农业产业军作为十大纲领之一，提

出要建设一支采用现代化机械和科学技术的农业

大军 [12]。（3）1953 年 12 月，毛泽东修改过渡时

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指出：“把在我国绝大部分

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

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

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

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

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

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

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

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

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

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

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3]

（4）1954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草案时，将农业机械化纳入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全

局进行统筹。毛泽东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

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

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14]329（5）把农业

机械化作为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不可或缺的条

件。1955 年 7 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的报告中强调：“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

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

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

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4]438

（6）把农业机械化作为动员群众解决现实困难的

措施。1966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机械

化问题的一封信中谈到发展农业机械化时指出：

“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

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

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

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

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

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

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

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

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

甚少着想；再者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

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

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

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

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5]428

二是毛泽东作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

化”的论断。1958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在成都

会议上谈到改良农具逐渐实现农业机械化时指

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

动手动脚，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

替肩挑，就会大大提高劳动效率。1959 年 4 月

29 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写给省、

地、县、社、队同志们的一封信中进一步指出，“农

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5]49。

三是提出包括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等在内的农

业技术改造时间表。新中国刚成立之际，就把改

良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作为推进农业技术改造的

重要内容。1950 年 5 月 18 日至 6 月 26 日，根据

毛泽东的指示，政务院在中南海举办新式农具展

览会，共展出东北改良农具 14 件、苏联马拉农具

18 件、华北马拉农具 21 件，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民

主人士观展，以推进改良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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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开展。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

报告中向全党发出了用 20~25 年时间完成包括农

业机械化、电气化等在内的农业技术改革的号召：

“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

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

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

的实现而奋斗。” [14]438-4391958 年 11 月 10 日，毛

泽东在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

议》的修改和信件中，把机械化、电气化列为农

业工厂化的主要内容 [15]。1959 年 4 月 29 日，毛

泽东在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写给省、地、县、

社、队同志们的一封信中提出了更具体的时间表、

主要目标及具体措施，即在 4 年内小解决，7 年内

中解决，10 年内大解决；从 1959 年起的 4 年内，

主要目标为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

每县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

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

全县比较进步的农具，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后才

成批制造和推广 [5]49。1962 年 9 月 27 日，中共八

届十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

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明

确：“我们党在农业问题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

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

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16]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国务院于 1966 年 7 月在武汉召开了农业机械化湖

北现场会议（这是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

对到 1980 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作出工作

布置。此后，1971 年 8 月至 9 月和 1978 年 1 月，

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农业机

械化会议，以促进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

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内容的“农业八字宪

法”的技术改造方向和以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

电气化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取向，既是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处于传

统农业阶段的实际而形成的对农业现代化的认知

结果，也借鉴了国际上以石油农业为主导推进农

业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对以耕畜、劳力等传统农

业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中国而言，推进农业机械化、

电气化等，实现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广泛应用，

不仅可以改变传统农业时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

辛劳作，还可以提高耕作质量和效率，进而实现

农业增产增效。

三、推进服务农业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建设

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内容的“农业八字宪

法”的技术改造方向和以农业机械化、水利化、

化学化、电气化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取向，实际

上明确了农业现代化要以工业先行来带动其发展

的目标路径，这为工业的发展及其产业体系的构

建提出了要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以毛泽

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现代化

的全局和战略高度，科学把握支援、服务农业的

工业体系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并在实

践中积极推进支援、服务农业的工业体系建设。

一是农业发展要以工业发展为前提。1951 年

12 月，毛泽东指出：“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

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4]207

这就明确了要促进农业发展就要先行推进重工业

发展的思路。《人民日报》发表的 1953年元旦社论，

向全社会阐明了以工业发展带动农业发展的关系：

“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

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而要达到这个目的，

就必须首先着重发展冶金、燃料、电力、机械制

造、化学等项重工业，因为正如斯大林同志在‘第

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所说，‘只有重工业才

能既改造并推进整个工业，又改造并推进运输业，

又改造并推进农业’。”[17]

二是工业要面向和服务农业。1957 年 1 月，

毛泽东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

“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

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4]200 毛泽东主持制定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

这一思想贯穿其中。1957 年 10 月 25 日的这一纲

要修改草案序言指出：“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

导下的人民政府总是尽可能援助农民的。纲要所

规定的许多农业增产措施，今后将逐步得到人民

政府的更多的必要援助。在实际上，这是工农的

互相支援，城乡的互相支援。”序言还进一步指出：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和工农互相支援，

是农民解放的保证。”[18] 其将工农互相支援、城

乡相互支援提到农民解放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

1959 年 6 月 29 日和 7 月 2 日，毛泽东在谈到庐山

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时强调，“重工业要为轻

工业、农业服务”，“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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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化肥，三曰饲料”，“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

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

定一下”[5]78-79。

三是工农平衡发展。1959 年 6 月 29 日和 7 月

2 日，毛泽东在谈到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时，强调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以农业内部

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农业和工业的平衡为

基础的综合平衡，并强调工业为农业提供生产资

料：“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

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

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

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

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

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

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

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

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

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

轻重”，“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

是工业”[5]78, 80。1962 年 3 月，周恩来在中央财经

工作会议上作了一副对联，上联为“先抓吃穿用”，

下联为“实现农轻重”，横批为“综合平衡”[19]，

这是对农轻重综合平衡要求的生动表述。改革开

放初期，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农

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

相结合”[20]，这道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轻重”排列上对马克思主

义工农关系理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内，围绕以土肥水种

密保管工为内容的“农业八字宪法”的技术改造

和以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为目

标取向的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在全国一盘棋集中

力量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并优先发展生产资料进

程中，积极推进支援、服务农业现代化的工业体

系建设，逐步形成以重工业为中心并带动农业现

代化建设、农业为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的工农产

业体系。为了推进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建

设，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专门设置了农业机械

部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业机械工

业、农业化学工业等快速发展。到 1976 年，中国

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8 629.6 万千瓦，化肥施用量达

582.8 万吨。同时，工业的发展也提升了农业科研

装备及技术推广设施水平，为农业新技术的研究

和应用奠定了基础。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这是中国粮食产量由

1949 年的 11 318.0 万吨大幅度增加至 1976 年的

28 630.5 万吨的物质技术基础。

四、遵循农业向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的

产业关联规律，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遵循农业向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的产业关联规律，

