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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 

1970 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年头，按毛泽东的估计，通

过前几年的大乱应该达到“大治”以“圆满结束”这场革命。可是，

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挑起了事端。 

3 月，毛泽东认为经过前一阶段的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这

时的重点应该是重建政府了，遂提出修改宪法和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并 6 次提到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之事。但林彪一意孤

行，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为此同江青集团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08 月 31

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给林彪一伙以沉重

打击。因此，可以说，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由发展到覆亡的转折

点。但它不甘心失败，以林立果为首的一批效忠林彪的人组成“联合

舰队”，开始策划武装政变阴谋。 

1970 年的经济发展较快，不仅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而且超

过了 1966 年的水平。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25．7％。一

些重大工程项目和科技项目取得了成就。4 月 24 日，我国成功地发

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我国在宇航技术的研究方面取得了

历史性突破。7 月 1 日，全长 1083 公里的成昆铁路建成通车。这一

切表明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竭力抵制和克服

“文革”的严重干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也说明了搞经

济建设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可是，由于“左”倾方针的影响，经济工作也出现了大的失误。

在 2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拟定了 1970 年计划和“四五”

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

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把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作为“四五”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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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结果又出现盲目追求高指标，开始了新的经济冒进，造成我国

国民经济“三个突破”的严重局面。加上从 3 月起下放企业、精简管

理机构、合并部委、下放大批技术干部。更加剧了经济工作的混乱。 

“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 

1970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

指示》。2 月 5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这 3 个文件相继发出后，

全国随即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

张浪费的群众性运动。简称“一打三反”运动。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认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

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

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

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

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他们“虽是一小撮，但无恶不

做，危害很大”。“对反革命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

狠地予以打击。”《指示》提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方针是：(1)

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

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号

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

敌人挖出来。(2)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

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

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

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3)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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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4)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

宣传、动员。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

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

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它斗倒斗臭。(5)要统一掌

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6)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

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该《指示》发出后，打击了极少数反

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但由于对形势估量过于严重和“左”的思

想指导，也打击了大量无辜群众，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张志新所谓

“现行反革命”案(被处死)便是其中一例。 

1969 年左右，不少群众向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反映，有些单位存

在着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

报》1969 年第 68 期刊登了部分群众的来信。中共中央于 1970 年 2

月 5 日转发了这期简报以及广西自治区革委会关于柳州市搞非生产性

建筑的调查报告，同时加了批示，即《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通知》指出：“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关系到两个阶

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动

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坚决刹住这股资产阶级

歪风。”为此，《通知》重申：(1)“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

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停下来”，“重新制定施工计划”。

(2)“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

屋。”(3)“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应当发扬艰苦朴

素的优良作风，一切非生产性建筑和生活设施必须从简，提倡延安精

神。”(4)“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

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确需购置的，地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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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军队经军以上党委批准。”(5)“严

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不要搞不必要的庆祝活

动。”(6)“违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

行政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7)“严格遵守财政制度

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通知》下发后，全国随即开展了反对铺

张浪费运动，成为“一打三反”运动的组成部分。 

1970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

倒把的指示》。《指示》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

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这是新形势

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打击现行反革命

的斗争一样重要。”“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

法犯罪事件，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

一小撮最严重的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中央的指示要求：(1)

各地要根据斗、批、改的发展情况，全面规划，具体部署，放手发动

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场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

的高潮。(2)要自始至终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革命

的大批判。使广大群众擦亮眼睛，及时地识破他们，抵制他们，揭露

他们。(3)要实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

路的政策。(4)要通过这场斗争，认真整顿财贸队伍。为了杜绝贪污

盗窃、投机倒把，中央的指示重申：(1)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

有证商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2)集市管

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3)除

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

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4)

一切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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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决取缔。(5)“一切单位的经营管理和群众监督必须加强，建

立与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堵塞漏洞。”反对贪污盗窃，打

击投机倒把活动，是必要的、正确的，惩治了一些贪污盗窃犯罪分

子，是应该的。问题在于政策界限不十分清楚，有些地方把一些正当

的贩运和商业活动也当作投机倒把加以打击，在反贪污盗窃中，不注

意政策，搞逼供信，也造成了一些冤案。 

全国计划会议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 年)的编制从 1970 年 2 月开始着手

进行。由于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十分艰

难。 

我国国民经济在 1967 年、1968 年连续两年出现倒退的趋势，

1969 年逐渐恢复秩序，1970 年开始发展。1970 年 2 月 15 日～3 月

21 日，国务院主持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当时，由于

对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随时有可能爆发，把

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由

于有了 1969 年的经济回升，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

标、高速度的“左”倾思想再度抬头。这次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

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强调要“集中力

量建设三线战略后方”。这些思想和情绪，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第四

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中。 

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达

到 12．5％，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合计 1200 亿元一 1300 亿元。

1975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4830 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 40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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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农业总产值 830亿元；粮食达到 3000亿公斤一 3250亿公斤，棉

