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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百科竭诚为您答疑解惑！ 第十二讲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冲刺

要点归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走出了

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实现了中国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

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

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即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时的新民主

主义社会，是近代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

社会必不可少的中介和桥梁，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发

展阶段，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

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了。 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

社会的过渡性再次作出深入的论证。他说：”我国正处在建

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

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

，又有资本主义。”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政治上

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

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国营经济

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

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其中，国营经



济是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社经济属于半社会主义经济性质、

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合作社

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国际资本

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过渡的形

式。 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

会上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

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

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

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要

性和可能性） （一）提出的历史进程 1、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

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两个转变”同时并举的思想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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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逐步实现国

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

史必然性。 （1）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必然

要求和必要条件 （2）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是发展农业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需要。 （3）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迫切需要。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中国

人民要求尽快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摆脱贫苦、消灭剥削制度

的愿望，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4、党提出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实现的可能性 第一、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

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第二、土地改革完成以后，

为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具有走互助组的要求



。事实上，与个体农业相比，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增产一般

比较明显。这也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供了重

要依据。 第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合理调整工商

业的过程中，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

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国家在利

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成为对资

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 第四、当时的国

际形势也有利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 三、适合中国特点的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一）农业、手工业的改造 1951年12月，

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草案指出，中国农民在土改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

，集中地表现在两种积极性上，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

互助的积极性。 1、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遵循

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逐步把个体农民引

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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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国农业的特点和

农民的习惯，创造了由互助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

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

原则)，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实行土地及生产资

料归集体所有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过渡形式。 3、对手工

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特点和成功经验 第一，采取积极领导

、稳步前进的方针；第二，创造了由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手

工业生产小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供销合作化，再到社会主

义性质的生产合作化的过渡形式；第三，通过耐心说服教育

、典型示范和国家援助的办法，提高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觉

悟，引导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第四，规定了为农



业生产服务，为群众生活服务，为出口贸易服务的手工业合

作社的生产经营方针。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

实施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

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 1.把资产阶级分为两

个部分，对官僚资本采取取缔、没收；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

、限制、改造的方针。这就创造性地实现了由马克思提出，

列宁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的政策。 2.

创造了从加工定货、统购统销、经销代销（初级国家资本主

义，局限于流通领域），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

营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深入企业内部和生产领域）的过渡

形式，保证了改造的顺利进行，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3.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

，用”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的。对公私合营企业在利润分

配上采取“四马分肥”（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资本家

红利和工人福利）或定息的政策，实现了”和平赎买”。 4.

注意把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

结合起来。 总之，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提出的以“和平赎买”的方法解决资产

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资

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毛泽东

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四、社会主义改

造的历史经验（未考点） 1、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

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2、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

。 3、用和平方法进行改造。 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

的全面确立 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

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进



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标志。这表明，中国已经胜利地

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1、（ABD，2006年

第27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 A.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结束 B.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 C.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D.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 2、（D，1988年文理）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方针是 A.利用、限制、教育 B.

利用、团结、改造 C.利用、限制、批评 D.利用、限制、改造

3、（D，1993年理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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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BCE，1997年理第18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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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2002理第9题）中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

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在利润分配的政策是 A.统筹兼顾

B.劳资两利 C.公私兼顾 D.四马分肥 跨考教育供稿 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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