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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局面

由于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

的错误，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再加

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

，致使国民经济在 1959—1961 年陷入新中

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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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的教训，全党逐步清醒过来。

从 1960 年下半年起，党和国家开始采取调整措施。

1960 年 11 月，《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

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明确提出要纠正“共产

风”。迈出了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重要一

步。 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

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

字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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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步总结经验和提出八字方针

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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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1960 年末和 1961 年上半年，在毛泽

东的倡导和督促下，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主要领导人深入到各地农村进行

调查。在广泛深度调查的基础上，中共中

央先后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条例。

“ 农业六十条”

“ 工业七十条”

“ 手工业三十五条”

“ 商业四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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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各部门工作条例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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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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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 1 、 2 月间，扩大的中

共中央工作会议 ( 即“七千人大

会” ) 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三年

“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开展了党

内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对全

面贯彻八字方针起到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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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七千人大会及其后的进一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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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 2 月，召开西楼会议，恢复中央财经小组

由此，大规模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展开。

1962 年 5 月，中共中央会议

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

论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精减职工

减少城市人口

对工业实行关、停、并、转

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
面加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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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1961 年至 1965 年的艰苦努力，

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调整国

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

1964年 12 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

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0
4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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