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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年：工业化与国企（上）

文 _王绍光★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新中国成立 7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实现了

工业化，而且工业化的水平越来越高。看一个社会是

否进入工业化，可以借助 4个基本指标。

第一是结构变化。首先是国民经济的构成是否发

生了变化？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比重怎样？其次，

在工业部门内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否扩大？考察结

构变化，要关注轻、重工业的比重发生了什么变化，

还要看其产品结构是否发生了升级换代？其技术含量

是否有所提升？

第二是量的增长。包括生产总量、人均产量增长。

第三是效率的提升。生产同一产品所需时间，劳

动力和原材料等消耗。效率既包括劳动生产率，也包

括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是地区分布。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里，工业化

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了工业化？这应该是衡量工业化不可忽略的一个指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对

中国的工业化提出两大期待。他的第一个期待是，中

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第二个期待是，中国

不仅要实现工业化，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

完整的工业体系。

1949年 9月 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 28条规定了国有

经济的使命：“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

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

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

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

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共

同纲领》第 35条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使命：“应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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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

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

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

化的基础”。这里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重要性。由此可见，《共同纲领》不是一个

简单的政治声明，它包含丰富的内容，具体

地规划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新中国的起点

关于新中国的起点，本文从四个方面加

以考察，即经济、工业、资本、国企。

经济的起点

新中国经济的起点，我们首先从结构特点分析，

其次看量的特点。

从结构上看， 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5亿多人口中，只有大约 200万人从事工业；工业总产

值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10%左右。不仅比欧美国家，

比俄罗斯也落后很多。而俄国在一次大战前的 1913年，

工业比重已经占其经济总量的 43%。 

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

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卷第 756

页），1920年时，中国新式产业（排除农业和手工业

的现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等）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7%；

到 1936年也仅为 13.37%，这已是战前的最高水平。到

1949年，全国新式产业的比重提升至工农业总产值的

17%，其余超过八成仍是传统产业，主要是农业。由

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构成的现代部门份额更小；

以 1933年为例，它仅占 GDP的净值大概 3.4%，实在

是经济中非常小的一个板块。

到 1952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已经超过战

前最高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占整个 GDP的 51%，工

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加起来大约占四分之一，服务

业与批发零售业加起来大约也占四分之一。中国依然

是典型的农业国。

与印度相比，在 1949-1950年期间，印度的经济

结构比中国稍微先进一点，工业就业人员、服务业就

业人员占就业总量的比重都比中国高，农业就业人员

比重比中国低。印度的人均 GDP高出中国三分之一。

与全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非常

低的。在 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库里，1950年，有

126个国家的数据。排除三个海湾石油国家的极端个例，

图 1按它们各自人均 GDP的水平由高到低进行排列，

中国位于倒数第 7位，也就是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

家之列。这就是我们经济的起点。

工业的起点

新中国工业的起点之低，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

象的。

旧中国的工业，绝大部分是手工业，机器工业很

少。手工业生产方式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不能与现代工业同日而语。1933年，手工业产值占工

业的 73%，现代机器工业只占 27%。

即使在机器工业中，绝大部分是半机械化生产，

一半用机器一半用人，技术非常落后。1912年到 1936

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只有 11件专利，可见技术有多么

落后。

从工业部门结构来讲，绝大部分为消费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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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工业总产值的 70%左右；生产资料的工业产值只有

