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教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2021_2022__E5_8E_86_E5

_8F_B2_E6_95_99_E6_c38_59542.htm 一、重点理解的内容 1．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无产

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其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并最终指向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指无产阶级

反对资产阶级、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斗

争。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划分首先见于党

的二大确立的纲领，在正确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性质的基础上，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

而把当时直接进行的目标定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作为最低纲领。实践最低纲领的过

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最高纲领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

革命。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这

就明确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 

从1919年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已开始；1921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在新中

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措

施；1953年开始的三大改造则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2．对建

国初期的各项措施的认识。建国初期，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

，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剿匪作战、抗美援朝

、士地改革、镇反运动、没收官僚资本、稳定物价等一系列

措施。这些措施： 体现了当时的两大任务──巩固人民政权

、恢复国民经济。并且，巩固政权有利于恢复经济；恢复经

济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权，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体现两种革命



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

就是继续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打退资

产阶级不法分子的进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体现了既定

的工作重心：城市的管理和经济发展。 具有过渡时期的特点

：各种阶级、各种经济成份并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上述

措施的实施，使得人民政权彻底巩固、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

发展，这就为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过渡创造了条件。 3．过渡

时期总路线的特点。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

线。过渡时期总路线有着丰富的内涵，直接承袭了中共七届

二中全会的规定，重申全国人民的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

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核心，时称“一化”；为此采取的主

要措施就是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时称“三改”。“一化”和“三改”之间是相互联

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前者是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

的经济前提，也是进行三大改造的物质基础；后者是建立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大步骤，也是实行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两者都涉及发展和扩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一化三改

”的关系充分体现了总路线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有

机统一的特色，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

总路线，其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惟一的经济基础

。 4．一五计划的特点。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是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起步，也是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开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 通过五年计划的

形式开展经济建设，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特色。新中

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参照苏联的建设经验，实行有计划的经

济建设计划，以五年为周期。到目前已是第十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确定工业化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并且优先发展

重工业。这一方面是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另一方面也

是由于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需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一

五计划将工业化建设的重点放在东北地区。这是由于东北地

区具有相对优越的工业基础，况且工业资源丰富、又是重要

的农产品基地、靠近苏联易于接受支援，具有独特的优势。

从此以后，东北地区作为工业基地，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五计划完全以总路线的精神为指导，包括工业化和社会主

义改造两大任务，而且以工业化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改造为

主要手段。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一五计划是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大步骤。考虑到改

造和建设的长期性，一五计划只是强调5年期间为改造和建设

准备初步基础。实施的结果则是，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了总路

线规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超额完成了预定的工业化的

建设指标。 5．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

施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实践过

程中，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已确定的奋斗目标，

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确认。到1953年，在国民

经济的全面恢复、人民政权的彻底巩固的斗争中，中国共产

党确立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积累了利用和

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积累了在农村实行互助合作的

经验，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奠定了直接基础。 我国的

社会主义改造具有自己的特色──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实

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与国家帮助的原则；对民族资本采用

了赎买的政策，把经济制度的改造与对人的改造结合进行；



整个改造采取逐步过渡的形式与步骤，进行渐进的和平的转

变，最终实现了改造建设两不误的和平过渡。这是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中的创举，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精神和

务实作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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