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第一节：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第三节：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一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二



开国大典



    1、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

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特殊

的社会形态，具有双重性，

即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也是

资本主义的因素。同时，又

具有过渡性，是一个资本主

义因素不断缩小，不断向社

会主义转变的社会。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

一、新民主主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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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

到社会主义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演变

的自然规律。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中间社会环节，是中国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基础。也就

是说，中国不可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

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必

然趋势和必然结果。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不

可能作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一直存在下去，

它在一系列条件的规定下、推动下，必然要向

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

Ø经济形态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
会经济形态，一种多元的经济结构，
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及个体
经济同时并存。

Ø在政治形态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也是多元的，它不是一个阶级的专政，
而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同样
也是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并
存，而社会主义因素（无产阶级的领
导）占主导地位。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与基本阶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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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文化形态上  是以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和大
众的文化

在社会基本矛盾上  在国内是资产阶级
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两条道路；在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
国家之间的矛盾。



主要矛盾

土改完成前是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残
余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土改完成后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
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3、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

转变的经济条件： 

1、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

程中，确立起了国营经济的主导

地位，

2、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积累了

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经验，

3、通过调整工商业开始把私人

资本主义经济纳入了国家资本主

义轨道。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会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中国共产党接管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时，面临的是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

乱的局面。

当时，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

怀疑，敌对势力更是声称：共产党在军事上

得100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

得0分。

“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在政府平定物

价、掌控市场的斗争中作用很大，毛泽东认

为它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1949.6.23 每石大米的价格为11700元

1949.7.16 每石大米的价格为59000元

1949.7.18 每石大米的价格为63000元



原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 

证券大楼充斥上海街头的银元贩子 



       转变的政治条件： 

l确立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

地位并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和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专

政性质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强

大的人民军队；

l通过“三反”、“五反”和抗

美援朝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国

内外敌人的破坏，巩固了人民

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朝鲜战争







"三反"

• 时间：1951年底到1952年
10月

• 三反：在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
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 作用："三反"运动是无产
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严重
斗争，有力地抵制了资产
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
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
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并在
社会上树立了廉洁朴素的
社会风尚。

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
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



• 1950年至1951年他们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盗窃地方粮款
289151万元（注旧币1万元合新币1元）、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
还10亿元）、救灾粮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000万元，克
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54330万元，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
款37473万元，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22亿元；此外还以修
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60亿元，从事非法经营。他们还借给机关生
产名义，进行非法经营，送49亿巨款给奸商倒卖钢材，使人民资
产损失14亿元。还派人员冒充解放军，用救灾款从东北套购木材
4000立方米，严重影响了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在获非法暴利、大
量贪污之后，任意挥霍，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刘青山甚至吸食
毒品成瘾。经调查，刘青山贪污达1.84亿元（旧币），张子善贪
污达1.94亿元（旧币）。（相当于今币171万余元按当时的币制
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171万元可以购买将近一吨黄金。）

• 孙光瑞宣布了行刑和善后的四条具体措施：不打脑袋打后心、公
费购置棺木、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  1952年2月，刘、张贪污案从揭发到判决，前后只用了两个月零
二十天。”两个月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反贪法律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施行。



"五反"
• 时间：1951年底到1952年10
月

• 五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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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的：“三反”运动中，又暴
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
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
、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
行为密切相联。

• 效果：全国共有850万至900万
人参与，这两项运动最后核实
退款高达10亿元。



      中国人民的抗美

援朝战争维护了新中

国的国家安全，极大

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

际地位，为新中国向

社会主义的过渡提供

了重要的条件。

1953年毛泽东与金日成在一起



•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得华，号石穿，湖南省湘潭县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政治家；中国共彭德怀回乡视察时接见群众 产党、中华人民共

和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

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1955年被授予元帅

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 毛泽东说朱德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说彭德怀是“谁

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前者是坐帐的，后者是陷阵的 。
• 抗战初期，蒋介石单独约见彭德怀，施以笼络，问他家中有何困

难，一定予以关照。彭德怀答曰：“承委座垂询，职家早蒙何键

主席关照过，连三代祖坟都挖了，家弟二人至今流落他乡。”蒋

介石气得有苦难言，只好暗恨：“不识抬举，早晚有人收拾你！” 
• 1974年11月29日14时25分在北京含冤辞世；“历史是最无情的。

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

的呼声和愿望。 



初恋：表妹周瑞莲 （1916年）

第一任：货郎之女刘细妹（1925-1928年）

  1987年湖南乌石彭总故居参观，写下一诗：

“横刀人不见，乌石缅雄风，华厦开新宇，犹忆

大将军”。 

第二任：北师大著名的浦氏三姐妹（洁修、熙

修、安修）中的小妹、 20岁的嘉定姑娘浦安修

（1938-1962年） 

彭德怀一生无儿无女，所有婚恋均无善终。 





一是党的八届一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领导干部
死后火化，彭德怀说他已签名同意，并要求侄
儿侄女们把他的骨灰“放到一个葫芦里漂洋过
海。”他说他生前没有去看望世界各地人民，
死后也想去看看。

