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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委員会

关于設立第五机械工业部和第六机械

工业部的決議

(一九六三年九月 二十八日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二次會議決定設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

机械工业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机械工业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关于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議的通知

各位代表: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會第一〇四次會議决定: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議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会議以前根据各人健康情况和 自願原則, 可以就地或者到

外地視察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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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員会

关于签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

边界条约的决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九日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〇六次會議审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

汗王国边界条约, 决定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陈毅为全权代表, 签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阿富汗王国边界条约, 本条約 自签字之日 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边界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阿富汗国王陛下,

为了保証存在于中国和阿富汗两个独立和主权国家之間愉快的友好睦邻关系获得进

一步的发展,

决定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領土完整、 互不侵犯等原則和万隆会議十項原則 , 本着友

好合作和互相諒解的精神, 正式划定和标定中国和阿富汗在帕米尔地区的边界,

坚信, 两国边界的正式划定和标定, 将进一步加强这一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

为此目的, 决定締結本条約 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派外交部长陈毅;

阿富汗国王陛下特派内务大臣阿布杜 · 卡尤姆。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閱全权证书 , 认为妥善后, 議定下列各条

第
-
条 締約双方同意, 两国之間的边界, 从南端高程为五六三〇米的山峯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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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标 为东经七十四度三十六分、 北緯三十七度零三分) 起, 沿着以塔什科

老干河的支流卡拉秋庫尔苏河为一方、 阿克苏河的源流和瓦罕河的上游瓦合

知尔河为另一方的穆斯塔格山脈的分水岭而行, 经过高程为四九二三米的南

瓦根基达坂 (阿方图称瓦根基山口 ) 、 北瓦根基达坂 (仅中方图有此名) 、

西克克吐魯克达坂 (仅中方图有此名) 、 东克克魯克达坂 (阿方图称卡拉

吉勒尕山口 ) 、 托克滿素达坂 (阿方图称 赫滿育里山口 ) 、 沙拉克他什达

坂 (仅中方图有此名) 、 克拉去考勒达坂 (阿方图称鉄盖滿苏山口 ) , 到

高程为五六九八米的克克拉去考勒峯 (阿方图称波万洛什維科夫斯基峯) 。

本条所述的全部边界线, 标明在本条 所附的比例尺为一比二十万的中方

的中文地图和比例尺为一比二十五万三千四百四十的阿方的波斯文地图上。

上述两种地图都附有英文。

第二 条 締約双方同意, 两国沿分水岭和达坂 (山口 ) 而行的边界, 以分水岭山脊

和达坂 (山口 ) 的分水綫为边界綫。

第三 条 締約双方同意:

本条約生效后, 即成立由双方同等人数的代表和若干名顾問所組成的

中国阿富汗联合勘界委員会, 根据本条约第一条的規定, 实地具体勘察

两国間的边界井树立界桩, 然后起草关于两国边界的議定书 繪制边界

地图 , 詳細載明边界 的走向和界 的实地位置。

二、 本条第一款所述的議定书和边界地图 , 經双方政府代表签字生效后,

即成为本条约的附件, 联合勘界委員会繪制的边界地图将代替本条 所

附的地图。

三、 上述議定书和边界地图签字后, 中国阿富汗联合勘界委員会的任务即

告終止。

第四 条 缔约双方同意, 在两国边界正式划定后, 如果发生任何边界爭議, 应由双

方友好协商解决。

第五 条 本条約 自签字之 日 起生效。

本条约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签 , 共两份, 每份都用中文、 波斯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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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文写成, 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权代表

陈 毅

(签字)

阿富汗 王国

全权代表

阿布杜 · 卡尤姆

(签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委員会

关于批准設立中国农业銀行的决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九日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會第一〇六次會議批准設立中国农业银行, 作为

国务院的直屬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議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計划

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計划、一九六三年

国家預算和一九六四年国家預算

初步安排的决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三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 批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計划委员会主任李

富春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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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国务院副总理兼財政部长李先念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一九六三年

国家預算草案和預計执行情况、 一九六四年国家預算初步安排的报告。

大会批准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計划和一九六三年国家預算, 批准一九六四年国民經

济计划。 大会批准一九六四年国家預算的初步安排, 并且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員会, 在一九六四年国家預算草案編成以后, 对一九六四年的国家預算, 連同一九六三

年的国家决算, 进行审查和批准。

大会滿意地指出 , 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頜导下, 在鼓足干 .

