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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改革开放，需要怎样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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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有识之士，都希望能从中学习

经验，推动本国的发展。对于他们而言，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只看最终的成果，也要看

中间的艰辛历程，更要了解改革开放的基础。就如同一个饿汉吃到第 5个馒头的时候感觉饱了，

他也要知道前四个馒头，可绝不是白吃的。否则单单学习一两条政策制度，或单纯鼓励“思想

解放”，未必能取得好的结果。 

前 30年人均寿命倍增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民族生存问题，是如何摆脱百年来落后挨打的

局面。1840年以前，中国整体上讲不可谓不富裕，然而西方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没有几十

年的功夫就把中国打趴。 

到 1949年，中国不能自主生产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艘机械化战舰，甚至一辆自主核

心部件的汽车，民生凋敝，经济破碎。 

新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快速工业化，把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建成有完整的工业体系

的工业国；如何摆脱被帝国主义核讹诈，必须勒紧裤带搞自己的两弹一星，提高战略威慑国防

能力；如何提高全民素质，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钱，需要国家经济最原始的积累。然而，贫弱的中国，百废待兴，

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从哪里来？无论英国、美国、还是日本，虽然程度或许有别，但工业化的原

始积累无不是靠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发展权，通过战争掠夺实现的。 

那么中国靠什么？勤俭节约、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尽可能从自己口中省出每一分钱用在

工业化上。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从哪里来，自然绝大部分必然来自农业。怎样

从农业来，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平二调”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一个农业大国最大

限度高效积累财富、创造财富的最佳制度选择。 

有史以来，依靠自身的原始积累从农业国迅速变成工业国的，只有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

主义国家。亚洲四小龙是战后几个少数跻身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然而，他们工业化的原

始积累虽然没有通过战争手段掠夺他人，但是却离不开西方的各种援助，有美国开放的市场，

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战争财，即便如此他们基本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从来没有建

成自主完整的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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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 30 年中国人民上下一心的艰苦奋斗，到 1978年，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

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科研教育体系、和包括战略核威慑能力在内的国防体系，为改革开放后

中国全面崛起，各产业技术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础。 

按台湾作家李敖的话说，这是中国人民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换来的。中国农民做出了巨

大的牺牲。 

然而，即便如此，前 30 年是中国人民无论身体素质还是文化素养都是上升最快的时代。

1949 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 35岁，文盲率高于 80%。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尽管国家拿出

很大的资源用于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发展科研、普及义务教育、改善城乡医疗条件，全中国

人民，从国家领导到普通百姓，节衣缩食，但是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生活质量最重要的指标，人

均预期寿命却一直快速上升，其增长率远远高过丰衣足食的后四十年。 

到 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上升到 68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识字率上升到 80%

以上。 

最能体现社会生活质量的指标是人均预期寿命，中国人由解放前的 35岁上升到 1978年的

68 岁。而比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多得多的印度，1947 年独立时人均寿命 47岁，到 1980年只有

53 岁，曾经的亚洲富国，美国前殖民地，继承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菲律宾 1980 年人均寿命为

60 岁，充分反映这三国的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进步水平。 

 

图 1 

中国人民用短短 30年，在一个落后、饱受战争创伤的农业国，初步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覆盖所有主要学科门类的科研和教育体系，以及包括两弹一星战略

威慑在内的国防体系。而这一切，正是全体人民精打细算，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在保证人民

群众基本生活的基础上换来的。 

就比如中国高铁横空出世，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超越日德法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包括机

车车辆制造、轨道、控制系统和土建等复杂庞大的产业链，不是仅仅下了个金蛋那么容易，是

新中国建国以来，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技术、人才和产业基础积累的结果。 

有了这样坚实的基础，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世界拥有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研体

系的国家。从航空航天，到芯片、超级计算机，从航母，到导弹、核潜艇，从北斗导航，到汽

车、高铁，造船，从智能手机，到互联网通讯、商务……凡是世界上有的主要产业，中国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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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问，日本有导航卫星、核潜艇吗，美国有高铁、手机产业链吗？中国已经是这个星球拥

有最完整产业链条的国家，不用“之一”。 

印度也有大国梦，然而他们的现代化基本靠买，就是因为印度虽然已经独立建国 70年，

从来没有建成自主完整的工业体系。印度也想有自己的高铁，然而不管是自主创新还是“山

寨”，牛车作坊无论如何也造不出高铁列车。 

战后与中国同时起步，继承英国殖民地包括世界名列前茅庞大铁路网在内的工业基础，以

及比中国更幅员辽阔的耕地资源，工农业条件比中国好得多的印度，70年来，不仅没有比中

国更好地解决农业问题，工业化、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仍然遥遥无期，而且至今也没有解决“肚

