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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

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

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官僚

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具体

地说： 1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是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

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首要的是土地

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中国的土地革命尚缺乏足够

的认识和必要的经验。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

土地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

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六大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虽然

肯定了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但存在严重的错误：一

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是没有将富农与

地主严格区别开来，三是主张土地国有或公有。1928年中共

六大明确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确定了依靠贫雇农

、联合中农的阶级路线，对富农的策略也有调整，但土地所

有权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随后经过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

，到1931年前后，土地所有权问题得到解决，即农民不仅获

得土地使用权，同时也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并基本形成了一

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

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

民的土地所有制。1931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后，



在土地革命中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带

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

策是减租减息，这是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

斗争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随着

中国人民和美蒋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

行土地改革的条件越来越成熟。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减租减息的政策

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到1947年下半年，解

放区2／3的地区已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1947年10月颁布的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纲领。针

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差，毛泽东在1947年十二月

会议上强调，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两项基本原则：第一，必

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

害中农的利益。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中明确提出了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

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到1948

年秋，在l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农民获得

彻底解放，工农联盟得到巩固，并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

供了物质基础。 2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这

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

的官僚资本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

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

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同外国帝国主义、中国地

主阶级结合在一起，成为封建的、买办的资本主义，是国民

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它不仅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

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没收官僚资本，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

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

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 3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

领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内容 中国共产党将中国资本主义分成官

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并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

，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保护和发展的政策。 中国是一个落后

的农业大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属于较先进的生产方式，

它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生产力的进步，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压迫，具有革命性，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阵营中的

一支力量。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要让私人资

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毛泽东

在中共七大期间，针对党内存在着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害

怕资本主义发展不利于革命，企图由封建经济直接发展到社

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

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毛泽东指出，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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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

济在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

社会的向前发展。毛泽东强调，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这

种资本主义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 4新民主

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

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做了分析：“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



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

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是构成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1)国营经济是以全民所有制为基

础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代表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

方向，也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物质基础，是整个社会经济的

领导力量。 (2)合作社经济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人民群众的

集体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合作社可以提高生产

力，给将来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创造条件。 (3)私人资本主义

经济是以资本家生产资料个人所有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

的的私营经济。它主要是民族工商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

济具有两重性：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又有不

利于社会主义、剥削工人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对它的政策是

限制和利用。 (4)个体经济是指分散的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

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量的80％以上。个体经济是一种尽管落

后但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保存的一种经济。它一方面可以接

受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另一方面随时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

义和资产阶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要引导个体经济向

集体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国家

经济同私人资本合作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它很

快会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 新民主主义应在国营经济领

导下，使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分工合作，以促进新民主

主义经济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

经济居于主导地位，使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但新民主主

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它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

，它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 5新民主主义经济建



设的方针 党在七届二中全会后，制定和实行了“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

方针政策。简称“四面八方”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

”说确认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

四面八方”政策则是处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他关

系的准则。它们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所形成的社会现实

，有利于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势，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

展，因而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理论与政策。 点评： 注意分析新

民主主义各项措施及各种经济成分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及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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