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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朝鲜经济发展历程

第一章

朝鲜经济发展历程

二战后，朝鲜实行自立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国民经济迅速

恢复和发展，1970年基本实现了预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而

后经济持续发展。但是，进入90年，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影响GDP

增长率连续9年不增反降，直到1999年经济形势才出现好转。

第一节 构建自立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二战后，朝鲜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迫于国际环境，提出了自

立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1970年基本实现了预定的社会主义工业

化目标。

一、构建自立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

朝鲜于1947年提出自立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此后又围绕这

一路线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各种口号和政策措施，使其不断完

善。朝鲜提出和坚持实施自立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的原因和背景

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具有较为丰富的自然

资源，以及迫于国际环境。

1. 朝鲜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的内涵

朝鲜劳动党在二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便提出了自立的民族

经济建设路线。关于其内涵，我国理论界的概括是：建立不依附

别国的，为本国和本民族服务的，靠本国的资源和本国人民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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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建设的经济。要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基本上靠自己解决经济

建设中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原料、材料、技术干部、资金等一切

人、财、物的困难。朝鲜建立自立民族经济的总目标是：多方面

地发展经济，用现代技术装备国民经济所有部门，建立本国巩固

的原料基地，从而建成一个把所有经济部门都有机地连结在一起

的综合性的经济体系，达到基本用国产工农业品来满足国家建设

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朝鲜劳动党认为，强大的自立民族经济，才

能确保国家的政治独立，才能加强国防力量，才能胜利地建设社

会主义，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在完全平等和

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国家间的经济合作①。

从朝鲜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的上述内涵不难看出，朝鲜是

要完全彻底地靠本国的人力物力恢复国民经济并进而实现社会主

义工业化，而把“发展国家间经济合作”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它只是实行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的“衍生品”，不是国民经济

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朝鲜不可能享受对外经贸合作对经

济成长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利益。

2. 构建和完善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的进程

1947年，朝鲜提出自立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此后，随着国

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朝鲜又围绕这一路线提出了发展

国民经济的各种口号和政策措施。这些口号和政策措施是自立民

族经济建设路线的补充和完善，即朝鲜自建国以来至今的60多年

间，始终在构建和坚持实施自立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

（1）提出构建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

1945年朝鲜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民族获得解放。解放后，

针对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凋零落后、封建和

殖民地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等现实情况，1945年10月成立

① 中国社科院网站 http：//myy.cass.cn/file/2005121981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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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着手进行了各项民主改革，以求

复兴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从1947年开始，朝鲜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出自

力更生建立自立的民族经济的路线①。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恢

复和改造现有的重工业工厂，生产和供给发展国民经济所需的机

器设备、原料和材料，新建没有任何基础的轻工业，发展农业，

以安定和改善人民生活。另外，朝鲜着重加强了国营部门在整个

经济中的领导作用。为此，朝鲜制订了1947年和1948年的两个

年度计划和1949—1950年的两年计划。1951—1953年为了满足前

方需要保障战时人民生活，朝鲜政府按照自力更生原则，每年制

定战时年度经济计划。朝鲜战争结束后，制定了战后恢复和发展

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54—1956年），此后，朝鲜推进实施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7—1961 年）、第一个七年计划 （1961—

1967年）和六年计划（1971—1976年）等。

在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的方针下，朝鲜完成了上述国民经

济发展计划。反过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顺利实施，又坚定了

朝鲜实行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的信心。

（2）提出经济上的自立路线

进入80年代以后，朝鲜劳动党积极深化主体思想，明确提出

了经济上的自立路线，即主要依靠自己的技术、资源、民族干部

和人民的力量来发展经济，由自己生产需要的重工业、轻工业和

农业的主要产品。但同时，也可以本着“互通有无”的原则同别

国进行经贸往来。为加大引资和技术交流的力度，朝鲜于1984年

9月通过了《合资经营法》，鼓励合资经营，对合营者出台了一系

列的优惠政策。此外，朝鲜政府还逐步开放农贸市场，开始重视

① 转引自：《朝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程》，http：//www.wyzxsx.com/Article/

Class20/200903/754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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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991年12月和1993年10月，政府先后公布

