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三、本节小结

2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是一个过渡的社会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

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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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这时进入社
会主义社会了吗？
为什么？



    在国民经济中，旧式农业和手工业竟占90％左

右，现代工业约占10％，而其中，直到1949年，使

用机器的工业只占17％左右。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

1949年与抗战前最高年份比较，工业产值下降了一

半左右，重工业降低70％，轻工业降低30％。1949

年工业固定资产约为128亿元，工业职工仅有300万

人，约占全国人口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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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能自由选
择自己的生产力——
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
基础，因为任何生产
力都是一种既得力量，
以往活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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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

的是新的民主共和国，是“新民主主

义社会”，然后再在这个新民主主义

社会的基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

中国进一步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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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社

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是

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

主义过渡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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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为了终结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
过渡阶段。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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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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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这种过渡性？

         新民主主义社会
不是一个独立形态的
社会，而是由新民主
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
这个社会属于社会主
义体系。

   这个社会介于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
会之间，既有资本主义的
因素，又有社会主义的因
素。社会主义因素处于主
导地位。
   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
非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消亡，
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必
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1956年）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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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新民主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1840          1919                    1949                      1956

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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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因素：
经济领域：有私人资本
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与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政治领域：民族资产阶
级参加国家政权；

文化领域：存在资产阶
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
级思想。

社会主义因素:
经济领域：有国营经济
与合作社经济为主导；

政治领域：有工人阶级
的领导；

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

社会主义因素保证了由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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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1956年）过渡性特征

    第一、在经济方面，新民主主义

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

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

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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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营经济：原解放区根据地

建立的公营经济；没收官僚资本的

经济；接管、征用、代管的帝国主

义在华经济。（社会主义性质）

   使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使新民

主主义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

的领导成分。 

四
大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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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合作社经济：个体农民和

个体手工业者组成，是从个体经

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

式。（半社会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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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

体经济：个体农民、个体手工

业者、小商人。（个体经济，

当时社会上的主体经济形式）

     个体经济发展动向, 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社会未来

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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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

本主义经济，即民族工商业，建国后

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

还是需要尽可能的利用私人资本主义

的积极性，这些对国民经济有利的一

切城乡资本主义都是允许其存在和发

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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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

与私人资本主义合资合作的经济

形式，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

会主义国营经济过渡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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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成分 来源 性质 地位

国营经济 没收官僚资本 社会主义 领导地位

合作社经济 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
经济过渡

半社会主义

个体经济 个体农业

个体手工业

个体经济 绝对优势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民族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
主义国营经济过渡

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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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国营经济

Ø合作社经济

Ø个体经济

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Ø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Ø社会主义经济—工人阶级

Ø个体经济—农民、手工

业者

Ø资本主义经济—民族

资产阶级

社
会
主
义

资
本
主
义

工人阶级

资产阶级

矛盾

结论：要化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将
要求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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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是三种性质的经济：即社会主义

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个体经济

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再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

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私有成分（特点：建国初期，私有制

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

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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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政治方面，在新民

主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工人阶级

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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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因素：人民民主

专政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因而具有鲜明的社会

主义因素。

24



    资本主义因素：民族资产

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依然

存在，在经济、政治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也具有资本主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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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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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在文化方面，新民

主主义社会坚持的是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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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旧并存的两

面性:一方面是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另一面是

社会上资产阶级文化、封建主义

腐朽文化仍然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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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话题：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 

      命，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

 观点错误：

    1、革命的性质和社会性质不属于同一个范畴。

    2、革命性质主要与革命对象有关，社会性质由生产方式决定。

    3、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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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952年底：

    建国后头三年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
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 1953年-1956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中国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从1949年建国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主要矛盾的变化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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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1956年）基本矛盾

    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三种基本阶

级力量，即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

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社会矛盾

集中表现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之

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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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

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

      主要任务：镇压反革命、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革命。

 1、第一阶段：1949年10月-195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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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地问题解决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

阶级的矛盾，国际是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主要任务：在进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对农

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2、第二阶段：1953年-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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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1956年）主要任务

    主要任务：一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

命遗留任务；二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

经济；三是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巩固新

生政权的稳固。

第一阶段：1949年10月-195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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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军事上继续作战追歼国民党残余军队（华南、西南一带）。

    经过4年的艰苦作战，人民解放军

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人，解放除台

湾、澎湖、金门、马祖、西沙、南沙

等岛屿以外的广大国土。 

  一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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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1949-08-04

广州     1949-10-14

贵阳     1949-11-14 

重庆     1949-11-30

成都     1949-12-27 

南宁     1949-12-04

海口     1950-05-01

拉萨     195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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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改革运动

        为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解

放农村生产力，为了使广大雇

农从地主阶级统治、压迫下解

放出来，进行了新一轮的土地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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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

展开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最彻底的一次土地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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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

