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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57年) 大躍進(1958-60年) 調整政策(1961-65年) 文化大革命(1966-76年) 改革開放(1978-2000年) 
 
 
目

標 

一化 

 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 

三改造 

 進行農業、手工業及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

義改造 

 繼續以重工業作為核心建設項目，推動工

業化 

 推動農業生產，以平衡工、農業的發展 

 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鞏固和擴大公有

制 

 調整：調整經濟發展，包括農業與工業、

積累與消費 

 鞏固：鞏固現有的經濟基礎 

 充實：充實以工業品為原料的輕工業及手

工業產業 

 提高：提高質量，包括企業管理、生產

力、產品等 

 政治方面：奪回權力 

 經濟方面：重回社會主義道路 

 思想方面：恢復個人崇拜 

 外交方面：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 

 實現四個現代化，分別是「農業、工業、國

防、科技」 

 其中，科技是關鍵，教育則是實踐的四個現代

化基礎 

 1990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比 1980年翻一番，解

決人民的溫飽問題；2000年再較 1990年翻一

番，達到小康水平；至 2050年達到中等發展

國家的水平 

 
 
 
 
 
 
 
 
 
政

治 
 

 建設社會主義道路 

 「一五」中對於農業及手工業集體化的建

設超額完成 

 至 1956年底，有超過 90%的農民及手工業

者已加入合作社，農業及手工業集體化已

經基本完成 

 私營工商業企業也逐步過渡至公私合營企

業，甚至是被收購成為國營企業 

 整體上，「三大改造」於「一五」中已經順

利完成，毛澤東更於 1956年提早宣布中國

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過急的社會主義改造 

 盲目冒進的心態滋長 

 「一五」計劃於 1956年底超額完成，對

於中共領導層而言是極大的鼓舞 

 E.g. 在農業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毛澤東預

計需要約 15年才完成，結果「一五」用

了 4年就完成 

 因此，「一五」計劃的成功大大助長了盲

目冒進心態的出現 

 E.g. 1956年基建投資總額就較 1955年急

增了 70% 

 盲目冒進的心態使後來大躍進運動實行時

脫離現實，結果弄巧反拙 

 建設社會主義道路 

 埋下文革的伏線 

 毛澤東需要為大躍進的失敗負上全責，被

迫承認錯誤，退居二線 

 交由劉少奇、周恩來及鄧小平主持國家事

務 

 然而，劉少奇等人的調整政策使毛澤東認

為是向右傾、走回頭路 

 加上，劉少奇認為 1960年代初的大飢荒是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使毛澤東認為劉

少奇有含沙射影之意，權威大失 

 因而令毛澤東銳意奪回政權，埋下了日後

文化大革命的伏線 

 

