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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

童年被科幻剧里的无人驾驶汽车震

到的吴甘沙，没想到若干年后自己走上

了无人驾驶技术产业化之路，在机场、工

厂厂区、物流园区等区域，他和同事研发

的云端智能驾驶大脑指挥着无人车驶停

自如，科幻成了现实。

2016 年，时任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

长、首席工程师的吴甘沙辞职，创办驭势

科技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冒险。回想

起 来 ，他 觉 得 自 己 有 这 样 的 选 择 ，是 受

“四个现代化”目标潜移默化的影响。

“记得小学教室的外墙上有‘为了实

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大字，懵懵懂懂

跟着老师重复着口号，听着陈景润的故

事 ，隐 隐 约 约 有 了 攀 登 科 学 高 峰 的 理

想。”吴甘沙是计算领域公认的“技术大

牛”，他觉得最早让自己对“现代化”产生

强 烈 认 知 的 是 一 些 从 国 外 引 进 的 动 画

片，特别是《铁臂阿童木》和《变形金刚》。

“‘汽车人，变形出发’，在很多孩子心

里植入了对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大想象。

《霹雳游侠》里具象（非动画）的无人驾驶

汽车似乎伸手可及，它们打开了我的想象

力。”当时按照港台的习惯叫法，这些无人

汽车被叫作“电脑车”，科幻迷吴甘沙走上

了电脑——计算机科学的求学之路。

像吴甘沙一样，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四个现代化”这 5 个字像颗魔力种子，

在 许 多 青 少 年 心 中 扎 根 ，适 时 生 长、开

花、结果。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近代以来实现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夙愿，是无数仁人

志士孜孜以求的梦想。

这高度概括的 5 个字，从提出到发

展，内涵和外延都在一步步变化。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

副主任李艳杰对“四个现代化”产生的历

史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现代化的目标

被 最 先 提 出 来 。1954 年 9 月 15 日 ，毛 泽

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号

召：“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

现 在 这 样 一 个 经 济 上 文 化 上 落 后 的 国

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

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9 月 23 日，

周 恩 来 在 此 次 会 议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 强

调：“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

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

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

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李艳杰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采访时说：“这是党的文献中关于‘四个

现代化’的最早表述。”

1963 年 1 月 29 日，周恩来在上海市

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

“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

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1964年 12月 21日至 22日，周恩来连

续两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

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

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

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同时，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为了实

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

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可以按两步

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

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

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打断了中国

现代化的进程。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

弃现代化的目标和理想。

1975年 1月 13日至 17日，四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重申了“两步走设想”，第二步是“在本

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

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

学大会上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

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

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

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

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科学的春天，让“四个现代化”散发

出迷人的魅力，鼓舞着各行各业的建设

者们，也鼓舞着青少年。从大学到中小学

校，从城市到乡村，从矿山到科研院所，

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的标语口号随处可

见。视科学家为英雄，是那个时代的主旋

律。“长大成为一名科学家！”也是很多孩

子在谈理想时的第一句话。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为

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

中可有愧？⋯⋯”《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

首欢快的歌曲，让多少年轻人步履轻盈，

希望满怀。

当然，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可能一

蹴而就。自称“我是实事求是派”的邓小

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1980 年 6 月 5 日，

他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访华代表团时，

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必

须认识中国的现实，立足于中国的现实

来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也要根据现在

中国的薄弱基础来决定我们实现四个现

代化的目标。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

务非常艰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从“翻两番”到“三步走”发展战略，从

提出“两个一百年”到即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

程，我们向前迈进的步伐在不断加速。

吴甘沙觉得自己是奔跑在“汽车新四

化——电动化、共享化、智能化、网联化”

的高速路上。他和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驾

驶平台就像在批量生产“AI驾驶员”，派到

不同的地方安全驾驶，越是危险的地方越

有用，比如化工厂的原料运输。

2019 年 年 底 ，驭 势 科 技 的“AI 货 车

司机”在香港国际机场正式上岗，这是世

界首个无人驾驶物流车运营项目。特殊

的 2020 年，对驭势科技是一个向上的拐

点，在看不见的病毒面前，“AI 驾驶员”

更安全。况且，这个驾驶员的大脑由高新

技术支撑，技术越来越娴熟。

“全场景、真无人、全天候行驶不再

是‘吹牛’。”期待开启大规模商业应用，

能够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吴甘沙说，“当

年，‘四个现代化’的核心是‘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转瞬 40 多年，在最高精尖