实际上是进一步摧毁封建制度的基础，继

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土地改革巩

固了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

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

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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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努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破败不堪的国民经济

    1937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通

货增长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

85000多倍。工业萎缩，农业凋敝，

物质奇缺，市场混乱，人民困苦，

到处是一片衰落破败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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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没收官僚资本——转归人民所有 

    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

代表的官僚资本，掌握着国家的经

济命脉。他们的财产占全部工业资

本的2/3，钢铁产量的90%，掌握着

大银行，把持着铁路、公路、航空

运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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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物价 

    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

刮起四次物价暴涨风。人民政府开

展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经几个回合的斗争，1950年3月，

物价开始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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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一财政经济——平衡财政收支 

    1950年3月，中央政府采取了合理调

整工商业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

系和产销关系，有力促进了整个国民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使我国的财政经济状

况出现了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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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反"、"五反"运动 

    全国解放后，一些不法资本

家，为了牟取暴利，行贿国家干

部，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

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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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解放3年来私营业主

偷工减料总值达2612万元。

   上海私营大康药房业主王康

年，曾向25个机关的65个干部

行贿。

   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盗

窃国家资财150亿元(旧币，折

合人民币150万元)成为千古罪

人，被依法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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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

底到195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

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

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

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

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的斗争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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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五反”运动击退了资

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清除了革命队伍

内的一批腐败分子，纯洁了党的队伍

和干部队伍，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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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大陆

留下一大批特务、土匪、恶霸、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

头子等反革命分子；建国初期，

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

命残余势力极其猖獗，溃散武装

就有200万，各种特务分子60万，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万。

三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

（1）镇压反革命运动

《大西南剿匪记》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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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内反革命分子的猖狂颠覆破坏活动，

1950年12月开始，党领导人民在全国范围内

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

的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对党团骨干

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

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政

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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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

爆发。美国即采取武装干涉政

策。１０月８日，毛泽东代表

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

赴朝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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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

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签订。

中朝军队共歼灭美军39万人，

击落击伤敌机12200余架，击

沉击伤敌舰艇257艘，击毁和

缴获敌军各种作战物资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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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建立初期积极开展完成

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巩固新生政权

的斗争，营造了一个政权巩固、秩

序安定、人民团结的国内外环境，

为我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过渡奠定

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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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一）总路线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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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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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搞工业化建设，再一举过渡

建设和改造同时并举，逐步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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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前后，

• 先用三个五年计划搞工业化建设，再向社会主义过渡。

工业

1952 Text1949

农业

145%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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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国庆节，首都人民举行游行，庆祝国民经济恢复任

务胜利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已经完成，经济、政治及

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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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2年9月，毛泽东在

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从现在开

始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完成社

会主义过渡问题，而不是10年或

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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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53年6月，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

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

线和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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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12月，毛泽东完成过渡

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1954年7月，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9月的

全国一届人大把总路线写入宪法的

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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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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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个相当长
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 ，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 、对 和对

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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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路线

工  业  化

三大改造

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

主体

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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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工业化（主体）

社会主义改造（两翼）

解决生产力

变革生产关系

   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

路线，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

密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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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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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化三改”、

“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它包括两方面

的内容：工业化（主体）和三大改造

（两翼）。这条总路线将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它的实质就

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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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进行工业化建设？

 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
先进的工业国，就必须实现国家的工
业化。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
富强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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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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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都不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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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需要：

落后的个体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
愈来愈不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66



毛
泽
东
等
参
加
第
一
次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

（三）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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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政权，为从
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49年3月25
日，中共中央
机关由西柏坡
迁至北平，在
北平西苑机场
举行盛大阅兵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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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
营经济这为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提供了物质前提。

上海军管会没收国
民党政府中央 银行
的命令。

 南京军管会清查没
收官僚资本及敌伪
战犯财产的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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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
成群结
队报名
入社的
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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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愈来愈不适应大规
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并且暴露出
与大规模国家建设要求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上海黄浦
区的资本
家到国际
贸易业的
“五反”
委员会递
交坦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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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0年2月22日，
中苏两国政府在
莫斯科签订《中
苏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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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
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需
要经历一个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利用国
家政权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
逐步消灭私有制、确立公有制并大力发展
生产力的过渡时期。

      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
命的序幕，无产阶级要不停顿地把民
主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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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
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
过渡到共产主义。

     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是把剥削阶级的
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财产，同时，通过合
作社的形式使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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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历史时期之所以
必要，并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是
由于：
    一、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要求
相当长的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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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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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
比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来改造它们。

（四）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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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马克思列

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在中国进一步具

体化了，形成了中国化的过渡时期理论，为

中国社会的改造提供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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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

  （社会主义因素与非社会主义因素并存）

二、新生政权的巩固

  （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

  （提出过程、主要内容、必要性、可能性）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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