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指引下 , 团结一致, 艰苦奋斗, 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綫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我国的国民经济按照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針, 在調整、 巩固 、 充

实、 提高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們已經战胜了連續三年严重自然災害以及由于

別人片面破坏协議、 撤退专家的背信弃义行为給我們造成的经济困难。 我們还糾正了具

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 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設的丰富經驗。 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經开始全

面好轉。

我国 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方針已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我国工业规模和

生产数量都有了增长 , 特別是在品种和质量方面有了跃进的发展。 我国已經初步建立起

独立自主的巩固的工业基础。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越来越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已經得到进一步

的巩固和发展。 农业生产的情况, 去年比前年好, 今年比去年好, 一个农业生产的新高

潮, 正在形成和发展着。

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其他各个战綫上, 在科学、 文敎事业和國防建設等方面, 也都取

得了許多新的成就。

大会还滿意地指出, 我国在国际事务方面, 同国内工作一样, 也取得了 巨大 的 成

就。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孤立中国的阴謀, 遭到了可耻的失敗。 我国在全世界人民中

的声望, 进一步提高了 。 我們的朋友和同志遍于全世界。

大会认为, 我国人民当前的任务, 是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既定的正确方針, 努力全面

完成和超額完成一九六四年的国民经济計划和实现国家預算, 争取国民经济情况的进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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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全面好轉。 我們应当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 加

強調查研究, 加强干部同群众的联系, 貫彻执行群众路线, 继續糾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和錯誤, 争取在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驗方面取得新的胜利和新的成就。

全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伟大的革命的团结, 是战胜一切困难、 取得更大

胜利的保証。 大会号召 , 全国各族的工人、 农民、 知識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 各民主党

派和民主人士, 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 爱国侨胞, 进一步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周围, 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农业、 現代

工业、 現代国防和現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为世界和平、 民族 解

放、 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議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員会工作报告的决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批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的 工作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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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十四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第一○八次会議通过

各位代表: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議以来, 常务委員会共召开了五十七次会議, 通

过 議案三十二項, 通过任免案三百九十四起。

在国际事务方面, 常务委員会在第五十六次會議上, 通过了关于支持朝鮮最高人民

会議为迫使美軍撤出南朝鮮、 实現朝鮮和平統一給世界各国議会的信的决議。 在第六十

七次会議上, 决定任命签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通商航海条 的

全权代表。 在第六十八次會議上 , 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通 航海条約。 在第七十次会議上, 决定任命签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通

商航海条約的全权代表。 在第七十六次会議上, 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

和国通商航海条約。 在第七十八次会議上, 决定任命签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

和国边界条约的全权代表。 在第八十五次會議上, 通过了关于签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

协定的决議, 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噶尼喀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在第

八十六次会議上, 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 在第一百零六

次会議上, 通过了关于签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边界条约的决議。 常务委員会

应邀分別組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 , 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三 日 訪問了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十一日 訪問了越南民主共和

国。 常务委員会接待了訪問我国的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議代表团、 印度

尼西亚共和国合作国会代表团、 坦噶尼喀国民議会亚当 · 薩皮 · 姆克瓦瓦議长、 尼泊尔

· 9 (总 61 ) ・



王国全国評議会代表团; 接待了路經我国的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維埃代表

团、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議代表团、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作 国会代表

团 。

在制定法令方面, 常务委员会在第六十九次会議上, 批准了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

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 在第九十一次会議上, 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

恶从善的蔣介石集团、 伪满洲国和伪蒙疆 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的决定, 批准了商标管理

条例, 批准了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 在第一百零二次会議上, 修正通

过了中国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条例。 在第一百零八次会議上, 通过了关于第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額和选举时間的决議 (草案) , 提請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議审議。

在听取工作报告方面, 常务委員会在第五十四次會議上, 听取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团团长彭眞副委員长关于訪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在第五十五次会議

上, 听取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員会关于民族工作会議情况的报告。 在第五十七次

会議上, 听取了水利电力部关于水利工作的报告。 在第五十八次會議上, 听取了农业部

关于当前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 在第五十九次會議上, 听取了农垦部关于全国国营农場

情况的报告。 在第六十次会議上, 听取了国务院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解决老撾

題的扩大的日內瓦会議情况的报告。 在第六十一次会議上, 听取了外交部有关国际情况 .

