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

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

是党面临的一项崭新课题。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本章内容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
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
社会矛盾的思想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初步探索的其他理论成果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

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

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这就是结论。”

　　                         ——《论人民民主专政》





    

    国内背景

    我国建国初期照抄苏联模式，在恢复国民经
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确发
挥了重要作用。“一五”期间，正是运用这种体
制，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一五计划”期
间苏联提供156个工业项目的援助；50年代苏联
和东欧向中国派出12000多名专家；6000多名中
国留学生赴苏联学习。 



　　国际背景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治经济体

制比较高度集中，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的各个方面

都取得非常显著成效，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建国初期为什么要照搬苏联模式？

u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长

期敌视中国，而苏联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和支持。

u 中国缺少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需要学习，

而苏联在工业化中的成就和二战中反法西斯的实力显示

了苏联模式的优越性。



     





• 工业方面：

  建成了飞机、汽车、重型机器、精密仪器等近六百个
重要项目

• 农业方面：

  农业生产任务按计划完成。

• 交通运输方面：

  交通运输业成就很大，新建宝成、鹰厦等三十多条铁
路，建成武汉长江大桥，使南北铁路贯通，康藏、青
藏、新藏公路建成，沟通了西藏和各地的联系。

• 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



      随着苏联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高度集中的体制弊端

也逐渐暴露出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缺点和错误也浮出水面。

      尤其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进

行了批判，导致帝国主义乘机反苏反共，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开

始动荡，各个国家开始摆脱苏联的模式，纷纷探索适合本国国

情的建设道路。



    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

   1956年2月25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
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
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
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
、“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
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者”
，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
果。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

斯大林破坏法制；

斯大林搞个人崇拜；

斯大林对农民剥夺过多；

斯大林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有错误；

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性格暴躁，杀人如麻；

斯大林对战争毫无准备，靠地球仪指挥战争。



•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作用有两点：

• 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

• 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斯大
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完全照搬苏联不行，这就破
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
没有经过党内充分酝酿，草率提出，纰漏百出；暴露和
纠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此重大而长期的问题，事先
不与各国共产党通气，难免引起巨大震荡和思想分歧。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
经济
           
  苏联模式的三个僵化公式：

• 社会主义本质=激烈化的阶级斗争
• 社会主义本质=清一色的国家所有制
• 社会主义本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 



苏联社会主义
模式的特征

经济上：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体制

政治上：高度集权
的行政体制

社会领域内：政党
高度控制国家，国
家高度控制社会



苏联社会主义
模式的弊端

经济上：各种比例
关系失调，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缓慢

政治上：缺乏民主
破坏法制

党内：民主集中
制原则被破坏，
形成个人专断。



    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教条主义、特
权阶层、脱离群众…… 

     全盘集体化时期强迫农民入社，对富农采取强制迁徙的做

法，以及由于这些政策造成的1932-1933年、1946-1948年两次大

饥荒上百万人因饥饿、疾病而死亡；对党内不同意见采取镇压、

甚至大规模镇压的手段；排斥市场经济规律，长期把重工业、军

事工业置于优先地位，以至影响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把工业化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固

定化，致使社会体制僵化、缺乏活力，等等。



     因此，中国不能走苏联的老路，苏联的经验是不成功

的，它的成功经验也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党内领

导人要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指出，苏共20大反对斯
大林，我们自己要从中得到教训。他认
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独立自主，调查研
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经济问题（1—5条）

u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u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u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u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u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开辟一条与苏联不同

的工业化道路

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思想问题（6—10条）

u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u党与非党的关系

u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

u是非关系

u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是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

本方针，对于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长远的指导

意义。





1.国际背景

国际上,1956年是多事之秋。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
的秘密报告，在二战后刚
刚建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各
国引起了激烈的震荡。这
是社会主义世界的第一次
总危机。



• 东欧出现了意欲推翻现政权的波匈事件



   “东欧”，指位于欧洲东南部和中部地区、苏联

西侧的8个国家，它们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

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和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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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事件