 埋下文革的伏線 

 劉少奇等人提出了調整政策，允許人民獨

自生產 

 E.g. 推行「三自一包」、「三包一獎」等政

策 

 但毛澤東則認為此等政策是走回頭路、向

右傾，與社會主義的方向背道而馳 

 因此，毛澤東認為劉少奇等人正為資本主

義復辟鋪路 

 故在 1963年起，毛澤東在農村發起了社會

主義教育運動，明確指出要整肅黨內的

「走資派」，成為文化大革命出現的伏筆 

 代價沉重的借鏡 

 政黨機關癱瘓，人才凋零，觸發「三信」危

機 

 文革期間，群眾不依法治理據，盲目群起批

鬥，不單使法治受到重大挑戰 

 而且，超過 230萬幹部被立案調查使國家和

地方的政黨機構陷入長期的癱瘓 

 更甚，許多領導、人才被批鬥、罷黜甚至迫

害，包括原國家主席劉少奇 

 加上，文革中許多人顛倒是非，為求私利及

權力而奉承毛澤東思想 

 E.g. 林彪、四人幫等 

 結果政變、鬥爭不斷，更加使人民產生「三

信」危機 

 政治趨向穩定及自由民主思想的傳入 

 改革開放的推行標誌了中國結束階級鬥爭的時

代，轉而團結一致集中建設經濟發展 

 同時，改革開放的出現有助自由民主思想的流

入 

 隨著大城市的逐步開放，以及大量學生赴外國

留學，其中 1978-88年間已經有超過 6萬名學

生和官員到外國訪問及學習 

 儘管中共積極遏止此等思想的傳播，包括

1989年以武力鎮壓天安門集會的「六四事

件」 

 但此等思想的傳入已隨著與外國的接觸日多而

變得難以阻擋，長遠而言有助推動中國民主化

和自由化的發展 

 幹部貪污瀆職 

 改革開放助長了幹部貪污瀆職 

 E.g. 利用價格雙軌制的漏洞，利用官方或國有

企業享有低廉價格購買原材料或商品，然後再

以較高價格在市場出售，以謀取差價中的暴利 

 此外，貪污受賄的情況也屨見不鮮 

 其中在 1995年的「陳希同案」就是中共幹部

貪污瀆職的其中代表例子 

 
 
 
 
經

濟 
 
 
 
 

 奠定工業化的基礎 

 「一五」計劃視工業為發展的核心，因此

大量投入資源使工業發展迅速 

 1957年的工業總產值較 1952年增長了

128.6%，其中重工業增長了 210.7%，而輕

工業則增長了 83.3% 

 而且，各類工業均超額完成目標 

 E.g. 煤、鋼等，其中煤的產量更較 1952

年增長 98%(達 1.31億噸)，而鋼產量更較

整個 20世紀上半葉時期高出達 2倍 

 

 工業方面：浪費資源，阻礙農業生產 

 全民大煉鋼使全國多達 9000萬人投入鋼鐵

生產，並搜羅家中鐵具用以冶煉 

 雖然至 1958年底鋼產量終於超標，達到

1108萬噸 

 然而，其中超過一半均是不符合標準，其

中更有約 1/4是不能使用的廢鐵 

 因此，全民大煉鋼弄巧反拙，造成嚴重的

浪費 

 此外，更因全國男女老少日以繼夜進行土

法煉鋼，因而荒廢農業生產 

 經濟得以復甦及發展 

 逐步推動了國家的經濟的復甦與發展 

 E.g. 國家財政方面，1958-61年間的財政赤

字高達 80億元人民幣，但至調整政策實施

後，國家於 1962年就成功達致收支相抵，

更有超過 8億元的盈餘 

 E.g. 在 1963-65年間，工農業年均增長率

達 15%，其中工業年均增長率為 18%，農

業則為 12% 

 嚴重阻礙經濟發展 

 雖然中國經濟依然有所長足 

 E.g. 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 7.1%，國民

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 4.9% 

 然而，由於文革期間，全國均陷於政治運動

之中，忽視生產，加上毛澤東「重紅不重

專」的思想濃厚，忽視知識與技術，因此大

大阻礙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E.g. 文革的十年期間估計就令中國的國民收

入損失達 5000億 

 其中，文革初期的經濟損失最為嚴重 

 農業生產技術和產量的提昇 

 中共於 1978年起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制」，

加上，政府積極援助農業發展 

 E.g. 在 1979年起恢復中國農業銀行的業務，

為農民提供貸款以發展農務 

 結果，在放棄集體化生產和政府的推動下，農

民的積極性和生產力大大得提高，1979-84年

間的農業總產量增加了 50%，糧食產量更在

1996年就達到 5億噸的歷史新高 

 

 

FZHISVKHF/4c(c) 



K.W.HO – 一表 KO一個課題系列\中國下半葉 

©K.W.HO – All in One Super Course (2020-21Version-C)                                                 堅持．只為自己。成功．靠的也是自己 

 
 
 
 
 
 