30%左右。那时候，中国著名的厂家无非是一些纱厂、

面粉厂、火柴厂而已。

从地理分布来看，绝大部分现代工业集中在东部

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内地只是几个大城市，如重庆、

武汉点缀着一点点现代工业。进入中国腹地，很难找

到现代工业的痕迹。

当时中国的工厂数量少、规模小。1949年新中国

刚成立时，总共有 12.3万家私人工业企业，一共雇佣

164.4万工人；其中雇佣10人以上的工厂只有1.48万家，

占私营企业总数量的 12%左右，雇佣人数 92.5万。按

当时的标准，雇佣 10人以上就算上规模的企业了。所

有这些企业加在一起，资本净值只有 25亿元左右，总

产值只有不到 70亿元；其中 10人以上企业的资本净

值为 14亿元，产值为 46.6亿元。  

解放初期，私人工商业发展势头很好。到 1953年，

全国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增加到 15万个，但其中职

工在 500人以上的企业一共只有区区 167个，占总数

的 0.1%。而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雇佣 500人以上

的企业已经占全部企业的 54%以上，当时俄国和欧美

相比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早在 1907年，德国雇佣

1000人以上的工厂已经达 580家之多。

1953年，中国职工在 50人以上的企业也只占企

业总数的 3.74%。职工 10人以上企业虽有了大幅增加，

但也不到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这些 10人以上的工

厂中，仍有 60%的企业使用手工工具。其它占 70%的

10人以下的企业只是手工业作坊，绝大多数没有现代

动力设备，产品不能定型和按标准化批量生产。不难

想见，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多么落后。

1953年，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而不

是重工业，其中食品与纺织工业的职工人数和产值占

全部工业的一半以上。那时的重工业主要是燃料工业，

如煤矿，其产品固然可以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但主

要是直接用于城市人口的消费。

当时的工业产品结构相当原始。当年，几乎没有

什么稍微现代一定的工业产品前面不带“洋”字，“洋

纱”、“洋布”、“洋火”、“洋烟”等等。这个“洋”

表达的意思是，要么是从外国进口的，要么是模仿洋

货制造的。

工业产品产量非常低。不仅消费品的人均产量很

低，由于战争的破坏，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为 15.8万

吨，1952年钢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也只有 135

万吨，每个中国人平均只有 2.4公斤。发电量也是如此，

中国现在每一天的发电量就是解放前最高全年发电量

的三倍！

当时，中国的很多工业产品都不如印度。印度的

人口当时是 3.5亿人，中国是 5.4亿人。印度的钢、生

铁、糖、水泥、硫酸、原油等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是

中国的 1倍、2倍、3倍、4倍、5倍一直到 8倍之多；

纱、布、发电量也比中国高。中国产量超过印度的产

品只有原盐、烧碱、卷烟、纯碱，然而平均到每个人，

印度与中国也差不了太多。直到 1954年 6月毛泽东还

有这样的忧虑：“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凳子，

图 1  世界各国人均 GDP（1950 年）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April2019, https://www.conference-

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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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把它磨成面粉，还能造纸。

