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来多年积累的经济矛盾，尤其是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 1978年

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急于求成的倾向，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造成重大比例关系失调。主要

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农业和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粉碎“四人帮”之

后，粮食总产量虽然有所提高，超过了历史的最好水平，但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占有量，只

略高于 1957年。许多地方的农民口粮不足，有的地方口粮严重不足。棉花、花生、芝麻的

总产量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农业投资所占的比重，基本上没有提高。

第二，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由于轻工业长期落后，主要轻工产品市场供应紧张，

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在出口方面也缺乏竞争能力。

第三，燃料动力工业同其他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全国发电能力约缺 1000万千瓦，有

20%左右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占统配煤矿 22%的矿井采掘比例失调；石油工业后备资源

不足，增速下降；机械加工能力超过可能提供的钢材数量的 3至 4倍；主要铁路干线薄弱

区段运输能力只能满足需要量的 50%至 70%；港口装卸能力严重不足，1978年因港口压船

压货损失 8700多万美元。

第四，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农民平均收入 1978年仅比 1965年增加 26.4元；职

工平均工资 1978 年仅比 1965 年增加 25 元。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过高，1976 年为

31%，1978年高达 36.5%，大大超过“一五”时期 24%的水平。

第五，外汇收支比例失调。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 22项对外引进合作，需要花现汇 78

亿美元，引起外汇收支严重不平衡。

第六，需要就业的人和就业岗位比例失调。由于经济事业和各项事业长时间发展缓慢，

而人口增长过快，使需要就业的人数同可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之间产生了十分尖锐的矛盾。

当时，全国约有 2000万人要在城镇就业，其中 1979年急需安排的就有 800多万人。

面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和 1979年经济计划的较大缺口，陈云、李先念等长期领导

财政经济工作的老同志率先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建议。

1979年 4月 5日至 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

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讨论修改 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在更大范围内统一对国民经济调整的认识。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会上作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他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论述了实现现代化的指导

思想，调整的必要性和调整的主要任务、原则、措施等重大问题。他说：“经过这两年多

来的恢复和发展，我们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从根上改变过

来。”因此，今后三年的经济工作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边调整边前进，

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为了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他提出了 12

条原则措施。



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经济建设开始摆脱“左”的思想

束缚，逐渐迈入正确发展的轨道。但存在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和新问题。

第一，财政开支增多，造成较大赤字。1979年至 1980年经济虽然得到了发展，但财

政收入却增幅不大，而财政支出却增加较多，于是造成新中国成立 31年来最高的财政赤字。

第二，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预算内基建投资，原计划从 1978年的 389亿元压到 1979

年的 360亿元和 1980年的 241亿元，执行结果分别为 396.9亿元和 300亿元，超计划 10.3%

和 24.5%。第三，货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由于这两年在生产和经济效益没有多大增长

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职工和农民的收入，使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积累和消费总和超

过了国民收入，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种消费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从市场消费品

平衡来看，商品供应量与购买力之间的差额，从前两年有 59.9亿元节余到 1979年有差额

22亿元，1980年又增大到 84.5亿元的差额。为了弥补财政赤字，1979年动用财政历年节

余 80.4亿元，两年向银行透支和借款达 90.2亿元和 170.2亿元。这两年银行分别增发人民

币 55.7亿元和 78.5亿元，相当于 1952年至 1978年货币流通量的 63070。由于货币流通量

超过正常需要量，引起物价上涨。加上这时开始对物价进行上调和部分产品试行议价，加

剧了物价上涨。零售物价上涨和职工基本生活用品价格 1980年分别上涨 6%和 7.5%，大大

超过 1951年至 1978年年递增 1.1%和 1.35%的水平。

针对国民经济中潜在的危险，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1980年末连续召开会议，分析经济

形势，统一各级领导对调整方针的认识，决定采取坚决措施，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以保

证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

1980年 12月 16日至 2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贯

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第一，压缩基建

规模。第二，加强财政信贷管理，稳定市场物价。第三，缩短工业生产战线。第四，继续

把农业搞上去。中共中央提出，发展农业，不能靠国家大量投资。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

进一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改变以粮为纲的方针，大力发展林牧副渔业和多种经营。第五

优先保证轻纺工业发展。第六，正确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第七，下全力做到“两平一

稳”。

经过调整，中国经济取得了较好成就，使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了一

个更加坚实的立足点。

小结：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变、中国必变，已是沛然莫之能御之历史大势。真理

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思想“坚冰”，经过国务院务虚会、中央工作会议等的持续酝酿，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随着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新的步伐，大潮涌起的改革开放给沉寂多

年的中国社会带来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