花 6500 万担～7000 万担；钢 3500 万吨一 4000 万吨，生产能力达到

4000 万吨以上；原煤 4亿吨～4．3 亿吨；原油 7000 万吨～10000 万

吨；发电量 2000 亿度一 2200 亿度；铁路货运量 9 亿吨～10 亿吨。

计划纲要(草案)的主要内容是：(1)高速度发展钢铁工业。布局、品

种和数量同时并举，大办钢铁。到 1975 年，东北、华北、华东、中

原和西南经济协作区钢的生产能力都将达到 600 万吨以上；各省、自

治区都要有一批中、小钢铁企业，一些地、县也要建立起自己的小矿

山、小铁矿、小钢厂，形成大中小结合，星罗棋布的钢铁工业布局。

(2)集中力量建成内地战略后方。到 1975 年，将内地建成一个部门比

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内地工业建设在布局上，

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靠山、分散、隐蔽”，特

殊、重要工厂的关键设备或车间，有的“进洞”。打人民战争，建成

一部分，投产一部分。实行土洋并举，设备能新则新，有旧用旧，土

法上马，因陋就简。(3)将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

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新疆 10 个经济协作区，在每个协作

区内逐步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中，山东、闽赣、新疆要建成“小而全”的经济

体系；特别是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冶金、国防、机械、燃料、动

力、化学等工业部门，同时建设比较强大的农业、轻工业和比较发达

的交通运输业。(4)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食不足的

省、自治区要尽快做到粮食、油料自给有余，扭转“南粮北调”的状

况。到 1975 年，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达到一亩高产稳产农田，耕作

机械化程度达到 40％～50％。(5)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各

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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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机械厂等，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力争在一两年内，把

每个县的农机修造厂都建立起来；三五年内做到每个公社和有条件的

大队都有修配站。(6)加速发展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工业，积极改变

燃料构成。到 1975 年，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工业在我国燃料动力结

构中的比重，由 1969 年的 17％提高到 31％～38％，煤炭的比重由

83％降低到 69％～62％。要在江南地区多搞小煤矿，扭转“北煤南

运”状况，力争到 1972 年江南各省、自治区实现煤炭自给。(7)大家

动手办机械工业，各行各业都要自己武装自己；大多数省、市、自治

区要逐步做到能够成套地提供单机、机组和车间、工厂所需要的设

备；机械工业要把国防、军工和内地建设所需设备的生产放在首位。

(8)除了少数轻工产品由于受资源条件限制，需要由国家统一调配

外，一般轻工业产品都要根据各自的条件，尽可能做到省、自治区自

给。 

1970 年 8 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将作了部分修改

的《纲要(草案)》作为参考文件在会议上印发。1971 年 3 月，中央

将此《纲要(草案)》中主要指标作为 1971 年计划的附件下发。由于

当时国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加之计划本身也存在问题，所

以第四个五年计划始终未能形成完整的国民经济计划下发。 

第四个五年计划依然存在着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弊病，片面强

调多积累，过分突出建设重工业，一味追求生产上的高指标，而忽视

了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对此，周恩来在

“九一三”事件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采取了积极措施加以控制，调整

了“四五”计划纲要。由于原订计划指标过高，难以实现，1973 年

进行调整，提出《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修正草案)》，对奋斗目标有

所降低，控制基建规模，加强劳动工资管理，减少粮油购销差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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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努力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有了好转。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仍

在进行，江青一伙不断干扰破坏，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无法彻底纠

正，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1975 年，按《纲要(修正草

案)》检查计划执行的结果：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 101．7％，其

中农业总产值完成 104．5％，工业总产值完成 100．6％，一些主要

产品的产量，如棉花、棉纱、钢及铁路货运量等均未完成计划。 

关于设国家主席之争 

1969 年九大之后，鉴于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恢复，

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问题。1970 年 3 月 8 日，他

在武汉让汪东兴回京向政治局传达他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

法，以及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 月 9 日，中央政治

局开会，赞成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开始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16 日，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一些原则问

题，向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批阅了这个报告。3 月 17 日至

20 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

到会的人中有两种意见：一部分提出还是要设主席，并请毛泽东继续

担任此职。多数人赞成毛泽东事先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双方

争论得很激烈。 

林彪、叶群赞成设国家主席。3 月 9 日，叶群给黄永胜、吴法宪

打电话，告诉他们“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林彪还亲自给毛泽

东打电话，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4 月 11 日，林彪正式向政

治局提出要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认为“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

内、国外的人民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林

彪还表示自己不适应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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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

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 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第三次

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

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

权。”毛泽东这种以个人专断改变国家体制的做法虽然是不正常的，

但在当时林彪、江青集团已控制了国家较多权力的情况下，不设国家

主席的建议在客观上起到了不使更大权力落人他们手中的作用。7 月

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会议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

席，自己也不当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不要

因人设事。” 

正如毛泽东所言，在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是个形式，政治权力

的核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家主席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且要

担负繁杂的国家活动。毛泽东早在 1958 年就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

而推举让刘少奇担任这一职务。出于错误地打倒刘少奇和由此而得出

的“大权旁落”的错误教训，毛泽东认为不宜再设国家主席。林彪坚

持设国家主席。5 月中旬，他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个

头，名不正言不顺。他要吴法宪、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

写上“国家主席”一章。林彪的身体并不适应繁杂的国事活动，也不

习惯接见外国客人，竟也要觊觎国家主席一职。叶群格外积极，她要

利用四届人大权力再分配之机把权力捞足。她串联一些人坚持设国家

主席，并想把林彪推上去。7 月间，她直截了当地对吴法宪说：“如

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8 月初，她还对吴法宪

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设国家主席。要吴等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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