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

不能造”。①

新中国成立三年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

经全面、大幅度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但是，中国当

时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 12%的东部

沿海地区，主要是两大块，一个是上海，一个是东北，

此外还包括天津、青岛、广州、南京、无锡这些城市；

除了武汉和重庆以外，内地几乎很少有现代工业；在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痕迹。

总之，当时中国的工业在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

它地方。

国家资本的起点

要发展工业、发展现代经济就需要有资本投入。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它

们企图置新中国于死地。新中国只能靠自己进行资

本积累。

在旧中国，工业、交通运输、商业以及金融业的

资本，来源不外乎三种：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

其中工业资本规模很小，到 1948年外资、官僚资本与

民族资本加在一起也才 37.1亿元（按 1936年币值），

加上交通运输业资本 28.4亿，整个产业资本加在一起

是 65.5亿元左右。而商业资本、金融业资本加在一起

是 77亿左右，产业资本的体量不如商业与金融业资本

的体量。所有这四类资本的总和是 142亿多，平均到

每个中国人头上只有 26元钱。这 142亿减去 11亿元

的外国在华资本，国内资本只有 131亿元，平均每人

只有 24元。

当时国内资本的大头是官僚资本，约 76.7亿元，

主要包括国民党官营企业的资本，其主要来源是抗战

胜利后没收日、德、意三国以及日伪汉奸的资本。

官僚资本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在前者占比

91.6%，在后者占比 88.9%，都是绝对主导地位。在工

业领域占比稍低，但所占份额（43.1%）依然比外国资

本（16.8%）和民族资本（40.1%）都要高。

民族私人资本发展了几十年，到解放前规模约

54.6亿元，只占资本总额的 38.3%。更何况，在这

50多亿元私人资本中，产业资本只有 16亿元，不到

27.2%的份额，70%以上的私人资本集中在商业与金

融业。到解放前夕，在与工业化直接相关的产业资本

中，份额最大的是官僚资本，占这类资本的三分之二。

指望私人资本担负中国工业化重任，显然不现实。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产业资本中，帝国主义

在华工业占 11.2%，本国资本占 88.8%，其中官僚资本

64.1%，私营 24.7%。这主要是因为抗战结束以后，占

外国资本 87%的日本资产由国民政府没收，成为国有

资本。1949年 2月份，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来的代表米

高扬时，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在一定程

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日本

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

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

这样，“中国工业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了。

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没收敌产实行国有化，实际上

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共产党接收政权时，

国有化的份额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在工业领域。

国有企业的起点

为什么新中国会大力发展国有企业？

首先是因为国有化是那时的时代趋势，可以从四

个方面看。

第一，国有化是近代中国各政党和政治文化精英

的共识。孙中山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

在他看来“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

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

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有发达国家资

①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954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29 页。



中国道路

14

本”。①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两位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

照也认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三个原则：（1）现代

化主要是工业化，中国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

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

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官方人士这么

看，知识界也这么看，就连最亲西方的留美学生也不

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曾对中国留

美学生做过一次盖洛普式调查，它发现，“目前在美

的大学生对于久远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主张社会主义”。

51.5%的留学生主张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和公用

事业应该国营 , 更有 6%的人主张轻工业也应该国营 , 

而主张完全民营者不足 5%。 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多。

第二，国有化是战后世界各国的共识。以中国

的邻国——战后朝鲜为例，无论南北意识形态有多

大差别，大多数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政党都相

信，计划经济体系是朝鲜最好的选择。最激进的右

翼政党（独立党）、最激进的左翼政党（共产党），

最保守的政党（民主党）统统持这种看法。就连驻

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任命的民政长官安在鴻

也不例外。

其实朝鲜的道路也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当

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走的几乎

都是这条道路。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亦是如此。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年，英国工党党章第四条便

明确了追求国有化、公有化的目标。二战结束不

久，执政的工党便开始推行经济国有化。1946年，

英格兰银行与所有民航公司被国有化，开办全国医

疗服务；1947年，所有电信公司都被国有化，并创

立国家煤矿局；1948年，铁路，运河，道路搬运和

电力公司也被国有化；1951年，钢铁工业和汽油提

炼工业被国有化。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欧

洲各国投资中公有部门的占比依然很高：奥地利达

65%，法国达 55%，英国达 25%，西德达 20%。到

80年代末，私有化的声浪日渐高涨。1988 年，世界

银行曾出版过三卷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技巧》，

据其统计，至少有 83 个国家已开始尝试私有化。

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绝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没

有开始私有化。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从反面告诉我

们，国有化在世界各国（包括那些非社会主义阵营

的国家）曾经达到什么样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

义，却没有经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社会主义模

式是苏联模式。既然苏联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国有制

的基础上，中国当时必定会受到影响。然而，中国

后来采取的公有制形式与苏联不完全相同。在中国，

集体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国大量的国有企

业是地方国企，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传统。中国与苏联另

一个不同点：苏联是革命后才开始建设新的经济、

政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早已

拥有大片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共产党早已建立

了一些公营经济实体，并积累了运作经验。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已占全

国工业固定资产的 80.7％；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

业总产值的 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 41.3%；

在工业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

位；交通运输行业更是几乎 100% 掌握在国有企业

手里；银行业也不例外。

在 1949-1954 年间，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益上也

优于私营企业。1950 年以后，公私合营企业（国有

化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遥遥领先于

私营企业。②这也是在当时的历史发展背景下，为

什么支持国有化发展的重要理由：国有化更有效率，

为什么不能搞国有化？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1924 年 8 月 10 日），《孙中山全集》第 9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91 页。

