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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地区，

历时13年。减去在瓦窑堡、保安和撤离延安的

时间，在延安净时间10年2个月。这13年，是中

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党的七大的

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陕北已成为我

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

先行试验。”试验，有全面执政的试验，有处理军

民关系的试验，也有现代化思想的孕育和试验。

这种试验，虽然是初步的，但预示和启迪着中国

式现代化的方向。正如毛泽东1945年所说的：

“开头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都只是有一个

方向，至于如何才能搞得更好、更正确，那是在

长期奋斗中得到的。”

现代化思想破土萌发
在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中国”的问题过程中，中国共产
党开始使用“工业化”概念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共

产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中逐步孕育，到延安时期破

土萌发，展露出初始的生机和活力，成为中国共

产党进一步发展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抗日战争后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成

为现实的重大课题。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开始使用“工业化”的概念。1944年5

月，毛泽东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

新式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

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

化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

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

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

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他还强调：“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

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

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

‘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

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

各种技术知识。”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英

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指出：“按照孙中山先生的

设想，实现工业化有三种方式，就中国的一般条

件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

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

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为

了开发利用手工业及农村小工厂的巨大潜力，我

们必须依靠强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和明确地提出：“中

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

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

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党的七大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

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

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

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

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

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

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

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

巩固的。”“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

必须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

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甚

至，“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

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但工业化必须由城

市来领衔。所以，党的七大明确提出了“工作重心

从乡村转向城市”的问题。要求“准备转变”“把重

心转到城市去”“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毛泽

东还特别指出：“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

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

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

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如何对待资本，既是民主革命也是工业化进

程中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党的七大宣布，要让

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

发展。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

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

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资本主义的广

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

如何看待和利用外国资本？这个在现代化

进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延安时期也已经被提

及并作出了回答。193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美

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时指出，我们反对帝国主

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1944

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

思谈话时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

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

能做到。”

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

进一步阐述了利用外资的观点。他指出：“为着发

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

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

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

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

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

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

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

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

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

治上倒退与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

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

这段非常重要的论述，在1951年收入《毛

泽东选集》第三卷时，受当时政治环境和思想认

识的限制，被删除了，非常可惜。但在延安时期

就有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也是很有预见性

的，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都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致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党以根据地和解放区为基

点，以适合当时需要和可能的形
式，努力推进经济和民生建设

无论是中国式工业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

都必须首先抓好经济建设，不断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切切实实惠

民生。

延安13年，总体上处于一种战时状态，中国共

产党主要是准备和从事武装斗争。但在这同时，党

也以根据地和解放区为基点，以适合当时需要

和可能的形式，努力推进经济和民生的建设。

这些建设，有军、有民，但大都是在军民合

作、共同努力下推进的。这是延安时期的一个重

要特点。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以后，对密切军政关

系、军民关系非常重视。1940年8月5日，八路

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严整纪律改善军政

民关系的训令》。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

的《施政纲领》明确规定：“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

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

后方勤务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

结。”从1942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拥政

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1943年1月25日至2月

25日被定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并规定，今后

每年春节前后，要隆重慰问驻军。部队也规定2

月5日至3月4日为全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

月。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

了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

动》的党内指示。

延安时期军队和人民共同推动的经济和民

生建设，在内容和水准上与现在的现代化建设

还距离遥远，但其基本思想和基本政策，也在一

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思想

和政策基础。

1937年5月3日、4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

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

中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和抗日根据

地的4点主要任务，其中之一，是“在此区域内

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状况”。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

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等

出席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在目前严重

的困难面前，“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

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

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随后，整个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掀起了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