了建设罗津、先锋自由经贸区的决定以及颁布为《外国人投资

法》巨等。但在开放的同时，朝鲜依然坚持计划经济，反对市场

经济。苏东巨变后，朝鲜还对原有的经济原则和运作方式进行了

调整，按“最大实利”原则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逐渐在经济

管理中导入利润、产值、成本等概念；在计划经济框架内调整经

济政策，包括把生产包给生产小组，包产包量，超产部分由生产

小组进行实物分配，并可上架销售；企业自行制定生产计划，盈

利扣除上缴部分后，由企业自行支配；设立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

区；改进福利供给制，提高工资，调整物价等。

但是，由于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因素，上述经济管理改善措

施时断时续，如收回对外商设立合资、独资企业审批权，控制独

资数量等。这表明，朝鲜的经济管理改善举措没有越经济自立路

线雷池一步，时常受到自立路线的束缚。

（3）提出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口号

苏东巨变，使朝鲜陷入了国内外形势最为复杂和尖锐的时

期，不但失去了原有的苏联、东欧国家市场，传统的经贸往来，

基本停止，又遇自然灾害，资金、能源、原材料、粮食陷入全面

紧张。朝鲜劳动党认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遭受挫折的根本原

因是：

第一，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没有致力于人的改造，没有以历史

的主体——人民群众为中心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在社会

主义的建设中加强和提高主体的作用，失去了巩固政权的社会政

治基础。

第二，这些国家没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教条地

运用这一理论，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精华，没有坚持社会主义原

则，是在于它们没有弄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暂时困难时就动摇，接受资本主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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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关系和经济管理方法而犯了错误，认为多元化是资本主义

的政治方式，如果社会主义搞多元化，就会使个人主义和自由

主义泛滥，引起社会的混乱。苏东剧变不是由于制度缺陷或物

质匮乏，而是思想贫乏和政治力量软弱所致。其中最重要的

是，这些国家没有拥戴杰出的伟人作为领袖和教条地理解和照

搬马克思主义。

基于以上认识，朝鲜劳动党采取的措施是：

第一，坚持对领袖的尽忠尽孝，要求党员把对党和领袖、祖

国和人民的忠诚看成是自己的信念和道义，团结在领袖周围，以

领袖的思想改造人和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与此同时，朝鲜劳动党

加强了党的领导核心接班人的准备工作。1991年12月，金正日

开始主持军队工作。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金正日被推选为党的

总书记，成为朝鲜的政治领袖。

第二，朝鲜大力强化“主体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建设“朝

鲜式社会主义”口号，让所有党员群众都坚信朝鲜式社会主义最

好，要将一切非朝鲜式因素拒之门外。同时，也对内外政策作了

局部调整，以应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

（4）强化“主体思想”和“主体社会主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朝鲜劳动党确立了主体思想高于

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最高地位。

主体思想是金日成创立的。1955年12月，他在“对党的宣

传工作者讲话”中提出，要以朝鲜革命作为“党的思想工作的主

体”。1963年10月，在金日成军事大学第七期毕业典礼上，他号

召“所有的人都要有为朝鲜革命服务的主体思想”，即“在思想

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1965年4月，金日成

在访问印尼演说时又把主体思想概括为“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

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1970年11月，朝鲜劳动党

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金日成同志的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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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思想”作为自己活动的唯一指针①。这四句话成为朝鲜社会

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按主体思想，朝鲜劳动党首先抓思想革

命，用主体思想武装干部和群众；其次抓技术和文化革命，特别

是大力开展使社会所有成员革命化、工人阶级化的工作。

1994年金正日成为朝鲜最高领导者后，多次强调；主体思想

是以人为中心的新哲学思想，是“以人决定一切”这一哲学原理

为基础，是不能在马列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思想，人的改造工

作即思想改造工作是比创造社会主义物质经济条件更加重要的首

要任务，“主体社会主义”就是主体思想的体现和运用。

（5）深入实施“主体的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国家发展战略

1998年8月，朝鲜首次提出了“主体的社会主义强盛大国”

