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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645671.htm (一)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

造道路 1.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 (2001年文科第21题、理

科第23题，多项选择题)我国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

成功经验主要有 A、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引导个

体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B、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

帮助的原则 C、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

济体制 D、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 E、采取从

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逐步过渡形式() 在对农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列宁的

合作化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其主

要经验有： (1)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及自愿

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逐步把个体农民的生产

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2)结合中国的

实际情况，创造了由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半社会

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

业合作社这样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引导农民逐步

摆脱私有制。 (2004年第9题，单项选择题)在农业社会主义改

造中建立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属于 A、新民主主义性质 B

、社会主义萌芽性质 C、半社会主义性质 D、社会主义性质()

(3)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贯彻了正确的阶级路线，即依靠贫下

中农，团结中农，对富农采取从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把

对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把消灭剥削阶级

同改造富农分子结合起来，从而团结了广大的农民，共同走



上了合作化的道路。 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

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

金，使五亿多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

路。 2.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业

合作化运动的同时，对于广泛存在于我国城乡的个体手工业

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其主要经验有： (1)改造的办法也是

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把手工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改造为社

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2)实行“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

针.以及“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使手工

业者自愿地逐渐组织起来.采取的形式，是从供销合作小组到

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

，变手工业个体所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3.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开

辟了一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其内

容有： (1)严格区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界限，对民族资本

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实行和平赎买，使我国和平

地实现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 (1993年理科第13题，单项选

择题)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

取的政策是 A、限制 B、征用 C、没收 D、赎买() (2)创造了

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坚持采取由委托加工、计划订货

、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由初级到高级的

逐步过渡方式，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1997年理

科第18题，多项选择题)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创造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



式有 A、加工订货 B、统购包销 C、经销代销 D、租赁承包 E

、公私合营() (2002年理科第9题，单项选择题)中国在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在利润分配上采取

的政策是 A、统筹兼顾 B、劳资两利 C、公私兼顾 D、四马分

肥() “四马分肥”指企业的利润，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

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 (3)注意把对

企业的改造与对资本家的改造结合起来，逐步把他们改造为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由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赎买政策

的实现，在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

阶级，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4)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和

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

了马列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

是一个创举，也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

展。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有利于发挥私营工商

业在国计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

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

国民主人士，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有利于发挥民族资产阶级

中大多数人的知识、才能、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也有利于

争取和团结那些原来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 采取赎买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

造的原因 首先，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 其次，中国共产

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长期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这就为将工

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

的矛盾并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提供了前提。 再次，我国

已经有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掌握了国

家的经济命脉，这就造成了私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

对社会主义的依赖。再加上当时国家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统

购统销，以及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群众对资本家的监督等因

素，这样，就使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只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第一

，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这是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明确要求。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变革不

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

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引导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

体化的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目的都是为了适应

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

，党坚持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

对于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力发展，

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第二，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我国对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采取了区别对象，用不同的

办法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中国的这场巨大而深刻的

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而且促进了

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用和平方法进行改造。坚持用和平的

办法，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和平改造解决

了诸如实现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和平过渡与消灭剥削制度

这类通常难以解决的矛盾问题。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出现

了一些失误和偏差。主要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

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



，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

些问题。但是，不能因为出现这些失误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

的伟大意义。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的确是一个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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