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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115006.htm 一、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 中国的资本主义可分为官僚资

本和民族资本两部分。对官僚资本采取强制剥夺政策，对民

族资本采取和平赎买政策。在政治上保证同民族资产阶级联

盟，把原有属于对抗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

经济上，实行赎买政策，用和平的方法，把民族资本主义企

业，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1）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

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采取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创

立了临时互助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形式。 互助组

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初级社是半社会主义的，高级社是

完全社会主义的。 （2）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通过

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经过

了从低级形式（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两个发展阶段。 低级

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

，这是国家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企业外部的一种合作。（加

工、定货、统购包销是工业形式，经销代销是商业形式） 

（3）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公私合营，分为个别企业公

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标志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是国家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企业内部的一种合作。 （4）把

消灭剥削阶级同改造剥削分子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把原

有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二、毛泽东为代表

的第一代领导人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思想 第一，加强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全党。 第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第三，接受党

内外的双重监督。 第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民主集中

制。 第五，努力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 三、“发展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在经济领域必须重视和运用价值规律，讲等

价交换，但决不能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

辨析题） 此命题是正确的。 首先要正确理解党性原则与商品

交换原则的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党内政治生

活和社会经济领域，在范围、性质、内涵和运行的方式上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有各自的运行规则。党性原则规范党

员的行为，是党内政治生活运行的准则。商品等价交换原则

规范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行为，是社会经济生活运行的规

则。如果把党性原则运用于社会经济生活，或者把商品经济

原则运用于党内政治生活，就会破坏两系统各自原有的运行

规则，导致系统运行的紊乱，产生贪污腐败行为。 我们党是

无产阶级先锋队。党内只能讲党性原则，而决不能让商品交

换原则在党内通行。这是因为：第一，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

动产品，商品交换是讲求等价的；而为共产主义奋斗，是共

产党人的行动准则，是不能按等价原则补偿的。第二，商品

交换原则遵循的是价值规律，而党性原则集中体现在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上，共产党员的信仰就是坚持从广大人民群众

的利益出发，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能用等价交换原

则对待工作，不能奉行利己主义人生哲学，而应当始终把为

实现崇高理想而奉献终身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四、中国的

武装斗争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 之

所以说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



的革命战争，是因为： 第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是农民

问题，敌强我弱和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

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农村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场。 第二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

中国有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

的主要压榨对象。因而，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动力，

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第三、农民是是中国革命军队

的主要来源。军队的官兵基本上都是穿上军装的农民。 五、

毛泽东关于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认识 毛泽东发展

商品生产的观点：（1）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

；（2）商品生产的范围不仅局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

料也可以是商品；（3）中国落后的国情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

生产的阶段，使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4）两种所

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前提，其最终的结果取

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 毛泽东关于价值规律的认识：（1）

价值规律是客观的，不能违背，只能利用；（2）所有的经济

单位都要利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核算；（3）价值规律在生产

领域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发挥作用。 六、毛泽东思想具有

多方面的内容 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从中国的社会

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

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

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

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理论。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

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



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

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

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

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

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

、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

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

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

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

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

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

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

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

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

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

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

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

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

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2、关于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

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

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

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

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

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

，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

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

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

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

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

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

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

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

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

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

。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

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 3、关

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 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

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

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

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

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

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

，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

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



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

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

。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

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

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

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

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

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4、关于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论

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

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

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

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

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

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

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

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

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

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

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

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

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

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

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

教育，等等。 5、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 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



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

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

的集中表现。”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

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

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

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

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

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

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 6、关于党的建设 在无产阶级人数很

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

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

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

个问题。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

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

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

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

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

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

，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

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



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

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

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

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1)、实事求是，就

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

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阐述和发挥了马

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

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

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

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

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

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

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

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2)、群众路

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

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

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

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3)、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

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

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

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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