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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2021_2022_2009_E8_80_

83_E7_A0_94_c73_532190.htm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过渡

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从现在开始

用l0到15年时间，逐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的设想。1953年12月，在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宣

传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形成了对过

渡时期总路线完整准确的表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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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过渡时期总路

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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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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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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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土地改革后，为了避

免个体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

，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化等，这些都要

求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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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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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道路 (1)为了实现

社会主义工业化，就需要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旧生

产关系，就要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 ①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

力已经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获得了解放。但是，我国农业中占

绝对优势的还是小农经济。这种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仍

然限制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工业化事

业对粮食和原料日益增长的需要。解决的办法只有对农业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落后的小农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

的合作经济，以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力。 ②我国资本主义工

商业在一定时期内有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积极作用和对于国

计民生不利的消极作用两个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妨



碍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实现，因此必须把私人资本主义

所有制的生产关系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解放被

束缚的生产力。 (2)早在1956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

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

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

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

就为大力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3．社会主

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2003年文科辨析题第33题考查

过) 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求。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标志着新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在中国形成，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大大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造在后期过于急促和粗糙，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

误，遗留了一些19题。这些问题在后来的一个相当长时间内

，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和克服，相反在一些方面又有发

展，特别是不久出现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经济建设中的高度

集中的管理体制，使社会主义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发

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示。20世纪70

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遗

留问题及其以后出现的偏差和失误的纠正，并在此基础上的

继续前进。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也不

是要回到改革前的状态；而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

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进行调整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

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无论是

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改革，都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



事业的实践，它们有着内在的、历史的逻辑关系。百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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