的科学技术领域，中国人已经不再迷惘，

可以平视世界，勇敢挺进无人区，站在了

世界科技革命的潮流之巅。”

由 韩 伟 作 词、施 光 南 作 曲 的《祝 酒

歌》创作于 1976 年，这首已经 45 年的老

歌如今在很多场合唱起来仍不违合，“美

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干

一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愿洒热

血和汗水⋯⋯”

其实，在无人驾驶、智慧医疗、智能

家居等众多智能应用的背后，是基础研

究的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

算机系郑纬民教授几十年从事的存储系

统、并行处理、高性能计算等都是基础核

心研究，70 多岁的他还是经常早晨第一

个到实验室，工作日程满满，“实现四个

现代化是我们老一辈领导人提出来的，

几十年来一直是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

直到今天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开启建

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为科技工作者

要奋斗一辈子。”

从“四个现代化”
驶向“新四化”

1962 年 1 月 11 日 至 2 月 7 日 ，党 中 央

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

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

以及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 7118
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不仅

以其空前的规模载入党的史册，更以其通

过上下通气和上下互动的讨论来解决现实

难题、总结工作经验而启示后人。

最初目的：
反对分散主义，解决粮食紧缺

1958 年 开 始 的 “ 大 跃 进 ” 运 动 和

1960 年 的 严 重 自 然 灾 害 ， 造 成 全 国 粮 食

全面紧张。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各方面的

调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大跃进”造成

的严重经济困难局面开始有了转变，但整

个 形 势 依 然 十 分 严 峻 。1961 年 ， 粮 食 产

量 比 1960 年 仍 在 下 降 ， 大 大 低 于 1958
年。1961 年 11 月中旬，只完成当年粮食

征购任务的 20%，京津沪等大城市随时面

临断粮危险，这是从 1954 年实行粮食统

购统销政策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全国

范围来看，城乡居民人均粮、油、布的消

费 量 ， 在 1959、 1960、 1961 年 连 年 下

降，人民生活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

的时期。

对粮食产量，地方干部在思想上存在

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问题。此前在调整和

制定经济计划时，已经出现中央指示落实

不畅的情况，不少地区和部门强调局部利

益。面对这种形势，党内外在思想认识上

存在种种疑问和分歧。对于调整，有些人

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对困难的严重性

估计不足，因而对调整的必要性缺乏深刻

认 识 ， 想 等 待 形 势 好 转 后 继 续 “ 跃 进 ”；

也有一些人在严重困难面前信心不足，怨

天尤人；还有一些干部和党员虽然认为应

该 调 整 ， 但 怕 被 说 成 否 定 “ 三 面 红 旗 ”，

被打成“右倾”，所以持观望态度，执行

调整方针时踌躇不前。所有这些问题，都

需要在统一认识的前提下加以解决。

面对实际困难，特别是粮食紧缺和征

购不足，中南局书记陶铸建议，请全国的

地委书记都到北京来开一次会，以“打通

思想”。中央同意了陶铸的提议，决定扩

大规模，把县委书记们和一些重要厂矿、

军队的负责干部也请来，这样会议规模就

达到了 7118 人。

历经转变：
报告莫衷一是，会议充分讨论

七千人大会的前一阶段是讨论和修改

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这

个报告在小范围征求意见时，出现了“议论

甚多”“莫衷一是”的情况。对“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如何认识，今后的工作怎么

做，党内思想认识并不一致。这种情况下，

如果把报告拿到大会上宣读，很难统一大

家 的 思 想 。毛 泽 东 提 出 ：报 告 直 接 印 发 大

会 ，以 组（省）为 单 位 讨 论 3 天 ，先 听 取 意

见，再正式宣读。

报 告 发 到 与 会 者 手 中 ， 果 然 议 论 纷

纷、各种意见都有。有的说报告把形势讲

得漆黑一团，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有的

说缺点错误讲得还不够；有的对“三面红

旗”充分肯定，也有的提出质疑。

3 天后，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

延长会期，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继续讨

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

住了主要矛盾？大会从 1962 年 1 月 11 日到

24 日，对报告整整讨论了 14 天，一直到

27 日，形成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

报告》 定稿，作为大会正式文件通过。

这个书面报告，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

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

验教训，在列举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

就之后，指出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

主 要 是 ：（一） 工 农 业 生 产 计 划 指 标 过

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

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二） 在人民公

社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

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

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

平均主义的错误；（三） 不适当地要求在

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

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

长 ；（四） 对 农 业 增 产 的 速 度 估 计 过 高 ，

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使城市人口

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

村生产的困难。

报 告 认 为 ， 产 生 这 些 缺 点 错 误 的 原

因 ， 一 方 面 是 由 于 在 建 设 工 作 中 经 验 不

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

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

原则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

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

问题和纠正错误。

会议收到很好的效果，许多与会者认

为讲得深、讲得透，说出了自己几年来想说

的心里话，大家都相当满意。

延长会期：
充分发扬民主，提意见讲真话

会议原定修改通过书面报告之后即结

束，不少人反映会议时间太短，还有许多话

希望在中央召集的这个会议上讲出来。在

大会讨论中央报告的时候，地、县两级干部

也想结合本地实际给省委提意见。毛泽东

提议再次延长会期，参会人员都在北京过

