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三級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課題一：建國至 1978 年間的內政與外交 

第二章：第一個五年計劃與社會主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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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個五年計劃 

- 中國政府仿傚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於 1953 年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簡稱「一五」。 

1.1 計劃內容 

- 集中發展重工業建設，推行一萬個工業及採礦工程。 

- 主力建設蘇聯幫助設計的 156 個項目，包括電力、煤炭、石油、鋼鐵等企業。 

- 建立拖拉機、汽車、飛機等製造業 

- 加快推行各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 

 

1.2 三大社會主義改造 

- 改造主要是將私有財產逐步改為集體所有。 

農業 

- 推動農業合作化，分階段實行「互助社」，「初級農業合作社」及「高級農業合作社」。 

- 鼓勵農民加入合作社，共用土地及工具，以增加生產。 

手工業 

- 推行手法與農業相似，按擁有及自主權程度，先後成立「手工業生產小組」，「手工業供銷合作社」及「手工業生產合作社」。 

- 手工業者組成生產合作社，資源公有，按勞計酬。 

工商企業 

- 私人企業先改為公私合營，其後國家逐步回購私人部分，變為國營企業。 

 

1.3 改造完成 

- 1956 年底，農業、手工業、工商企業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 中國政府認為已經進入社會主義初階。 

 

 

 

 



二、社會主義建設 

- 第一個五年計劃後，社會主義進程取得初步成績，政府欲推快進程。 

2.1 整風運動 

- 1957 年，政府為解決黨內矛盾及改進黨員作風，發起整風運動，鼓勵黨外人士批評，當時稱「開門整黨」。 

- 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簡稱雙百方針），強調言者無罪，聞者足誡。又被簡稱為「大鳴大放」運動。 

- 許多黨外人士紛紛提出批評及意見。 

 

2.2 反右運動 

- 批評內容涉及共產黨執政地位，毛澤東認為是蓄意攻擊共產黨。 

- 毛澤東一改態度，將雙百方針說是「引蛇出洞」，引誘潛藏的破壞份子表露身份。 

- 1957 年 6 月，將批評者劃為「右派」，號召反撃右派份子進攻。 

- 「右派」一般指政治思想保守、反對革命的人。 

- 整風運動變成「反右派鬥爭」，五十五萬人被劃成右派份子，其人及子女受到迫害至 1978 年。 

 

 

 

 

 

 

 

 

 

 

 

 

 



2.3 三面紅旗 

- 1958 年，為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共產黨推行第二個五年計劃。 

- 計劃分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統稱「三面紅旗」。 

總路線 

- 毛澤東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作為計劃綱領。 

- 目標是在短期內將中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大躍進 

- 號召全國人民投入工農生產，以加快國家發展。 

- 以重工業為先，提出「以鋼為綱」，號召全民土法煉鋼，務求十五年內「超英趕美」。 

- 在糧食生產上又提出「以糧為綱」，要求生產量一年內提升一倍。 

人民公社 

- 1958 年，為進一步提高生產，將農業合作社改組為人民公社。 

- 人民公社特點是「一大二公」，大是指公社規模大，公是指將私有制與集體所有制轉成公社公有制。 

- 公社負責管理農業及工業生產，及照料社員所有起居飲食，教育，育嬰安老等。 

- 人民公社下分生產大隊、生產隊，生產隊為基本單位，農民集體工作，平均分享成果。 

 

 

 

 

 

 

 

 

 

 

 



2.4 三面紅旗結果 

- 計劃急於求成，所訂指標脫離實際，浪費大量人力及資源。 

- 人民為達成指標，出現虛報產量，層層上遞，形成浮誇風氣。 

- 因動員大量農民從事土法煉鋼，糧食生產量大跌，遇上天災農作物失收，全國出現饑荒。 

- 人民公社令民眾的生產動機下降，生產力倒退。 

- 中共史上稱全國持續饑荒為「三年困難時期」，有三千萬人餓死或死於營養不良所引起之疾病。 

- 土法煉鋼之鋼鐵質素低劣，並不適合工業用途，浪費了大量資源。 

 

2.5 政策調整 

- 1959 年，因經濟大受打擊，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 

- 劉少奇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推行較務實的經濟政策，以挽救危機。 

- 減少基本建設投資，准許適量的私有制，以加強農業生產。 

- 1962 年後，國家經濟逐漸恢復。 

- 毛澤東威信受到影響，埋下日後「文化大革命」的伏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