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单元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第3课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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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入

　 1949年－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

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也是社会主义制
度在中国确立的过程。

1949年－1956年属于什么样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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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渡 时 期
1949年—1956年

1950年 1953年 1956年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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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巩固人民政权，新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
　有何意义？

2、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新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
　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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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经济基础的奠定

政治基础：
巩固人民政权

解放全国领土

开展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运动

奠定政
治基础

和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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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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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经济基础的奠定

经济基础：
恢复发展国民经济

没收官僚资本
建立国营经济

合理调整工商业

加强对农业和工矿业
的领导

为什么对官僚资本采取没收政策？而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是调整政策？

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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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探究一 没收？调整？

　　官僚资本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以蒋介石、宋
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依靠政
权，通过巧取豪夺聚敛起来的一种垄断性资本。它是国民党统
治的经济基础。
　　 1949年解放前夕，官僚资本拥有全国工矿业和交通运输系
统固定资产的80%，垄断钢产量90%，还控制全国的金融机构、

交通、对外贸易等。

部类 占全国经济的

工业 63%

商业 批发 67%

零售 83%

1949年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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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可看出：要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要掌握
国家的经济命脉，必须没收官僚资本。

　　从表中可看出：私人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
大的比例，能否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恢复国民经济和生
产具有重要作用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在民主革命中跟中共有着

       亲密的交往和合作，尤其在解放战争中，国统区的第

       二条战线就是以他们为主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还没有彻底完成的时期他们还有可能跟着中共走的。

调整

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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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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