的报告。 在第六十二次会議上, 听取了对外文化联 委員会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翻譯, 出

版和发行情况的报告。 在第六十三次会議上, 听取了中央气象局关于气象工作情况的报

告。 在第六十四次會議上, 听取了体育运动委員会的工作报告。 在第六十五次会議上,

听取了文化部关于文物工作的报告。 在第六十六次會議上, 听取了化学工业部关于化学

工业当前的生产和支援农业、 工业等情况的报告。 在第六十七次会議上, 听取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彭眞副委員长关于訪問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告。 在第六十八次

会議上, 听取了輕工业部关于 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 在第六十九次会議上, 听取了紡

織工业部关于紡織工业当前工作情况的报告。 在第七十次會議上, 听取了国务院周恩来

总理关于中印边界問題的报告, 并且进行了討論, 一致批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 在第七

十一次会議上, 听取了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关于手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 在 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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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七十三、 七十五次会議上, 听取了化学工业部关于我国化学工业发展情况 的 报

告。 在第七十四、 七十七次會議上, 听取了对外貿易部关于对外貿易工作情况的报告。

在第七十六次會議上, 听取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报告。 在第七十九、 八十次会議

上, 听取了邮电部关于当前我国邮电通信工作情况的报告。 在第八十一、 八十二次会

議上, 听取了农业机械部三年来工作情况的报告。 在第八十三、 八十四次会議上, 听取

了鉄道部关于鉄路工作情况的报告。 在第八十七、 八十八次会議上, 听取了石油工业部

工作情况的报告。 在第八十九 、 九十次会議上, 听取了交通部关于交通工作 情况 的 报

告。 在第九十二、 九十三次會議上, 听取了地质部工作情况的报告。 在第九十四次會議

上, 听取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体育运动的报告。 在第九十五、 九十六次会議上, 听取

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报告。 在第九十七次会議上, 听取了国务院陈毅副总理关于刘

少奇主席訪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 缅甸联邦、 柬埔寨王国、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告。 在

第九十九次會議上, 听取了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調整計划

和計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在第一百次会議上, 听取了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六一

年和一九六二年国家决算的报告, 并且分組討論了这两个报告。 在第一百零一次会議

上, 听取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并且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議的授权, 批准了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 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 批准了 一九

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国家决算。 在第一百零五次会議上, 听取了常务委員会林枫副委員

长关于刘少奇主席訪問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在国家机构方面, 常务委員会在第五十三次會議上, 批准国务院将交通部所屬中国

民用航空局改为国务院直屬局, 并改名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在第五十五次會議上, 批

准国务院設立国家房产管理局。 在第九十七次会議上, 决定設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

械工业部 批准国务院設立国家物资管理总局、 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全国物价委員会

和国家編制委員会。 在第一百零二次会議上, 决定設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机械工业部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机械工业部。 在第一百零六次會議上, 批准国务院設立中国农业

銀行。

在任免国家工作人員方面, 經常务委員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命 的 十七

起, 经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免职的十一起, 经常务委员会任命的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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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 經常务委员会免职的二十二起, 經常务委員会批准任命的二百一十起, 經常务委

員会批准免职的一百一十二起。

常务委員会在第七十六次會議上, 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議和延期举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決議。 在第九十八次会議上, 通过

了关于改期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的決議。 在第一百零三次、 一百零

四次会議上, 决定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在十一月中旬召开。

現 常务委员会从一九六二年四月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历次會議通過的決議案和任

免案附后, 請各位代表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注: 常务委員会从一九六二年四月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历次会議通过的決議案和任免

案, 已在本公报总第六十七号至七十二号刊登过, 从略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議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名額和选举問題的决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三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通过

一九五八年以来, 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

在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 和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

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針的指引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都取

得了伟大成就。 在人民公社、 工矿企业、 科学文教卫生事业、 人民武装部队以及社会主

义事业的其他各个战颍上, 都涌現出大批积极分子和模范人物。 为了更好地反映我国各

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面貌 ,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地发揚民

主、 加强民主集中制,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实现全面大跃进和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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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額和选举时間決議如下:

一人。

(一 ) 各省、 自治区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額, 按人口每四十万人选代表

人口特少的省、 自治区 , 代表名額总額不得少于十人。

直轄市 、 人口在三十万以上的工业城市和人口不足三十万但产业工人及其家屬人口

在二十万以上的工业城市、 工矿区和林业区, 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額, 按人

口每五万人选代表一人。

(二) 全国各少数民族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百人。

(三) 人民武装部队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百二十人。

(四) 华侨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十人 , 由归国华侨中选举。

(五)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底以前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員会

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額和

选举問題的决議(草案)的审查报告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三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員会根据各代表小組討論中提出的意見, 审查 了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額和选举問