經

濟 
 

 經濟發展嚴重失衡 

 由於「一五」的發展項目有明顯的優先次

序，以重工業為重心，其次為輕工業，最

後才是農業 

 因此，工農業的發展嚴重失衡，工業年均

增長率達 19%，但同期農業年均增長率均

得 4.5% 

 嚴重失衡的資源分配使農業生產未能跟上

工業生產的步伐，但工業生產依賴第一產

業所提供的原材料，故忽視農業長遠而言

不利於中國的工業建設 

 此外，由於側重工業及忽視農業，因此也

擴大了城市及農村間的發展差距  

 按照恩格爾系數和國際糧農組織的指標，

1956年中國的城市人口處於溫飽階段，但

農村人口則處於貧困階段 

 農業方面：虛報產量，導致飢荒 

 由於中共盲目追求數字指標，不斷推高指

標 

 E.g. 於 1958年將原本預期的糧食產量由

3900億斤大幅推高至 7000億斤，及後又

於 1959年再推高至 10500億斤 

 為此，地方幹部只好不斷虛報生產數字，

但官方報章《人民日報》竟不斷予以刊

登，使全國各地均開展了農產量數字的比

拼，大放「衛星」 

 然而，在政府統購穀物後，地方缺乏足夠

的餘糧留給人民，而且在人民公社的「大

鍋飯」氣氛底下，人民「放開肚皮吃飽

飯」 

 最終導致中國陷入三年困難時期(1960-62

年)，估計因飢荒而死亡的人數多達 1500-

3000萬人 

 E.g. 工、農業總產值的比例也漸趨平衡，

由 1960年的「3.6：1」調整至 1965年的

「1.7：1」 

 到了 1965年，各種消費品也已恢復至

1951年的水平 

 

 E.g. 在 1967-68年間，中國的工農總產值下

降接近 14% 

 農村建設 

 估計文革期間合共約有 1600萬知識青年到

農村或偏遠地區勞動 

 協助修橋鋪路、開墾耕作，有助中國農村的

基礎建設及農業發展 

 

 工商業及貿易的蓬勃發展 

 中共於 1978年後改革國企及積極發展鄉鎮企

業 

 包括允許國企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等，並且於

1985年取消「統購統銷制度」 

 加上，中共逐步開放沿海城市以吸引外資和技

術 

 結果，中國工商業及貿易得以迅速地發展，貨

物進出口總額由 1978年初的僅得 206億美元

大幅躍升至 2000年的 4,743億美元，增幅高

達 23倍，位居世界第 7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於 1979-1999年間年均增長

達 9.6%，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人均

國內生產總值也由 1978年的 379元增至 1999

年的 7159元 

 三農問題的持續 

 嚴重的失業問題 

 貧富差距擴大及嚴重的通貨膨脹 

 
 
 
 
 
 
 
 
 
社

會 

    社會分化，倫理崩潰 

 階級鬥爭造成嚴重的社會分化 

 因紅衛兵起而揭發、批鬥「走資派」、「修正

分子」，其中許多年輕人基於對毛澤東的崇

拜，認為「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E.g. 薄熙来批鬥其父就為其中的代表例子 

 結果使社會倫理道德崩潰，造成難以修補和

挽回的創傷 

 破壞中國的傳統文明價值 

 文革打著反傳統的旗號，大搞「破四舊、立

四新」，又要「破三套、立一套」 

 使大量珍貴的文物、古蹟受到破壞，中國的

傳統文明也受到重大的打擊 

 E.g. 孔子的儒家思想就被盲目批貶 

 結果，積累數千年的中國文明價值就在短短

文革的十年間被破壞 

 女性地位的提昇 

 文革時，毛澤東提出「婦女能頂半邊天」的

思想 

 而且，女性在文革中積極參與批鬥，是紅衛

兵的重要組成之一 

 加上政治宣傳中用上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強

化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更甚，江青在文革中作為領導的角色，成為

女性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典範 

 「一孩政策」緩和人口膨脹 

 由於改革開放的推行，中共希望透過減低出生

率以減輕社會福利及資料需求的壓力 

 於 1979年推行「一孩政策」，規定城市戶口

的夫婦只可生一胎 

 因此令出生率大減，由 1979年至 2000年間

估計減少生育 2.5億嬰兒 

 「一孩政策」的後遺症 

 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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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科學技術的提昇   文教水平的提高 

