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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532182.htm (一)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中

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

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

条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创立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理论，并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大规模的建设社会主

义的开始，毛泽东又率领全党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向全党提

出进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中

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模式。但苏联模式

未必适合中国。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暴露了他们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揭示了苏联模式存在

着一些弊端，如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等

等。 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于1955年底在党内蓖先

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系统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全盘否

定斯大林，反对否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同时要以苏联经

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强调在壁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

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

决各自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 2．探索中国自己

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和l957年以后在指导思想上的



两种发展趋向(1997年文科多选题第16题考查过) 1956年苏共二

十大召开以后，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挑战面前，毛泽

东率先提出了科学对待一切外国的东西，以苏联经验为鉴戒

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中国自己

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任务，并且取得了初步而丰富

的探索成果。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

讲话，提出“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

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1956年9月，中共八

大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提出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经

济建设，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

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问题，强调坚持民主集中

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和群众联系。l957

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

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

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探

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1957年以后，党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

。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在探索过程

中形成的一系列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

累了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是错误的发展

趋向，这就是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

想和实践经验。这些错误的东西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

系。 (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

党的中心工作 1．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 (1)1956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

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



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

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

间的矛盾。” (2)1981年6月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作了新的概括，

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

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

生产之间的矛盾。” 2．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党的中心

工作(2002年理科单选题第10题考查过) (1)八大的政治报告指

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

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

国。”也就是说，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

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

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2)《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和国家工

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

民的物 的物质文化生活。” (三)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

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 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

主义强大国家，这是毛泽东制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

方针，也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核

心。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

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

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

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

国家，同样要实行这个方针。 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了什么是

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他说，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的力

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然是一种消极

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

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

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

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阐了这一基本方针，认为我们

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

和发展生产力，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

我们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在讲话的最后，毛泽

东再次强调：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我们一定要把党内外、国内外，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

，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反复阐述的一个重要思想、一个基本方针，也是整个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

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考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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