数万人投入大生产。1940年12月，王震率八路

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

田。大生产运动不仅支持了根据地军民的艰苦

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出一批

做经济工作的干部。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

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性质、特

点和基本政治、经济政策，其中规定：确立私人

财产所有权，发展工农业生产，保护自由经营，

废除高利贷；发扬艰苦作风，提倡生产节约，厉

行廉洁政治等。

1939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

展览会在桥儿沟鲁艺大礼堂举行，毛泽东、李富

春、张浩等中央领导出席并讲话。展览会共展出

各种工业展品2000余件，有5个生产单位获得

特等奖，37个单位获得甲等奖，奖励了50多位

劳动英雄。1940年1月16日—2月2日，陕甘宁

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反映了边区经济

建设发展的主要成绩。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

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对1938年以

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作了全面

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党领导根据地

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阐明了经济工作和

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努力改善民生。特别

是把减租减息作为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把发展统一战线与解决农民问题结合起来。减

租减息政策获得各阶层群众的拥护，团结了人

民，发展了经济，支持了敌后的抗战。

经济建设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现代经

济的思考。1944年6月至7月，中外记者西北参

观团访问延安期间，先后考察了边区政府、自然

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

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

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7月14日，毛泽东

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斯坦因时指出，

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不能建立在分散的落后的农

业经济基础上，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

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成为完全民主的社会。

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陕

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

会。1月10日，毛泽东出席大会，并作《两三年内

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后收入《毛泽东选集》

时改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年，党的七

大全面制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纲领。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要求在解放区做

好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通过生产运动的开展，

使解放区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

党的军事进攻准备了物质基础。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

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

以来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

田”的政策。各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

动。到1947年2月，全解放区已有2/3的地区解

决了土地问题，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有力

地巩固了解放区，增强了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

延安时期的这些经济和民生建设，反映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和解决民生问题的一

些思路和政策，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经

济建设积累了经验。其中，发展巩固的物质基

础，着力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调整生产关系促进

生产力发展，兼顾各方利益调动生产积极性，发

展农村经济，发展日益扩大的工业生产，搞活商

业流通，减轻人民负担，保障正当的私人财产，

实行耕者有其田，学会做经济工作等，以及军民

团结合作等，都与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厚植现代

化物质基础、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要求相

契合，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

启迪作用，经过长期实践和丰富完善后，也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培育生成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熔铸了军民共同

奋斗、团结合作的努力、作风和
传统，是军民团结融合的结晶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物质的建设和力量，也

需要精神的建设和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

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建设中

国式现代化，必须努力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从1935年至1948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

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

后方。我们党在这里经历了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

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路线，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

大法宝，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

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形成了宝贵的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由一系列在延安时期形成的

原生形态精神构成的。它们包括抗大精神、白

求恩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

同志们的精神、张思德精神、延安劳模精神、

党的七大精神等，还有徐特立精神、吴玉

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等。这些精神共

同汇聚成了延安精神。各个原生形

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

延安精神是各个原生形态精神

的总汇和升华。

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集中起来主要包括：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延

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

神财富，它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和

深远的影响。

延安精神是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共同培育

形成的。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直

接来自于军队，其他也有人民军队的参与。延安

精神熔铸了军民共同奋斗、团结合作的努力、作

风和传统，是军民团结融合的结晶。

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

察时指出：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

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

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

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

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

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

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

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

准前进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阐明了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为新时代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延安精神与其他精神一起，是伟大建党精神的

继承和在各方面的展开。在长期的革命、建设、

改革过程中，我们党充分发挥和利用了精神的

力量。通过思想建设、精神激励、榜样示范以及

其他各种方式，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理念和精神，转化成一种改天换

地的强大力量。

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

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

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

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

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

丰厚滋养。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探索和遵循历史

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走

在时代的前列；需要牢记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

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需要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以现代化的成果造福人民；需要人民群众与人

民军队以坚强的团结，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全和

稳定，为现代化创造良好条件；需要始终坚持艰

苦奋斗，敢于克服一切困难，迎接各种风险和挑

战。延安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依然是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延安精神与其他精神一起，为中国式现代

化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

伟大建党精神，也需要延安精神。

（作者为中央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
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

延安预示的中国式现代化方向
蔡亮的油画《延安火炬》展现了抗战胜利后，延安人民手举火把、敲锣打鼓、奔走相告、连夜庆贺的场景。（局部）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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