背景：

①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按照斯大林模

式进行经济建设，走了不少弯路。

②苏联开始改革（1956年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在东欧各

国引起强烈反响。



                    波兰事件起因于1956年3月波兰统一工人党

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在莫斯科病逝。

      波党中央全会选举的新的中央第一书记奥哈

布就任后公开承认，党在过去犯了很多错误，宣

布为 1948年被批犯“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撤

职、后又被捕的前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名

誉，并实行大赦。

      

波兰事件的起因



            

      面对广大群众的强烈改革要求，党的领导层

意见不一，未能及时制订出一个明确的革新纲领。

          6月中旬，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

车辆制造厂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和降低税款等，

派代表团去当地市政府和华沙的中央机械工业部

请愿，未得满意答复。

波兰事件的起因



标语：我们要面包

    1956年6月28日，波兹
南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的
约16000名工人聚集起来，
进行示威游行，向政府要求
更好的待遇和较低的税赋，
示威群众高呼“面包、民主、
自由”、“要哥穆尔卡”和
“俄国佬滚出去”等口号。 
这时谣传去华沙的代表被捕，
于是群情激愤，示威演变成
了暴动，政府为了阻止暴动，
出动了400辆坦克和10000名
士兵，当天晚上，暴动方告
平息。

1956年，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



波兹南事件



 



              1956年10月19-21日，波党举行八中全会。

      哥穆尔卡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关于波兰政治和经济任务的

纲领性意见，其中说到，波兹南事件的根本原因应“在党的领导

中间去寻找”。

      他批评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如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破坏法

制等，主张在经济上调整工业结构，改善工业管理，实行中央计

划经济与企业工人自治相结合的体制；在政治上，他认为党的生

活要民主化，对党政机关要加强监督。在谈到社会主义各国党和

国家的关系时，他说实现社会主义这个目标存在不同的道路，

“每个国家应当有完全的独立”。

       



1956年，匈牙利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事件中布达佩斯市中心的斯大林像被推倒

    匈牙利人民政权建立
后，照搬苏联模式，经济
上片面发展重工业，政治
上制造个人崇拜，破坏法
制，引起人民强烈不满。
    1956年10月23日，布
达佩斯近20万名大学生和
群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
第一书记格罗辞职 ，游行
者推倒了市内的斯大林铸
像，发生武装冲突。 



向布达佩斯行进的苏联坦克

    匈牙利开始时是由于人民群
众对匈牙利领导人工作失误不满，
引发示威游行，反革命分子则乘
机挑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也大
肆鼓噪，情况越来越复杂而紧张。
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一步策动匈
牙利军队叛乱，到处发生反革命
复辟。

    匈牙利政府邀请苏军帮助恢
复秩序。在13天中，900多万人
的小国，就有上万人伤亡，经济
损失达数百亿福林，给匈牙利人
民造成了一场历史性悲剧。



西方国家的破坏活动

    1947年，美国出台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
划”，它宣称共产主义“危害着自由世界和美国的安
全”，美国拨巨款，借援助西欧复兴经济为名，扩大势
力范围，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以达到分化
东欧的目的。

    1951年，美国制订了“向世界共产主义发动政治进
攻的纲领”，加紧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活动。美
国国会从国家预算中拨款一亿美元用于对社会主义阵营
各国进行破坏活动。“匈牙利民族委员会”，“旅美匈
牙利人同盟”等就是当时的反动组织



西方国家的破坏活动

    美国极其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
资产阶级的宣传家通过电台、散发传单、书刊
等方法，宣扬西方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甚至对人民民主制度进行直截了当的诽谤。
“美国之音”每天都用匈牙利语播音14次，宣
传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1951年开始播音的
“自由欧洲”电台，则公开号召采取恐怖行动，
进行武装斗争，推翻人民民主制度。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的

