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跃进”的潮起潮落中偏离正轨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中央在 1957 年冬提出了 15 年赶超英国钢产量

的发展目标，在 1958 年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化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被称为“三面红旗”。它们的提

出和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视频：《艰辛探索》 

（一）“大跃进”的发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 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

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但与此同时也夸大了主

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

计严重不足。 

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年冬

季兴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有效地提高了农业抗灾的能力，为农业增产增收打下了重要的

基础。“大跃进”的序幕也由此揭开。 

1958 年 1 月和 3 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提

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

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同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次会议通过了 15 年赶超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 5 年完成全国

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全面“大跃进”的号角

吹响了，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总路线的制定反映了人民

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大跃进”运动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 

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初是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在 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中，许多地方为了加强集体协作的力量，开始突破原有农业合作

社的规模，实行并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认为这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有效组织形式，

给予肯定，并在 1958 年上半年萌生出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想法。7 月，《红旗》杂志披

露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

思想。河南、山东等地闻风而动，建立了人民公社。在各地争先建立人民公社的形势下，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在提出要为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同时，作出《关于在



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从这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 74 万个农业生

产合作社合并成为 2.6 万多个人民公社。 

（二）初步纠“左”的努力 

1958 年秋冬，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有的农村发生杀牲口、砍树、

藏粮等现象；有的地方遭灾歉收后仍高报产量，导致征了过头粮，发生饿死人的事情；还有

的地方，人民公社的牌子刚刚挂出，就急忙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搞“向共产主义过

渡”的试点。党中央了解到出现的问题后，从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 1959 年 7 月

庐山会议前期，积极领导全党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作了初步纠“左”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1958 年 11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

州会议，指出当时大有立即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发展下去势必会

重犯苏联剥夺农民的历史性错误。1958 年 11 月，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批评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企图过

早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为接着在武昌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做了准

备。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

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讨论的基础上

重新改写的，集中体现了党对初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思想认识。决议确

认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不等

于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后，

各地相继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刹住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是，

“共产风”仍然很猛。 

1959 年 2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

集中的问题，会议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遏制“共产风”的 14 句话：“统一领导，队

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

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

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这段时间的初步纠“左”，是全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

行一些新的探索的过程。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



18 个问题，要求与会者讨论。其出发点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巩固纠“左”成果。但是党内的

高层领导对 1958 年以来的工作和当前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分歧。7 月 14 日，彭德怀给毛

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8 月 2 日至 16 日，毛泽东在

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

议》，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