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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9/2021_2022__E8_80_83_E

7_A0_94_E6_94_BF_E6_c73_539741.htm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

主义过渡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标志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 

（1）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新民主

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②中

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2）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的转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新民主主义实现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共纲领所决定的。 （3）从新中

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是一个过渡时期。它是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即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

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4）这

个时期既是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时期，也是为进入社会

主义作准备的时期，它需要多长时期，取决于由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过渡具备的条件，包括物质基础、经济条件、政

治条件、国际环境等。 ①经济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近代中

国资本主义及现代化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二是在新民

主主义经济结构中，不仅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

义经济，更重要的还有处领导地位的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

经济，它主要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 ②政治条件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二是工人

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级政权的建立。 ③国际环境的

影响：苏联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援，也成为促使中国向

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国际条件。 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意义 

（1）过渡时期的总路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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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这个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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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这是一条以“

一化三改”’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

并举的总路线。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

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是总路线的两翼。总路线的实质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解决

所有制问题。 （3）过渡总路线反映历史必然 ①实现国家工

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 ②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迅速实现国家工业

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迫切需要。 ③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发展农业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客观需

要。 （4）意义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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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在

全国取得胜利后，不失时机地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确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经

验与意义（单独考大题不可能） （1）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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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马分肥：国家所得税，资方红利

、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 （2）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03年 

①对个体农业与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是：遵

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具有社

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具有半



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发展到具有完全社会主

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

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是：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

包销、委托经销代销、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

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

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3）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的历史意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

造形式：利用限制改造，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 ①使我国的社

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已

经基本建立起来。 ②使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重要变化，剥削

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③进一步

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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