② 数据来源：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三编第七章第二节“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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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

了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到 1957 年，中国经济的

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2 年，国有经济

只占国民经济 19.1%；到 1957年已达到三分之一。

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额从 6.9% 降到 0；个

体经济从 71.8% 降到 2.8%。在此期间，发展最快

的是合作社经济，即我们后来叫做集体经济部分，

它的比重从 1.5% 跃升至 56.4%。这表明，在所有

制结构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很不

一样：我们有大量社会主义性质的、或公有性质的

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苏联则是以国有制为主体。

以上，我们从经济、工业、资本、国企四个方

面讨论了新中国的起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

起点都是非常之低的，往前每走一步应该都不容易。

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缺乏工业基础、缺乏人才、缺乏资本、缺乏经验。

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穷国，不知如何实现经济上的

飞跃。其实，新中国刚起步时，比它们还要难，但

路选对了，就能进入新天地。

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已经在

设想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在他看来，

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

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

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

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

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

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

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

业国”。

当然，毛泽东深知，要实现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

首先要在政治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

的中国”。此前105年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没有独立、

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

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

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

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

已经实现，为创造“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

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①

建国后，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

问题，也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

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

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

展农业和轻工业”。② “以重工业为中心”是学习苏

联经验。毛泽东指出 :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

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

很艰苦的 , 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 , 必须善于

学习”。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80-1081 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40-241 页。

新中国经济建设是由农业国逐步变为工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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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学习”，①因为“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

但“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

算完全”。② 

学习苏联经验，绝不意味着照搬苏联经验。“搬，

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

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

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

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③苏联的

做法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

重发展的不平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一定要引以为戒。他坚信，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

一基本情况出发，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

发，探索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详细地

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工业必

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

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

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

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

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

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

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

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

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

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

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

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

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

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

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④

在毛泽东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

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

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

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

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

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

加稳固”。⑤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关于中

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 , 毛泽东把他的思

路概括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⑥

道路确定了，但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

艰辛付出。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

更何况当时中国进行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划时代伟大

探索。今天有些事后诸葛亮，对前人走过的路横挑鼻

子竖挑眼，他们觉得共和国的前 30年有那么多失误，

犯了那么大错误，仿佛是一片漆黑。这是心智发育不

良的表现。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面对世界

列强的封锁禁运，要探索一条工业化道路，没有现成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956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17 页。

②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 （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473 页。 

③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1958 年 3 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66 页。

④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41 页。

⑤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5 页。

⑥ 毛泽东，“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1959 年 6 月 29 日、7 月 2 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78 页。

上海松江区打造一条40公里长的沪西南科创示范走廊



经济导刊

17

2019·10

的路线图，不走点弯路，不犯点错误，可能吗？ 

国有企业的成长

1957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共有国

有工业企业约 5万家。第二年大跃进，这类企业猛增

至约 12万家。从 1959年起，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开始

下滑；到 1964年，降至谷底，约 4.5万家，比 1957年

还少。然后开始恢复，到上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

国有工业企业是数量大概是 8.5万上下。是同期集体工

业企业的数量（约 35万家）的四分之一。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并不是很多。1952年刚刚超