題的决議 (草案) ” , 和彭眞副委員长代表常务委員会向大会 作的关于第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額和选举問題的說明 , 一致表示同意。

法案委員会认为 , 在我們这样一个人口众多、 幅員辽闊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 国家

里, 为了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更好地反映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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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建設中的新面貌, 更好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扬民主, 加强民主集中制, 巩固人民民

主专政, 更好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适当地扩大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額, 是完全必要的。 建議大会通过这个决

議, 批准彭眞副委員長所作的說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議提案审查委員会关于

提案的审查报告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三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共收到代表提案一百七十二件。 其中工业、 交

通、 劳动方面的九十二件, 农业、 林业、 水利 、 畜牧方面的三十一件 , 財政、 金融、 貿

易方面的八件, 文化、 教育、 科学、 卫生方面的三十九件, 政法方面的二件。

提案审查委員会分設了五个专业审查組。 所有提案, 都先經有关的专业审查組进行

研究, 然后由委員会全体会議逐案审議, 提出审查意見。

提案审查委員会认为, 这些提案表明, 在毛泽东思想光輝的照耀下 , 在社会主义建

設总路綫的指引下, 全国人民紧密团结, 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的精神更加发揚; 对于继

續执行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針, 对于胜利地完成和超額

完成一九六四年的国民经济計划, 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为此 , 建議把这些提案全部交給

国务院切实进行处理, 并且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以前, 作出处理情况

的报告。

現在把提案审查委員会通过的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提案和提案审

查意見 (草案) ” 提請审議。

(注 :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提案和提案审查意見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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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會議新聞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 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到十二月三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大会的共有一千零一十二位代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主席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副主席董必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委員长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

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會副委員长郭沫若、 黄炎培、 彭眞、 李维汉、 陈叔通、

餐福鼎 、 程潜、 何香凝、 刘伯承、 林枫, 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 贺龙、 陈毅、 烏兰夫、

李富春、 李先念、 聶榮臻、 譚震林、 罗瑞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 , 参加了这次会議。

列席这次會議的有 : 国务院各部負責人 ,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 中国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三届全国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的全体政协委員, 也列席

了这次会議。

这次会議, 先后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計划委員會主任李富春代表国务院作的

《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計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計划草案的报告》 , 国

务院副总理兼財政部长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的 《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預算草案和預計执

行情况 、 一九六四年国家預算初步安排的报告》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

作了书面的工作报告。 会議还听取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會副委員长兼秘书长彭

具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作的 《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額和选

举問題的說明 》 。

会議討論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审查了政府的两个工作报告, 討論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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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額和选举的問題。 在全体会議上发言的代表, 共有二百四十

八人。

周恩来总理在十二月二 日 的會議上, 就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和任务作了讲话, 并且解

答了代表們在討論中提出的問題。

十二月三日下午, 会議通过决議 , 批准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計划和一九六三年国家

預算, 批准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計划和一九六四年国家預算的初步安排。

会議 批准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通过了預算委員会关于国

家預算的审查报告, 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員会的提案审查意見。

会議通过了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額和选举問題的決議, 并且批准了

彭眞副委員长所作的关于选举問題的說明。

大会滿意地指出 , 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 在鼓足干

劲、 力争上游 、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 团结一致, 艰苦奋斗, 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战綫上取得了輝煌的胜利。

我国的国民经济, 在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的指导下 , 在近年来的

調整、 巩固 、 充实、 提高的工作中 ,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們已經战胜了連續三年严重

自然災害以及由于別人片面破坏协議 、 撤退专家的背信弃义行为给我們造成 的經济困

难。 我們还糾正了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 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設的丰富經驗。 我国 的

国民经济已經开始全面好轉。

我国建設社会主义的自力更生的方針, 已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我国工业规模和生

产数量有了滿意的增长, 特別是产品的品种 、 质量方面有了跃进的发展。 我国已經初步

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巩固的工业基础。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越来越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已經得到进一步

的巩固和发展。 农业生产的情况, 去年比前年好, 今年比去年好。 一个农业生产的新高

潮, 正在形成和发展着。

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其他各个战綫上, 在科学、 文教事业和国防建設等方面, 也都取

得了許多新的成就。

大会还滿意地指出 , 我国在国际事务方面, 同 国内工作一样, 也取得了 巨大 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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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日益提高 , 影响日益扩大。 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現代