子问题”。 

吃从来就不是前 30年的最高战略目标 

宋朝，世界最大，最富裕的经济体，世界少有的小康社会，然而就是因为缺少战略家，缺

少居安思危的意识，最终被一个几十万人口的部族所灭。 

前 30年中国所面临的敌人比宋朝的还要强大得多。怎么吓阻敌人的野心，就需要展现你

的战争意志、决心和能力。朝鲜战争初期中国政府曾经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不要越过三

八线，美国人不听！首先它认为你没有那个实力，其次你没有那个战争意志，最终美方误判，

使克拉克感叹自己成了“第一位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美国陆军指挥官”。 

六十年代中国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实力差距巨大，并且它们对中国都充满敌意，中国只有发

展自己的战略威慑能力才能彻底消除两个超级大国的“误判”冒险，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头

等大事绝不是“吃饱肚子”，不是奔小康，而是扎紧篱笆。 

中国国防建设必须不惜代价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确保后发制人的二次核打击让对手必须承

担挑起战争的后果，那种不可承受之痛。同时，必须展示中国的强大的战争意志和准备。深挖

洞，广积粮、疏散人口和三线建设，准备大打、早打、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昭告全世界，我们

准备好了！ 

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国民经济资源的再分配。大敌当前，国家的民生保障是吃得饱，而不是

吃的好。在尽可能公平、可靠地保证全中国人民基本生存需求的前提下，中国不仅从无到有建

设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建成世界少数几国所拥有的两弹一星战略威慑能力，而且实现普及义务

教育，人民生活比解放前得到普遍保障，特别是在人口爆炸的年代，基本解决了全体人民有饭

吃，有衣穿的大国难题。 

在国家工业化的大目标下，中国通过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不仅有效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

还有包括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在内，构建了世界最大的基础医疗健康保障体系；普及义务教育体

系；以及最具动员和组织能力的农村人民公社组织，用最低的社会成本保障全中国人民饮食、

健康、文化、教育的基本水平。 

正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勒紧裤带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和两弹一星的战略威慑能力，

彻底扭转了 1840 年以来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从根本上化解了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核讹诈，

世界战略格局从此发生本质的变化。中国不再是无足轻重的落后国家。到进入上世纪 70年代，

美国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共同抗击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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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国防、轻民生的准战争经济，损失了一定发展速度，但是换回战略

安全，特别是三线建设使得中国内地的工业化进程上了一个大台阶，使得全中国的工业结构布

局更加合理。 

进入上世纪 70年代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开展乒乓外交，化敌为友，改善了中

美关系，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地缘政治压力，为改革开放宽松地国际战略环境打下基础。 

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一大批新中国开国领导人相继离世，没有机会亲自把工作重点从加

强国防、随时准备打仗转移到改善民生上来，加上文革左倾对生产秩序的干扰破坏，中国经济

到了非常困难的时期。 

加大民生投入，化肥大量使用和联产承包是推动粮食产量的增加要素 

改革开放把国民经济的重心转移到加大民生投入上来，以至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军队只

能靠经商弥补国防经费的不足。然而，若是没有两弹一星做国防后盾，中国也不可能彻底放开

手脚搞民生经济。 

联产承包释放了农民的积极性，中国政府加大化肥的生产和进口，极大推动了粮食的生产。

中国一直绷紧的粮食问题得以彻底缓解。 

事实上国家的投入，特别是化肥生产和进口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升（参照图 2）。国家一

方面加大农业投入，另一方面减轻农业负担，即使单凭这些，农民生活改善也是可以预期的。 

 
图 2 

从统计数据看（图 3），中国的粮食生产并没有单纯因为改革出现大的拐点。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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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印度独立 70年了，虽然是私有化农业为主，人均粮食产量却仍然只有中国 50年代的水

平。 

可见，改革开放的成就反映了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不懈奋斗，不是学习一两条改革政策就

能成功的。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当然不可能自己建立核安全、金融安全，也不可能自

己建立工业体系，但可以借助新兴的国际合作平台，尽量争取自主发展的空间。 

【前三十年为共和国打下了怎样的基础？今日（4月 26日）9点，观天下讲坛特邀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世民书院教授王绍光，为大家梳理共和国前三十年留下的宝贵的物质

和制度遗产，敬请关注。https://live.bilibili.com/94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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