过 500万，“大跃进”时期猛增至 2300多万人。一下

这么多人进城吃商品粮，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无力支

撑。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调整期后，

大量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精简掉一

半，剩下 1100多万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 80

年代初，已超过 3500万人。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就

业人口也在快速增长，1952年只有不到 2500万人；到

1984年，已超过 1.2亿人。除大跃进时期外，国有工业

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三分之一。

除了大跃进期间与文革初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

与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双双持续快速增长。刚解放

时，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占比只有 26.3%；

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 50%以上。大跃

进将国企的占比拉高到 90%左右；其后，这个水平一

直维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队企业（即后来

人们所说的乡镇企业）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

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兴起后，国企的占比才逐

渐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 70%以上。可见，尽

管国企的单位数、职工数不多，其对工业的贡献非常大，

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近些年来，有些人不断散布一种说法：凡是国有

企业，效率必定低下。它误导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

据统计数据，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

营企业。表 1（见下页）告诉我们，从 1949-1984年间，

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 1952年为

100%的话， 1984年则为 336%，提高了 3倍多。

随着国企的工业总产值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

它们产生的利润与上缴的税金也水涨船高，每隔几

年上一个台阶。1952年，两者相加不过 30亿元；到

1984年，已突破千亿大关，增长近 34倍。在这个时段，

政府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即国企利润全部上缴，

亏损国家弥补，扩大再生产费用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

因此，国企实现的利润与税金都是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国家资本的成长

资本对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至关重要。新中国的资

本积累不仅不能靠对外扩张，还要随时提防帝国主义

的入侵。在这样的情况下，积累资本只能靠自己。从

1949年到 1984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 47.71

倍。这些钱从何而来？主要靠国家财力！国家财力从何

而来？主要靠国企积累！ 

1952年，国有固定资本投资为 43.56亿元；其后 8

年高速增长；到 1960年已达 416.58亿元，几乎是 1952

年水平的 10倍。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1984年突

破千亿大关，达到1185.2亿元，是1960年水平的两倍多。

从 1952年到 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部分的统计范

围仅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因此，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百分之百由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

直到 1981年以后，统计数据中才出现集体经济、个体

经济及其它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在 1952-1980年间，

集体经济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资产投资，但占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的比重不会很大，估计在 5%-10%之间。毫无

疑问，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

比重占绝大部分。“外资”首次在 1977年出现，但直

到 1984年，其份额一直在 5%上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

国，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生力军，则要等到 1992年邓

小平南巡以后。

在共和国历史的头 30年，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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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那么多的钱进行投资，实在是