修正主义者联合一起妄图孤立伟大中国人民的一切阴謀, 已經遭到并将继續遭到可耻的

失敗。 日益孤立的是美帝国主义、 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者。 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

陣營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团結更加紧密了 , 我們的朋友和同志遍于全世

界。 整个国际形势继續向着有利于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这次会議着重指出了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中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針的重大意义。

現在, 我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了 , 我們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地建設社会主义的 力

量, 从来都沒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我国 自力更生力量的加强, 集中表現在許多重要建設工程已經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建設起来。 由我国 自己設計和 自己制造设备的, 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大中型

工业项目 , 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有四百一十三个, 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有一千零一十三

一个。

目前, 我国已經能够自己設計許多大型的 、 現代化的工业企业, 包括年产量在一百

万吨以上的鋼鉄厂 、 煤矿和炼油厂, 装机容量六十多万 的水电站, 年产氮肥十万吨的

化学肥料厂, 等等。

原料、 材料和燃料的品种有了很大增加, 大型和精密的机器設备的制造能力有了很

大提高。 一九六二年同一九五七年比較: 我国生产的鋼、 鋼材和有色金屬的品种, 都分

別增加了一倍以上, 石油的品种增加了近两倍, 机床的品种增加了将近一倍 。 在設备

方面, 現在已經能够自己成套生产和成批生产的有 : 大型的高炉和平炉設备, 大型的合

成氨設备、 煤矿豎井設备和水力、 火力发电设备, 以及精密的机床, 等等。 我国需要的

石油, 过去絕大部分依靠进口 , 現在已經可以基本自給了 。

我国开始建立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到一九六二年底, 各类科学技术人

員的人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我国已經取得的这些重大建設成就, 証明了 自力更生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方針是完全

正确的。 自力更生的方針, 既是爱国主义的, 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实行 自力更生

的方針, 有利于增强本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 有利于不断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

間的相互支援, 更好地履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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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議指出 , 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計划和国家預算的执行情况是良好的。

今年, 我国北方和南方有一部分省、 区 , 遭受了特大的洪水災害或长期 的 严重干

旱。 但是, 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 由于人民公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全国总起来說, 农

业生产仍然取得了一个比較好的收成, 粮食产量比去年又有增加, 主要经济作物的产量 。

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长。

今年工业生产将全面超額完成計划。 鋼、 原油、 化学肥料、 农药、 拖拉机、 氮肥設

备、 电站設备、 汽車、 自行車、 棉紗、 化学纖維、 卷烟等产品的产量, 都将比一九六二

年有較大的增长, 其中有許多产品将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 工业产品的质量进一步有所

提高, 品种进一步有所增加。

交通运輸和邮电事业也有了发展。 基本建設規模比一九六二年有所扩大。

一九六三年的市場情况有了显著的好轉, 商品供应是增加的, 商品价格是下降的。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超过計划。 对外貿易計划也将超額完成。

一九六三年, 有百分之四十的职工增加了工資, 奖励金的数量也增加了 。

科学、 文化、 教育、 卫生、 体育事业, 也都有了发展。

一九六三年的国家財政預算, 收入和支出都将超过原定的計划, 可以做到 收支平

衡, 略有结余。

一九六三年, 我国继續偿还了 向苏联的各項借款和应付利息。 自一九五〇年以来,

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外債和应付利息, 現在絕大部分都已偿还, 剩下的一小部分将按照协

定在一九六五年年底以前全部还清。

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轉的事实, 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所謂 “中国

在经济上正越来越陷入无情的螺旋形下降的情况中” 等等的胡說。

会議討論了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計划和一九六四年国家預算的初步安排。 会議认

为, 一九六四年应当进一步 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

方針, 按照把整个国民经济建立在 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的要求, 努力做好各个 方面的工

作, 争取国民经济情况的进一步全面好轉。

一九六四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是:

第一, 争取农业生产有一个更好的收成, 在保証粮食 增产的同时, 争取棉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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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料、 糖料、 烤烟、 麻类、 蚕茧、 茶叶等经济作物和副业产品有較多的增产, 在发展农

业生产的同时, 争取林业、 畜牧业、 副业和漁业都有适当的发展。

第二, 争取工业生产在提高技术、 改进质量、 增加品种的基础上继續稳步上升。

第三, 加强基础工业、 农田水利工程和国防工业的建設。

第四, 努力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 提高劳动生产率, 減少物 消耗, 降低成本, 节

豹支出。

第五, 扩大城乡物 交流, 适当地进一步地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

第六, 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努力提高文教卫生事业的质量, 根据需要和可能, 有重