没有因为工业化的发展而弱化农业生产，相反，

还强化和深化了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

出，农业为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奠定基础。早在

1948 年 4 月 1 日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

就初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他指出：“消

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

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3]1316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

一步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

固的社会主义。”[3]1477 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是基

于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向其提供农产品支撑的

认识。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对农业的依赖，

一方面需要农业提供农产品原料，一方面要向转

移到工业等非农产业的人口提供食物、棉花、木

材等农产品供给。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力

水平低下，人均粮食产量仅 200 多千克（1949 年

为 208.95 千克，到 1952 年经过 3 年恢复发展后也

只有 288.12 千克），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 400
千克的粮食安全线。如此低下的农产品供给能力，

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

农业为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奠定基础的现实因素。

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以毛泽东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农产品产量增长需

跟上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要求，进一步强调要发展

农业，使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中国共产党

人面对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上的弱势窘境，

从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

命出发，选择了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战略目标。

为此，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中，全国一盘棋集

中力量快速推进工业发展。这就要求农业实现较

快发展，进而向工业提供更多的农产品。19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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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指出：“以

粮食情况来看，由于国家工业建设的发展，经济

作物地区人口增多，全国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粮

食需要量也很快增加。粮食需要增长的速度，已

经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因此，如果农业方面

不逐步实行大规模的生产，将来就一定会发生严

重的困难，这就是一方面农民的生活不能改善，

另一方面国家的工业建设不能顺利进行，人民的

生活和市场物价不能保证稳定。”[21]1955 年，中

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

化问题的决议》，把农产品产量增长作为促进工

业化的举措。其指出，“我国工业的发展是迅速的。

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

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2]

在国民经济偏向重工业的运行态势下，以毛泽

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强调必须

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中国在实施工业化战略进

程中，尽管明确了稳固农业基础以发展国民经济

的指导思想，但在实践过程中，向工业偏斜、农

业发展跟不上工业发展步伐的问题长期存在。在

启动国家工业化战略初期制定和实施“一五”计

划时，中央就强调要解决农业落后于工业的问题。

受“大跃进”运动中动员大量农业劳动力大炼钢

铁及人民公社在建立过程中挫伤农民积极性等对

农业生产的影响，当时，农业大幅减产，农业不

能提供必要的农产品，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困境。

在总结这一深刻教训的基础上，1960 年 3 月，毛

泽东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工业为主导”的

方针。1960 年 8 月 10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

央印发的《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的指示》，不仅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还提出了“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随后，中央实

施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和夯实

农业基础。针对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没有很好落

实的问题，1962 年 7 月 20 日，毛泽东与各大区书

记谈话时说：“我发了一道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提出四年了，就是不实行。既不请示，也不报告。

如果你们不实行，我兼计委主任，你们作副的，

到哪里都可以革命么。”[23]

1953—1976 年，尽管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

进程中中央反复强调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

础地位，但由于当时以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为战

略目标，加之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向工业倾斜，

导致夯实农业基础地位的方针在实践中落实不到

位。由此，中国经济长期存在工业偏斜运行的问题。

当时，尽管工业发展带动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

提升和农产品产量的快速增长，但与发展更快的

工业相比，农业的发展速度跟不上去，成为现代

化的短腿。加之全国人口快速增长，人均粮食产

量长期徘徊在 300 千克左右，使得农产品供给短

缺问题严峻，长期实行凭票证限额供给的品种较

多。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加快农业发展

决策的重要原因。

五、余论

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工农相

互支援联动发展的实践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其对工业或农业发展的推进不是孤立的，

而是遵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先行发展并带动农业

现代化的规律，统筹工农业相互支援并促进联动

发展，构建以重工业为中心并带动农业现代化建

设、农业为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的工农产业体系。

一方面，以工业化为战略重点，通过推进农业国

向工业国转变初期工业这一先导产业的快速发展，

既带动综合国力和现代化水平快速提升，又通过

发展农用工业，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机

械、电力、化肥等现代生产要素。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

绕以国家工业化为经济建设的重点和突破口，推

进包括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

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工农城乡

关系，破解了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追赶世界工业

化进程的问题，促进了工业体系的快速建立和工

业化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性演进。其显著

标志首先是实现了工农联动发展目标，包括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现代化建设随之推进和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不仅如此，随着以

此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增强，以中国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得到恢复为标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

以提升，中国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都稳稳地立了

起来。换言之，毛泽东基于工业化后发国家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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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对如何推进工业与农业相互支

援联动发展进行的探索，遵循了产业演进的一般

规律，构建起以重工业为中心并带动农业、农业

为工业提供农产品支撑的工农产业体系，这是中

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工农相互支援联动发展的实践表明，对

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农城乡关系的讨论，

不能仅仅看到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支持而弱化了

其自身发展能力，还要看到工业为农业提供现代

生产要素，进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大幅度提升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为农村提供现代生活用

品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作用。

简言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农相互

支援联动发展实现路径的考察表明：以毛泽东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交了作为工业

化后发国家如何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中国式答

卷，其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具有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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