不容易。当年靠节衣缩食、压低

现有消费去投资未来的做法，叫

做“勒紧裤带搞建设”。在 1953-

1984年的 30年间，国有单位固

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平均

值为 43.4%。中国每年拿到的财

政总收入中有 43%投入到了新增

固定资产里面。可见，新中国创

建初期，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有多拼。

国家财力的钱从哪里来呢？ 1952年，财政收入的

60%自于全民所有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财

政收入的 80%以上来自于全民所有制；这种情形一直

持续到 1984年。也就是说，国家财力的钱来自于国有

企业；国家拿到的钱，大部分又投入到国有经济作为固

定资产积累，构成一个良性循环。

中国有一句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

良性循环持续运作了 30年，日积月累的成效是惊人的：

国有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从 1952年的 148.8亿元增

至 1984年的 5170亿元，国有工业的底子越来越厚。

在一篇发表于 1982年的论文中，美国经济学家威

尔弗雷德 •马伦鲍姆对比了中国与印度的发展状况。

到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已经出现巨大的差异。他认

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印度的年度投资率通常比中国

低 10%或更多。多年积累的投资差距，导致中国的经

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换句话说，在推进工业化的

过程中，中国暂时牺牲了当前消费，最终却极大地促

进总体福利的快速增长。形象地说，在工业化的初级

阶段，中国采取的是强行军方式。强行军肯定对即刻

的体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战，但正是这种方式使中

国得以后来居上。

工业的成长

因为有大量国家投资，在共和国的前 30年，中国

工业高速发展。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增加值增长迅速。1949年，中国的工

业增加值不足 120亿。此后，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快速

攀升。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工业增加值有小幅跌落；

其它年份里，它一直呈上升态势；到 1984年，中国的

工业增加值已达 2815.9亿元，是 1949年的 23.5倍。

1949年，工业增加值只占 GDP的 17.6%，对国

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既小于农业，也小于服务业。到上

世纪 7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体量大增，占 GDP的比

重已超过 40%，成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国内生产总

值贡献最大的部门。

其次，工业内部构成更趋现代。考察一国工业的

发展水平，不仅要看总量，也要看其内部构成。解放

初，中国的工业部门不仅规模小，而且结构以生产简

单的消费品为主。刚解放时，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

之三左右由轻工业构成，1952年，仅纺织与食品两个

行业的产值就占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此后工业

产值的构成发生快速变化，重工业的比重在 1951年超

过 30%，1960年达到巅峰 66.7%。上世纪 60-80年代，

该比重一直在 50-55%上下摆动。其中电力、冶金、石

油、化工、机械工业的比重大幅提升，到 1984年在工

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已超过 50%。 

重工业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考虑，优

先发展重工业至少还有四个重要的理由。（1）中国当

时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必须发展国防工业，而

国防工业就是重工业。 （2）推动铁路、公路、内河航运、

表 1  国有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 按 1970 年不变价格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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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海运、航空的发展，必须靠重工业。没有现代交

通运输体系，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无法互联互通、协

调发展。（3）轻工业本身使用的机械必须由重工业生

产。（4）发展农业机械、水利设施都得靠重工业。

电力作为重工业的一部分，整个现代工业都有赖

于它。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少得可怜，只有区区 43

亿千瓦时。1984年，中国的发电量达 3770亿千瓦时，

是 1949年水平的 87.7倍，已居世界第六。到 1984年，

中国的很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经进入世界排名的前

列，其中棉布产量已排世界第一，基本解决了全国人

民“穿衣”问题。

第三，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更加平衡。不论是看

整体工业总产值，还是分开看轻工业、重工业，我们

发现，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内地省份的比重上升，

说明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而不再是集

中在少数几个点上。

最后，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1980年，世界银行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考察，让该考

察团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建

成，尤其是那些与装备制造相关的行业。虽然在许多

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但其机

械和冶金产品的份额并不比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小多

少。可以说，中国目前在生产资料方面基本上是自给

自足的（进口不到 10％）。”①虽然中国仍是一个穷国，

但它已实现了毛主席的一个愿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

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当时与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

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成长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考察：经济增速、

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收入水平。

不少人有个错误的印象，好像 GDP增长率在改

革开放前是停滞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快

速增长。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 1950-1978年

间，GDP的年均增速接近 8%。如果从 1950年一直算

到 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则为 8.09%，人均 GDP

的年均增速也达到 6.08%。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相比，

新中国头 35年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相当突出的。

从经济结构的演变看，新中国在头 35年实现了毛

主席的另一个愿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

立时，第二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 13%，第一产

业占 GDP的比重高达 68.4%，1952年第二产业比重超

过 20%，1975年超过 45%，之后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

上下。到 1984年时，中国可以有把握地说实现了初步

的工业化。

综上所述，到新中国成立 35年时，毛主席的两个

期待基本都实现了。

然而从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看，中国那时离现代

化还有不小差距，依然任重道远。

虽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了

45%，但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重还非常低：

1952年为 7.4%，1958年一度达到 26.6%，1984年为

19.9%。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也不高，1952年为 9.1%，

1984年为 16.1%。在 1984年，二、三产业的就业加在

一起约为 36%，这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

的比重仍高达 64%。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的中国还

有一条腿陷在传统农业中。

另外，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一方面进步不小，

另一方面水平还很低。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

只有可怜的 66元，到 1984年达到 549元，是 1949年

的 8.32倍。建国头 3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

度是 7.1%，可以说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1984年

人均500多元钱的水平在世界上还是属于穷国的行列，

刚刚进入温饱阶段。

（编辑  季节）

① World Bank,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1., The Economy, Statistical system, and Basic Data(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3), p.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