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毛泽东思想概论”串讲讲义4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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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2_80_9C_c73_114502.htm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原

则和经验总结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思

想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与主要矛盾 1．关于新

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建立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从1949年10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

建立，这个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新民

主主义社会是一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它从属于社会主义体

系，是近代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

中介和桥梁。 2．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指

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在解决土地问题之后，国

内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同帝国主义国

家的矛盾。来源：www.examda.com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

盾：19491952年，是人民大众同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势力

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矛盾；19531956年，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

级的矛盾。 （二）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

的历史条件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中国社会发

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

趋势。在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

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所规定的。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

主义的转变必须具备相应的各方面条件。 1．物质基础：近

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及现代工业的初步发展 近代中国资本主

义及现代化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中国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的政策，使濒临危机的民

族工商业得到新的发展，进一步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物

质基础，即生产力基础。 2．经济条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的壮大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中，不仅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先进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还有处

于领导地位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它主要是通过

没收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建立起来，这些先进生产力更

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条件。 3．政治保证：

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新民

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条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

，这是决定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

；第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级政权的建立，

这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保障。 4．国际因素

：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

其对中国建设的支援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过渡时期总

路线的基本内容 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其内容 “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

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

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2．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

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 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中国社会由新民

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主要原因是： 首先，国

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独立和富强的前提条件和必然



要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求得国家的富

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通向富强的必然之路。 其次，土地改

革完成之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工人阶级与资

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在

工业化进程中，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

的一面。这就需要对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第三，土地改

革后，个体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为了避免产生两极分化

，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化，

确实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1953年时，我国不仅有必要

全面开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也具备了这

样做的条件。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以无产阶级领导的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社会主义

改造提供了政治保证。第二，国营经济的力量已经相对强大

，并在迅速发展，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为社会主义

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第三，积累了引导个体农民和

个体手工业者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经验，也积累了经过国家资

本主义道路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经验。第四，从国际

环境看，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军事上威胁、经济上严密封锁

的政策，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又很不景气，而社会主义国家正

充满活力，并给予中国建设事业以援助，促使中国迅速走上

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来源：www.examda.com （二）社会主

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1．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

建设的关系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国家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造”、“一体两翼”。社会



主义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社会主义改造是总路线的两翼，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

，解决所有制的问题，以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促进社会主

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一

条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社会主

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方面互相关联、互相促进，

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健全社会主义上层

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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