的发展战略②。此后在1999年和2000年新年社论中连续提到了建

设强盛大国的战略目标。金正日明确指出，21世纪战略就是要在

最短的时间内，建设强有力的国家经济，从而使朝鲜跻身世界经

济强国行列。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末期是朝鲜国家战略的第一

阶段，其主要目标是继续捍卫和巩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

济制度，那么现在则是以建设强盛大国为新的战略目标的第二个

阶段。在这个阶段，战略重点是全力发展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

现代科学技术，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所有经济部门。③ 根

据第二阶段战略目标，从1999年起，朝鲜把电力、煤炭、冶金工

业、铁路运输业、农业和轻工业确定为经济工作的最主要领域，

实施了基干产业的技术改造、工业结构改革、农业革命、社会主

① 转引自一夫：《朝鲜主体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http：//blog.myspace.cn/

e/403786073.htm。

② 朴健一∶《解读朝鲜；建设“主体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当代亚太》2001年

第6期。

③ 朴健一∶《解读朝鲜；建设“主体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当代亚太》2001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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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朝鲜经济发展历程

义经济管理的改善等政策措施。

朝鲜提出的上述一系列口号和政策措施表明：

第一，金正日发展了金日成“自立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思

想，在金日成“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更强调人的改造工作

即思想改造工作，把“自立”的经济建设完全置于主体思想统帅

之下，从而使朝鲜国民经济建设更加“自立”，所进行的经济改

革，完全是迫于国内外形势。

第二，从金日成到金正日，“构建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

的思想一脉相承，朝鲜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根深蒂固，不会轻

易动摇。

3. 构建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的原因和背景

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随即

开始构建和实施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朝鲜构建自立民族经济

建设路线，首先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强烈的民族意识及具有较

为丰富的自然资源，第二是迫于国际环境。

（1）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使然

1945年，朝鲜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之后，金日成等革命人士

在朝鲜北部重建朝鲜共产党。同年10月，成立朝鲜共产党中央组

织委员会，金日成任中央责任书记。1946年3月，原在中国延

安、太行山地区活动的朝鲜独立同盟改组成朝鲜新民党。同年8

月，朝鲜共产党与朝鲜新民党合并为朝鲜劳动党。朝鲜劳动党成

立后领导朝鲜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民主改革。1948年建国后，由

劳动党执政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理所当然地实行社会主义制

度，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两种

不同的制度，总是在相互比较中存在，在对立统一中发展。资本

主义国家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它们在经济建设中，相互联系紧

密，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相对

较少。朝鲜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自然强调实施自立民族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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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2）西方国家的封锁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苏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朝鲜

半岛。1948～1949年，在苏美支持下，北部成立朝鲜民主主义共

和国，南部成立大韩民国。朝鲜半岛分裂，朝鲜半岛成为美苏冷

战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阵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朝鲜实施政治、

经济、军事封锁。

（3）受中朝关系和苏朝关系一度恶化的影响

中朝关系曾出现过近20年的低谷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

至80年代中期，由于意识形态分歧，中苏关系破裂，朝鲜站在苏

联一边，中朝关系跌入低谷，我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基本停止，

双边贸易几近中断。

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由于苏联实行向西方“一边

倒”的外交政策，疏远了与朝鲜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同时，由于

东欧国家性质的变化，朝鲜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出现了大

倒退。

我国和苏联都曾是朝鲜的重要经济援助国和经贸合作伙伴，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的恶化和90年代苏朝

经济关系的恶化，朝鲜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这必然促使朝鲜

坚定其实施自立的民族经济的路线决心。

（4）国家自然资源丰富

朝鲜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已探明矿产300多种，其中有用矿

200多种。石墨、菱镁矿储量居世界前列。铁、铝、锌、铜、金、

银等有色金属和煤、石灰石、云母、石棉等非金属矿物储量丰

富。其中，位于咸镜北道中朝边境地区的茂山铁矿已探明储量50

多亿吨，可开采量30亿吨。水力和森林资源也较丰富。朝鲜丰富

的自然资源，为其建立自立的民族经济，提供了物质保证。

另外，在日本统治时期，朝鲜半岛北部就已发展成工业区和

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