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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www.examda.com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衰过程和历

史地位 （一）产生来源：www.examda.com 鸦片战争后，在中

国封建经济分解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外商企业的刺

激、示范和洋务派军用工业尤其是民用工业的诱导下，19世

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兴起。早期著名的企

业主要有“三厂一坊”。到甲午战争前，实存的商办近代企

业260家，大部分是轻工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广东、天津等

沿海地区。近代商办企业的投资者主要是一些官僚、地主、

商人（包括买办手工业主），他们已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虽然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但它毕竟是

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实力薄弱，深

受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同时又对它

们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它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可避

免地具有两重性。来源：www.examda.com （二）初步发展来

源：www.examda.com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

行资本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为民族资

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清政府为扩大税源，解

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19世纪末，中国民

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独立的政治力

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上层维新派发动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

，其中下层革命派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 （三）短暂繁荣

来源：www.examda.com 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



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处于夹缝中的中国民族工业得

到一次发展的机会。从1912年到1919年，中国新建厂矿有600

多家，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和面粉业。这一时期，由于

辛亥革命胜利的鼓舞以及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实业救国

”与民主共和并存，一起成为两大思潮，涌现了一批代表人

物。如张謇、周学熙和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等。但好景不长

，世界大战的结束打断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趋势。这说明帝国

主义侵略是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因素，不摆脱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得到正常发展。 

（四）日益萎缩 1、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和官

僚资本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日益萎缩。 2、抗日战争时期

，由于日本在沦陷区的野蛮掠夺，四大家族在国统区加强对

工业的垄断，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官僚资本占有明显优势，中

国民族工业遭到破产。 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了进行

内战，空前出卖国家主权。1946年11月，国民党同美国签订

了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导致美国货充斥中国市

场，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 （五）获得新生 1、建国初期

，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

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 2、在1953年-1956底社会主义改造

过程中，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

方法，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个别企业的公

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以及付偿定息等一系列从低级到

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成功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

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到1956年底

，全国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

，民族工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六）历史地位 （1）从



经济上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其产生

和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 （2）从政治上看，它导致民族资

产阶级产生，为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提供了社会基

础，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

阶级条件。 （3）从思想上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

发展，不断地冲击和动摇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为西方

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 （4）从发展趋

势上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

，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地区分布不尽合理，在一定程

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难

以独立发展。 中国四次发展机遇与挫折（原因、表现、结果

、成败原因分析） 1、 19世纪60年代中外和好局面出现后洋

务运动的产生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2、 辛亥革命后到一战

期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 3、 抗战胜利后 4、 文化大革命

后 二、与欧美各国的近代化相比，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特点 （

一）总特点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因

此，与欧美各国的近代化相比，先天不足，后天畸形。 （二

）中国早期工业化发展历程 1、起步阶段（1840年－1895年）

，突出事件是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前期以“求强”为旗号，兴

办了“三局一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后期以“求富”为旗号

，兴办了“三局一厂”等近代民用工业。这一时期，政治体

制现代化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有

所进展，并经历了由重工业到轻工业，由军需到民用，由国

营到民营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洋务运动的需要，现代化

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领域渗透。 2、

整体发展阶段（1895年－1927年） 主要表现为甲午战争以后



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辛亥革命后和一战期间民族工业出现

了短暂的春天。 3、曲折前进阶段（1927年－1949年） 现代化

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艰难地进

行。国民政府统治前期，从外国人手中夺回了“关税主权”

；设立了国家银行，实行币制改革；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推动了工商业及整个经济领域现代化的进程。但官僚资本

的形成和垄断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民营工业的发展。抗战

期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被打断，原有的工业在日本军国主

义的大举侵略下遭到严酷摧残。抗战胜利后，美国垄断资本

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相结合，又把中国现代化事业推入绝境

。 （三）具体特征 中国工业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

史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与欧美各国的现代化相比，它具有

非常明显的特征： 1、近代化不仅受到内部封建保守势力的

顽强抵制，还不断遭到外部资本主义列强的倾轧、排斥和武

力摧残，发展缓慢，历经曲折。 2、近代化一开始是由地主

阶级中的洋务派领导的，官僚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化启动时

期扮演过微妙的角色，资产阶级则始终没有真正掌握过近代

化的领导权。 3、近代化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

技术、人才和思想的准备不足，它的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

部而是来自外部，因此，它不是以民间自发创办近代企业为

先导，通过自由竞争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主要依靠政权的力

量，以官办军事工业为起点，从军需到民用，从国营到民营

，从重工业到轻工业。 4、发展畸形。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

不协调、不配套，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重工

业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石油等工业尤为微弱，轻重工

业比例失调；地区分布不平衡，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和沿江



地区。 三、新中国的工业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首先

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奠定了恢复国民经济的

基础。随后在国营企业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从1953

年开始，我国开始执行“一五”计划建设，到1957年“一五

”计划提前完成，工矿业成就突出，鞍钢无缝钢管厂、第一

汽车制造厂、飞机制造厂、沈阳机床厂等建成投产。 交通运

输方面新建了宝成、鹰厦等铁路30多条，建成武汉长江大桥

，及康藏、青藏和新藏公路等。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

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国

工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城市经济

体制改革的进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现在我国已建成了门

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