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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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主主义要转变为社会主义，毛泽东
曾设想，认为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估
计至少10年，多则15年或20年）发展新民
主主义，认为只有实现了工业化，才能实
现私营工业的集体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经过相当长的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准备
条件，然后再进入社会主义。但是随着国
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
路线，加快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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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内容



v 1952年夏秋之交，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两个
重大变化，这两个变化使毛泽东作出新的理
论思考和决策。

v 第一个变化：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内容

     毛泽东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

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
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在将民族

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 。
  这说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已

经成为必要了。



   第二个变化：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
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v  1949年与1952年工业总产值构成：

  国营经济：33、9%↑56%；

     私营经济：62、7%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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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建立于1927年以后
的革命根据地中，主要是为了满足战争需要的军
事工业。全国解放后，由于处理了外国在华企业，
没收了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得到较大发展。
    恢复时期工业投资27亿元；改建2013个企业；
新建7438个企业。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
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
在“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
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
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论
述过“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去”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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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将总路线正式阐

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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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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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总路线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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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
了历史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
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v工业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由之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
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
工业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
梦寐以求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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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化是历史必然要求

(1)工业化的任务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中国工业
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
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
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
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毛泽东

过去陈旧破烂的矿厂景象。



（2）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
和可能性 

(三大改造的现实条件)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
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
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畸形发展，不利国计民
生的一面加剧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
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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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

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
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
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
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
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
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摘自马克思《资本论》

        上海大康药房不法资本家

王康年出售伪劣医药用品坑害
志愿军指战员。
          图为逮捕王康年。



已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回



   土改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大约有3.1亿农
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从根本上改
变了农村经济关系。
   土改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个
体经济积极性，一种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
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
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

        河北邯郸郊区
农民报名入社。
        新疆乌鲁木齐农
民报名入社。



     但个体农业的潜力是有限的，不能适应工

业化的发展，不能提供大量粮食，工业原料和劳
动力，具有分散性、盲目性。土改后，也出现一
些问题，一部分农民富了起来，就买地雇工剥削
起来，而贫下中农由于缺少农具耕畜和资金，生
产经营上的困难比较大，甚至出卖刚得到的胜利
果实土地，贫富分化逐渐开始。因此必须把他们
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

       广东省中山县农

民在学习毛泽东 “ 关
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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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是毛泽东的

一贯思想。“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
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民只
有走集体化的道路，才能增强与自然
灾害作斗争的能力，才能摆脱贫穷、
落后国

营
农
场
的
收
割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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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
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2年底，全国出现了农
民自愿组织830多万个互
助组和3600多个初级社，
已有40%的农户参加了互
助组，少数农户还参加了
半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性
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
已经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