点地稳步地发展数量。

第七, 做好財政、 銀行工作, 加強財政和信貸的管理,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进一

步挖掘潜力, 增加收入, 扩大社会主义积累 ; 继續克勤克俭, 精打細算, 有重点地节约

地使用資金, 保証財政收支当年平衡, 并且略有结余。

会議确定了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各部門的具体任务和主要指标。

会議认为 , 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应当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开展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会議指出 ,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有十分重大意义。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 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 存在着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級之間的阶级斗争, 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泽东主席

指出 , “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驗, 是建設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項伟大革命运

动” 。 在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驗的同时, 决不能忽視阶级斗争。 必須不断地用无产阶

級思想来教育和武装劳动人民, 在政治战綫上, 在经济战颍上, 在文学、 艺术和意識形

态的一切領域中, 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蝕。

会議強調指出 , 应当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坚持調查研究 的 优良作

风, 贯彻执行群众路线。 一切重要的工作, 都应当采取蹲点、 典型試驗和逐步推广的工

作方法, 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 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綫和政策, 把工作做得更細致、

更踏实。

会議指出 , 每个企业, 每个事业单位, 每个人民公社, 都应当深入地把增产节的运

・ 19 (总 71 ) 。



动开展起来。 所有的企业、 事业单位、 人民公社和机关、 团体、 学校的全体人員, 要更

好地树立起勤俭建国、 勤俭办企业、 勤俭办事业、 勤俭办社、 勤俭持家的良好风气。 发

揚这种风气, 我們就可以更好地执行艰苦奋斗、 勤俭建国 、 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的 方

針, 我們的事业就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我們的国家就会更加昌盛起来。

这次会議决定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額將比第二届代表的名額扩大一倍

多。 这是为了同我国国家大、 人口多的情况相适应, 为了 同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

事业大发展的情况相适应, 为了反映我国 工人阶级为领导、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統一战綫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情况, 为了使各个战綫上大批湧現的各民族优秀人物能够

被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扩大以后, 将会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更好地反

映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的新面貌, 更好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发扬民主, 加强民主集中制,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更好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 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会議在通过的決議中 , 对各方面代表名額的增加作了 具体规定, 要求在一九六四年

九月底以前完成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大会号召, 全国各族的工人 、 农民、 知識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

人士, 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 爱国侨胞, 进一步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周围, 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农业、 现代工业、 現

代国防和現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为世界和平、 民族解放、 人民民

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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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人員

一九六三年九月四日

任命耿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緬甸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免去李一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駐緬甸联邦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任命张灿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免去謝甫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任命:

邱創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 ;

方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

-一九六三年十月五日

任命柯柏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丹麦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免去王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駐丹麦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員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任命:

张 苏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員会委員;

洛桑次 为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院长 , 张少通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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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惠毅然的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院长的职务, 賈仰周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員的

职务。

批准任命:

曹志学为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員会委員;

1

王庆芝、 王作臣、 王唯一、 刘志恒、 朱庆荣、 宋文天、 李永田、 张同印、 苗士俊、

赵遵堂、 范金泉、 徐永德、 郭殿石、 甄茂友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員 ;

于存之、 陈淼琴为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員。

批准免去吳敬楡的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員的职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九日

任命:

田焰、 李仁眞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員,

李中林、 荣致芳、 郭海龙、 賈連起、 魏同德为最高人民检察院西藏分院检察員。

批准任命:

罗亦經为最高人民检察院軍事检察院副检察长 ;

李銳、 陈泽三为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

郭进庭、 买买提吐尔逊为新疆維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朱合一、 张鴻烈为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員;

陈鑑、 呂毅、 秦群为陝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員会委員。

批准免去:

王良的新疆維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員的职务,

任民杰的陝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員、 检察委員会委員的职务, 黃銳的陝西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委員会委員的职务, 王家驥、 沈万祥的陝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員的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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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人員变动情况

罗荣桓副委員长 (軍队选出的代表) 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逝世。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变动情况

辽宁省选出的刘立富代表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八日逝世。

浙江省选出的徐赤文代表于一九六三年七月四日逝世。

上海市选出的李福祥代表于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一 日逝世。

四川省选出的卢子鶴代表于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逝世。

上海市选出的史 康代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 日逝世。

河南省选出的嵇文甫代表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十 日逝世。

山东省选出的陈孟元代表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逝世。

福建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議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 日撤銷周菊珍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資格。

ཟ
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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