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1：毛泽东向斯大林 70寿辰拜寿的伟大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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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主要内容：1949年 12月 21日，是斯大林 70岁生日。各国

共产党领导人都去祝寿，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给斯大林祝寿，是毛

泽东访苏的目的之一。 

为了给斯大林祝寿，毛泽东带了不少礼品，大都是中国的土特产。

有山东的大白菜、大葱，潍坊的白萝卜，湘绣的斯大林像，江西景德

镇的陶瓷、冬笋，上海的香烟，浙江的西湖龙井，杭州的纺织品，安

徽的祁门红茶，福建的漆器，贵州的茅台酒等。此外，还有中文版的

斯大林著作和象牙雕刻。  

12月 21日，即斯大林生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

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

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

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

海，寿比南山。”在给斯大林的贺电中，毛泽东这样写到：“主席先

生！值阁下七十寿辰之际，我荣幸地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祝愿全

世界的和平堡垒苏联在阁下领导下日益巩固和发展。”毛泽东在宴会

上的贺词曾屡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安排毛泽东坐在他的

右边，而毛泽东的右边是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卡岗诺维奇。尽管毛

泽东的位置很显眼，但他的表情却比较冷漠，没有一丝笑容，沉默寡



言，其原因可能是第一次会谈结果令他有些失望。因为斯大林不同意

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对于斯大林没有同意与中国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一事，毛泽东感到

有些不快。几天后，毛泽东对科瓦廖夫说，他“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

寿的，还想做点工作”。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他要唱

的是中苏条约这出大戏，访问的最终结果表明，这是毛泽东此次莫斯

科之行的真正目的所在。若干年后，毛泽东道出了他的心里话。据吴

冷西回忆，毛泽东说，斯大林 70岁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

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 

在祝寿期间，斯大林虽然未能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但时过 20多天之后，1950年 2月 14日，中苏两国政府领导人最终

还是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

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

等文件。此举宣告毛泽东访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案例适用：通过本案例让学生了解毛泽东为斯大林祝寿的真正目

的。 

 

案例 2：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案例来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

件的回顾》（下） 

案例内容：1957年 11月初，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提出了

中国用 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12月 2日，



少奇同志公开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

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

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从此，在钢铁和其

他重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

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1958年 2月 3日，我向首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 1958年国民经济

计划的报告，提出 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 624.8万吨，比 1957年实际

产量 535万吨增长 17％。这个指标后来就称为 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

第一本账。地方报来的 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为 711万吨，国家经委

汇总报告党中央，这就是 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二本账。 

这以后，钢产量指标长得很快。这同当时大家认为赶英国的时间

可以缩短再缩短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是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的

两个报告，特别是有关钢铁工业的报告，提出了可以缩短的见解。报

告提出：我国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一千零五十万吨

——一千二百万吨）、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

国，是可能的”。报告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为 2200万吨，即使它

今后每年增长 4％，1967年也只能达到 3300万吨。美国现在的钢产

量为 1.02亿吨，这一生产水平估计在今后许多年不会有大的改变。

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路线下，只要有具体措施，1962

年的钢产量超过 1500万吨而争取 2000万吨，是可能的。1967年达

到产钢3500万—4000万吨，“就不是不能设想，而是比较现实的了”。

王鹤寿同志的报告，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4月，毛主席明确宣布：



“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

那样长的时间了。”5月 7日，毛主席再次提出了速度超过苏联的问

题。他说，苏联是 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 400万吨搞到 1800万吨，1957

年是 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 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从

今年算起，只要 7年搞到 4000万吨，再加 1年，就可能搞到 5100万

吨。5月 18日，毛主席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

十年赶上美国。” 

鉴于设想赶上英国的时间在逐步缩短，“二五”计划期末的钢产

量指标在逐步提高，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将 1958年的钢产

量指标改定为 800万吨到 850万吨。这是 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三

本账。 

6月中旬，李富春同志向党中央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

《要点》估计，1958年钢产量可能达到 850万吨到 900万吨。《要

点》认为，“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

能不用三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三年基本实

现”。6月 17日，政治局听取我作的关于 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 1959

年设想的汇报。我说，预计今年钢产量将达到 900万吨，初步安排，

明年计划为 2000万吨或 2000万吨以上。 

6月 18日晚，毛主席表示，他赞成提高钢指标。经过研究，1958

年的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改为 1000万吨，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改为

2500万吨。会后就按这个数字重新修改我的《汇报提要》。毛主席

对我的《汇报提要》作了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



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 

在 8月 21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说：“六月十九号

晚上，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

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

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

号才决定搞一千一。”后来公开宣布为 1070万吨，即以 1957年产量

535万吨为基数翻一番。 

1958年产钢 1100万吨的任务，虽然在 6月 20日就作了布置，

但 1月到 7月底，累计生产钢 380万吨稍多一点。毛主席感到计划有

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

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提议，

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8月 30日下午，我领着主要

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去

毛主席那里，一个一个向他当面担保。尽管不少同志慷慨激昂，保证

完成任务，但毛主席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四个月，时间太紧迫，

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9月 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

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5日，发表第二篇社论：《全力保证钢铁

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一场全民

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在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来了。8月以前，全国已建成一批年产量 10万吨以下的土高炉、小

高炉，9月后新建了几十万座。为了找矿，许多地方由党委书记带领



群众上山，中小学生、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投入运动。成千上万的农

民，背着镢头，带着锅灶，上山挖煤。据后来统计，1958年，全国

共建手工操作（即所谓“土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 121.5万个，

共有工人（大部是农民）2489万人；主要作业用机器操作（即所谓“洋

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 7.5万个，职工 840万人，两项合计小企

业 129万个，3329万人。大中型企业也开展群众运动。 

经过全党全民的努力，《人民日报》12月 22日以套红通栏标题

报道：《一〇七〇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消息说，据

冶金工业部 12月 19日的统计，今年全国生产钢 1073万吨，比 1957

年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挂零。至 12月 31日，全年累计钢产量为 1108

万吨。 

案例适用：本案例记录了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通过本案例的教

学，使学生了解大跃进时期钢铁产量的目标是如何通过不断加码而制

定出来的，在没有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情况下，生产建设充满了

主观性和盲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