春 节 ，“ 白 天 出 气 ， 晚 上 看 戏 ， 两 干 一

稀，大家满意”。这一倡议立刻受到与会

者的热烈欢迎。由此大会进入第二阶段，

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是

地 方 来 的 同 志 向 中 央 特 别 是 向 省 （区 、

市） 党委提意见。

会期延长后，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

会上讲了话。1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

讲话，当着 7000 多名各级干部，首先作

自我批评，对经济工作，他说自己懂得不

多，然后从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

重要性讲起。他以古喻今，说刘邦因让人

讲话，而得天下；项羽因专断而“霸王别

姬”。“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

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

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

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

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

摸不得吗？偏要摸！”毛泽东的讲话给各

级第一书记，尤其是各省 （区、市） 党委

第一书记很大的震撼。

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

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朱德在山

东 组 全 体 会 上 讲 了 纠 正 “ 左 ” 的 偏 向 问

题，陈云在大会结束后的陕西组全体干部

会上讲了党内民主生活问题。

中央领导人带头认真总结几年来的经

验教训，尤其是带头对几年来发生的问题

作自我批评，使与会者解除了顾虑，勇于

当面提出批评意见。在一些省份的分组讨

论中，与会者面对面地向主要负责人提出

尖锐批评，直抒己见；一些被批评者也坦

诚接受，恳切道歉，真诚地作自我批评。

看起来是人人担担子，实际上是层层放担

子，大会达到了出气、满意的效果。“出

气会”开了四五天，进行得很顺利。

团结奋进：
鼓舞全党斗志，开启全面调整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

重要成果。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

党 内 关 系 的 一 次 调 整 。 虽 然 会 议 仍 肯 定

“三面红旗”，没有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

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对

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

发扬民主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

以鼓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

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于 1962 年 2 月下

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即西楼

会议），对形势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

当前的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所作的估

计要严重，必须有一个恢复时期，对国民

经 济 进 行 全 面 地 大 幅 度 调 整 。 西 楼 会 议

后，中央决定恢复“大跃进”开始后不久

就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全国经

济工作。1962 年 5 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

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

草的关于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作出

了大刀阔斧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部署。

七千人大会后，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

调整加快了步伐。3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召开

最高国务会议，向党外民主人士通报七千人

大会情况。接着，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

和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国

务院对政府工作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自

我批评。党外民主人士深受感动，纷纷表示

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

发言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

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

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责任、自觉检讨错误，

体现了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态度和负责精

神。此后，中央还在四五月间召开全国统战

工作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对几年来工作中

“左”的错误进行检查和纠正。

党中央还釆取重要步骤，对 1957 年以

来政治运动中产生的偏差进行不同程度的

纠正。1962 年 4 月，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

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到

1962 年 8 月，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

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得到平反。

由于中央的决心大，工作力度强，措施

切实果断，到 1962 年年底，我国农业生产开

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城乡人民

生活状况开始好转。七千人大会带来了全

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探

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团结奋进新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

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七千

人大会虽然已经过去近 60 年，但这次会

议留下的“解决难题，通气互动；总结经

验，具体深入；发扬民主，形成共识；贯

彻实践，团结奋进”的宝贵精神在今天依

然有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入

思考、体悟力行。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规模空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七千人大会
□ 王玉如 张兴宇

2019 年 10 月 1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创新驱动”方阵，复兴号高铁、C919 飞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等模型经过天安门广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由 驭 势 科 技 开

发 的 无 人 驾 驶 货 车

在 香 港 国 际 机 场 运

输货物。

驭势科技供图

党史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