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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一）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

主义社会五种依次演进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的发展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

一般规律,但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没有直接进入社

会主义社会,而是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过渡,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它的主要特点是过渡性,前途是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社会发展的历史决定性与主体选择性的辩证统一。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

段,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决定的。既然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那它就不会像其他独立社会形态那样经历较长的历史时期。

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性的特点,就是社主义成分逐步发展,非社会主义成分逐步被改造,并在逐

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上,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第一节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第四章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二） 党对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初步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52年上半年,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经过认真思考,形成了一些初步

的设想,可以概括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里,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

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一

举进入社会主义。

在过渡的时间上,认为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大概是15年或更长的时间。

在转变的条件上,认为主要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程度,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了国家

工业化,国营经济发展壮大了,才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所谓社会主义的步骤,主要指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集体化。在过渡的步骤和方式上,考虑先进行建设,后一举过

渡。

第一节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第四章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一）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依据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理论基础。

恩格斯在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使用了 “过渡时期”的概念,认为从私有制的目前状况到

财产公有社会有一个过渡时期。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将

过渡时期与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1875年,马克思又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

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

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政策,马克

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

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同传统的所有制和传

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通过和平赎买变革所有制的设想。

第一节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第四章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一）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依据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目的就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

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他还分析了过渡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特点,指出

:“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 “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

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思想,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不断增加的党和国家政权的威信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是重要政治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党不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发挥政治领导作用,还通过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一大批有经验的、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

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和广大党员,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在地方

的反动统治被摧毁,党和国家政权组织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

第一节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第四章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一）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依据

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三反”“五反”及其他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以及经济建设工作、

文化教育工作、外交和国际活动、统一战线工作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树立了

极高的威信,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政治热情,人民群众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了普

遍认同。

第三,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必要经济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没收官僚资本,变官僚资本为国营经济的同时,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也

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创造了加工订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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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加强了它

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以及这一时期积累起来

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经验,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宝贵经验。

第二节第二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第四章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一）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依据

第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初步确立是重要思想条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

传,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新中

国成立后,党在宣传思想工作、教育改革与发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使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确保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进方向。

此外,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孤立、封锁、禁运、遏制的政策,只有苏联

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援助中国。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来的巨大优势,以及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

经验也对中国有很大的榜样作用。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

设时期。

第二节第二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第四章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二）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过渡时期总路线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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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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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过渡时期总路线。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被

载入 “五四宪法”,标志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全国人民共

同的意志和奋斗目标。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符合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反映

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第二节第二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第四章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三）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 “一化三改”或 “一体两翼”。 “一化”是指实现国

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三改”是指实现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总路线的两翼。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二者彼

此联系、相互促进,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

第一,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整个过渡时期之所以需要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主要原因在于:一

是我国经济和文化落后,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来创造为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所必要的经济

上和文化上的前提;二是我国有极其广大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及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的资

本主义工商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来改造它们。

第二节第二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第四章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三）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

第二,工业化为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物质基础。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社会主义工业化处于 “主体”地位,因为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

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

的技术来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才能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前提。

第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法律、意

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实现了迅速发

展。

总之,“一化”和 “三改”或 “一体”和 “两翼”是统一不可分离的整体。 “要过渡到社

会主义,没有主体当然不行,没有翅膀也不行。”

第二节第二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205114201110011131

https://d.book118.com/205114201110011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