 在調整政策時期，劉少奇糾正了大躍進時

期「重紅不重專」的思想 

 E.g. 鼓勵經濟學家以利潤和效率作為促進

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據 

 E.g. 釋放過往被列為「右派」的知識分

子，使之能重返工作崗位 

 又重新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發展正規全

日制學校及重點學校 

 使全國高等院校的學生人數於 1957-65年

間由 44萬人增至 67萬人，而中等學校的

學生也增加 1倍至 1400多萬人 

 科研水平的提高 

 教育真空 

 教育在文革時期被視為是不事生產的項目 

 「讀書無用﹑愈讀愈蠢」及「知識愈多愈反

動」等論調瀰漫全國 

 而且，上山下鄉期間大量城市青年到農村以

推動農村發展 

 因而導致學習中斷，知識及學術水平受到限

制 

 加上，大量知識分子被視為是「反動權威」

或「臭老九」而飽受批鬥、迫害 

 因此，中國的教育事業大受中斷 

 E.g. 據估計，1982年時全國的文盲及半文盲

人數就超過 2億人 

 農村教育的發展 

 知識青年在農村地區辦學講課，大大推動了

基礎教育的發展 

 使小學入學率由 1963年的 57%增至 1976年

的 96% 

 教育及科學水平的迅速提升 

 改革開放將教育及科學視為是「四個現代化」的

基礎，大力發展教育 

 包括於 1986年推行《義務教育法》，規定學生需

要接受 9年免費教育 

 並且於 1978年恢復全國高等院校及再新增 28所 

 結果使中國教育事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其中

1999年適齡兒童入學率已高到 99%，全國高等院

校也多達 1071所 

 隨著教育水平的提昇，科學技術也急速發展，其

中航天科技的成就最為顯著 

 E.g. 於 1990成功以自行研製的長征火箭將美國

的通訊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軍

事 

     軍事實力的提昇 

 中共大量裁減軍隊以節省國家開支 

 E.g. 於 1984年宣布裁減 100萬軍隊，使資源更

加集中，有助提高了軍隊的質素 

 同時，中國又在改革開放積極自主研發高科技武

器 

 E.g. 於 1986年起研發「殲-10」戰鬥機 

 
 
 
 
外

交 

  更加孤立 

 自冷戰開始及中國參與韓戰後，中共已與西

方國家交惡 

 加上，在一五計劃後期，隨著蘇聯新領導人

赫魯曉夫的上台，中共與蘇聯關係已日漸疏

遠 

 至大躍進時期，大躍進的冒進卻被赫魯曉夫

於 1959年所公開批評，使中、蘇關係更加疏

離 

 至 1960年，中、蘇關係決裂，蘇聯更撤回了

過千名援華的專家，並撕毀了 600多項合

同，使中國的外交更加孤立 

  更趨孤立 

 毛澤東煽動群眾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

義」、「資本主義」 

 這些均無疑與西方國家和蘇聯等國拉上關係 

 因此使中國的仇外、排外情緒高漲 

 E.g. 紅衛兵公然衝擊外國使館，毆打外國駐

華使節；在華的外國人也受到嚴密的監視，

甚至乎與外國關係密切的中國人也會被批為

「走資派」或「漢奸」 

 結果，中外關係惡化至幾近絕交的地步 

 

 多邊外交的發展及外交地位愈趨重要 

 中國積極改善與外國的關係 

 E.g. 中蘇兩國關係於 1985年恢復正常化及中韓

於 1992年建交等 

 同時，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國國力日大，加上中國

更積極承擔國際責任與義務，中國在國際舞台上

扮演的角色愈趨重要 

 E.g. 在 1992-94年朝鮮核危機中多次居中斡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