影响未能完全消除，加上浙江连续遭受到严重的自

然灾害，全省部分农作物减产情况十分严重，导致

一些社会矛盾突出。

 1956年秋冬至1957年春，在浙江的农村、工厂、

学校都出现了一些闹事的情况。各级党委没能对此

引起足够的重视，对闹事原因没有作认真分析，而

只是采取强硬的高压政策，既不允许退社，也不允

许分社，致使各地的闹事事件越发严重起来。



u    面对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

想上缺乏准备，工作处置不当，造成矛盾激

化。

u    ，在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由革命

转向建设的时候，面临着一个如何认识和处

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



       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
大问题。只有正确回答和解决了这些问题，
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马恩以及
列宁并没
有专门的
论述

•斯大林长
期不承认
社会主义
社会矛盾

•毛泽东认
为：社会
主义社会
依然有矛
盾，但是
性质不同





       

  



  

    
两种不同性质的

矛盾

敌我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







     有无矛盾     矛盾性质      解决方法      两类矛盾



 (5）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①在经济上，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②在政治上，坚持“团结—批评—团结”；  

③在思想文化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④在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⑤在民族关系上，坚持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主义。

    



    



    (1)工业化是一个与时俱进和不断演化的过程，必

须与当时的科学技术相适应，并以此作为工业化的

技术基础。

    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化内容和标志也不断演进。



    从18世纪初－19世纪中叶，机器化大生

产逐步取代手工生产，工业化是机械化时代；

      从19世纪中叶－20世纪上半叶，电的发

明和电动机在工业生产和其它领域中得到广

泛的使用，人类社会进入到电气化时代；



       20世纪20年代－60年代，化学工业得到迅速

发展，许多国家的工业化以重化工业为特征，人

类社会进入化学工业时代；

    20世纪50年代－90年代，电子计算机进入生

产过程，出现机械人和数控机床等设备，使得大

规模自动化生产成为现实，电子化是这一时期的

工业化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和发

展，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社

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

的强大推动力量，不少国

家相继步入信息化社会。



       从科学技术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互动过

程可以看出，工业化的技术基础是不断发展

的，在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电

子化之后，发展到目前的信息化，工业化的

内容不断延伸和演进，起点越来越高。



    (2)在工业化过程中，各国都具有起主导作用

的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群作为工业化进程的牵

引者，并由此带动其它产业发展。



  的工业革命以纺织工业为先导，此后带动煤炭、

钢铁、 机械工业的发展；

    以机械制造业为先导产业，先后带动起了钢铁、

汽车、建筑、飞机及电子工业的发展。

    主导产业的发展以及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发生的良性

的交替既是工业化过程的主要内容，又是工业化过程的催

化剂。



      (3)后期工业化国家可以实行超越式的发展道路，迅速

实现工业化。

       早期以机械化和电气化为主体的工业化国家经历了较

漫长的工业化过程，相比之下，集机械化、电气化和电子

化于一体，以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为特征的晚期新型工业

化国家和地区，仅花费相当于早期工业化过程1∕2甚至1∕3
的时间就达到或基本达到了与之相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恩格斯：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
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
向前进。

启   示：晚期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完全可以利

用科技迅猛发展的后发优势，在一

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进程的

跨越式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保护民族工
商业的政策 

近代——难以获得大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民族独立

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又提出了实
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实现工业化是

中国近代以来

历史发展的必

然要求，也是

国家独立和富

强的必要条件。 



第一、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关系失调
（重太重，轻太轻，农无足轻重）

第二、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
（重积累、轻消费）

第三、管理体制过分集中统一

第四、所有制结构过分单一

苏联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 





毛泽东

          八大以后：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

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

的总方针，以及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

方针。



两条腿走路：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

和地方工业并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并举、

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并举。





•（1）实现工业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

然要求，也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要条件

•（2）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因此我党确定以工

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党探索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思想，强调正

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符

合中国人口多、工业基础薄弱的实际，对

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2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3 经济建设方针

4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5 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 

6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7 科学和教育

8 知识分子工作 



1. 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初步探索中取得了哪些重要的

理论成果？

2. 如何认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初步探索的重大意义？

3.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

探索有哪些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