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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资本主义问题的基本认识与政策。 提示： 这一部分是“

毛泽东思想概论”中非常有特点亦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毛泽

东本人也有多方面的精彩论述，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

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

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

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在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中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

，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有

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

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

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

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

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

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

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

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近年来在毛泽东思想概论主观题中

对此已经有所涉及，但考生仍需注意这方面的知识点。 以下

是本题的答题思路分析： 1.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

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又称买办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这种划分的主要



依据是看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态度。大资产阶级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统治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维护者，从总体上说，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民族资

产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同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另一方面又具有天生的经济上和

政治上的软弱性，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因此，民

族资产阶级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带有两重性的阶级

。 2.将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实际意义是

：（1）可以分清革命的敌人和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2）可以在革命过程中利用二者间的矛盾，团结和争取民族

资产阶级，进一步孤立大资产阶级，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反对

最主要的敌人。（3）正确认识和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事

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

是通过斗争而取得的，对它的策略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

求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根本上而

言，是为了实现本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

国，使中国走上自由、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所不答应的

。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必

要的斗争，一方面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克服民

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动摇性和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 3.中

国的资本主义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本主义，是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因为它

是资本主义，而是这种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反动国家政权

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

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



础。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具体政策是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

进行没收，将其转换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另一部分是

民族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是始终要受到保护

的。 4.正确认识和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是中国如何能

够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其理论前提是正确认识中国近

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主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问题。从一般的意义上看，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是反对资本主义而主张社会

主义的，但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把

它作为教条，针对近代中国的国情，得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

，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正确认识。 5.保护、发

展民族资本的理由：（1）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革命首先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基本内容的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以反对资本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革命。（2）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

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历史进步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

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

立与发展创造条件。（3）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动

力之一。在旧中国，它同样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的压迫，具有革命性，必须保护其资本主义工商业

。当然，即便民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革命阵营，也不能改变

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4）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相对于个

体经济，民族资本主义也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仍然

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在不允许其操纵国计民生的前提下

，仍要保护它、发展它，要对它惟利是图的一面进行限制和

引导。 相关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性



质与特点 1.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

清这一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

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

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这就是反帝反封建

。因而，中国近代革命不可能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为基本内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反帝反封建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仅决定于革

命的主要敌人，也决定于革命的主要革命者。毛泽东在《关

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1948年3月）中明确指出

：“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

方面。”一方面，近代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

质，这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具体说来，是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所决定，或者说取

决于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又由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主要革命者的

变化，即由资产阶级转变为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同

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其中无

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这就决定了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又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近代中国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界，又分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

个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

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 3.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严格区

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的特点。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

属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



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由资产阶级领

导，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新的前途，即不再

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的，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人

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

会。 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1.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两个革命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

性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

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步是民主

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二者是两个性质不同的

革命阶段，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

个革命过程。 2.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才能创造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为社

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开辟道路。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

的必然趋势：第一，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环境，已不允许中

国再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第二，无产阶级参加并领

导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三，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才能巩固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 3.中国共产党党内在两个革

命关系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错误倾向：一个是“二次革命论”

，即认为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必须有一个资

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从而割裂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的联系。这种观点自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



而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和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无

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取得

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另一个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

革命论”。这一观点只看到了两个革命之间的联系，但混淆

了两个革命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认为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

主主义革命的同时，必须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

的斗争，从而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想一

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资本主义工

商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有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随

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私营工商业越来越不适应大规模社

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并暴露出与大规模的国家建设要

求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2.在实际改

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

本主义形式。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方面有加工

、订货、统购统销，在商业方面有经销代销，它基本上仍然

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已经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建立了较

密切的联系。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又分个别企业的公私

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它已经带有社会主义性质，除了

资本家还拿定息之外，已经和国营企业没有差别了。 3.国家

资本主义在实质上就是通过和平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私

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平赎买的理论依据是，在我国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人

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



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

样就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转

化为非对抗性矛盾。 4.和平赎买的具体形式。和平赎买不是

一次性购买，而是在一定时间里，仍然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

利润。在个别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对企业利润实行“四马分

肥”，即将企业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

利费、资方红利四部分。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私股实行定

息办法，把资本家的利润限制在一定的利息上，固定年息

为5%，共付10年。与此同时，资本家将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和

经营管理权交给国家。 5.经验与意义。（1）严格区分官僚资

本和民族资本的界限，对民族资本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

政策，实行和平赎买，使我国和平地实现生产关系的深刻变

革。（2）创造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从低级到高级，

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促进了生产的发展。（3）

注意把对企业的改造与对资本家的改造逐步结合起来，把资

本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4）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

设想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是毛泽

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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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