二是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搬到吴家花园种地、
栽果树，又对侄儿侄女们说，他死后，把他的
骨灰埋到地里，栽一棵果树，结些果子给大家
吃。

三是1974年10月，彭德怀在临终前，含着眼泪
对前去看望他的侄儿侄女们说：“我死后想和
你们的父亲（即金华和荣华两个弟弟）葬在一
起。他们是革命烈士，可我被打成反革命，怕
玷污他们……”



   彭德怀逝世后，专案组报告中央说：“受审人员
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
月29日病死。……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
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为王川，尸体火
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申请表上写
着：“申请人：王奎，住址30l，与死亡人关系：
父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OO一
二六九O。” 存放到了成都市东郊火葬场273号骨
灰架上。(1974.12.23---1978.12.22)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19年
批判、8年囚禁、4年徙骨灭名的彭德怀举行了隆
重的追悼大会，平反昭雪。追悼会后，彭德怀的
骨灰盒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1998年10月彭德怀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时，将他
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迁至湖南湘潭乌石镇，
与他的两个烈士弟弟葬在一起。”



• 彭德怀纪念馆位于湖南省湘潭市西南40公里的彭德怀故里乌石镇，
纪念馆占地控制面积30公顷，内有彭德怀铜像，彭德怀墓，彭德
怀故居。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1.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1.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

发展变化的过程：

      从先搞工业化建设、再一举过渡的设想，发

展变化为建设和改造同时并举、从彻底完成民

主革命起即逐步过渡。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稳步地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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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前后，用三个五年计划搞工业化建设，
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识：

过渡时间：15---20年；

转变条件：国家工业化---实现私营工业国有化
和农业集体化；

步骤和方式：工业发展、国营经济壮大---实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第一，没收官僚资本，我国已经
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
义国营经济。 
      第二，土地改革完成后，为发展
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具
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第三，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
出现了加工订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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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
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 

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充分考虑了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1952年9月

三年发展，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在农村和城市

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为必要并有

实现的可能；

过渡时间：10---15年；

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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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特点：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

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以

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

造为两翼，二者是相互

适应，相互促进，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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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力

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社会主义工业化（主体）

社会主义改造（两翼）

解决生产力

解决生产关系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出发，
提出了反映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思路，即把建设
与改造并举，要求把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紧密地
结合起来，在社会改革中保持生产力的同步发展。其实质是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改变所有制的问题。 



过去陈旧破烂的矿厂景象。

    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才能
独立和富强。



毛泽东在谈到我国工业的情况时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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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营农场的收割机。

    只有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
就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列宁在指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被压迫民
族解放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
的革命转变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党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
渡时期理论指导下，依据中国具体情况，适时
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12月，《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
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一、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要求一个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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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社会主义 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二



一、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改造

   采取互助合作，改造农业和手工业,把
个体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开辟
了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土
地
改
革
土

土地改革后逐步引
导农民的集体生产
积极性

集体化后的农民



   

      第一，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
作道路。

      第二，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
助的原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
互助合作道路。

      第三，正确分析农村的阶级和阶层状况，
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

      第四，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



农
村
人
口
划
分

占农村人口的

60-70%



互助组 初级社 高级社



l 1952年，王国藩
带领西铺村23户
贫农，从互助组
一跃办成了初级
合作社。他们基
业微薄，只有3条
驴腿和230亩山地
。他们的合作社
被人讥讽为“穷
棒子社”。

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合作社创始人
王国藩







l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合作社获得大丰收
。粮食总产量达到45800斤，每户分到粮食
1400斤和190元现金。初级社巨大的优越性吸
引了更多的农民要求入社，合作社由23户扩
大到83户。

l 1952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148斤；到1956
年达到了340斤；1957年又跃升到402斤。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生产得到了更大
的跃进，粮食作物亩产增长到488斤。原来的
“穷棒子社”（现在是公社的一个生产队）
，亩产达到606斤。



   从1952年开始，全国农业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又转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手工业改造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政府采取了

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方法步骤上，

从供销合作入手，逐步发展到走生产合作的道

路。具体来说，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

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即手工

业供销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

合作社。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

范、国家帮助的基本原

则和积极领导、稳步前

进的方针进行对手工业

的改造。

2、从供销环节入手，分阶

段逐渐完成。

3、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

排的方针。



供销小组 供销合作社 生产合作社



到1956年，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已占其总数的

91.7%，产值占全国手工业总产值的93%，全国

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入社手工业产值93%

70%
93%



      2.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和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把资本主义经

济改造成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1、实行和平赎买的

政策。

  2、采取从低级到高

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

式逐步过渡形式。

  3、把资本主义工商

业者改造为自食其力

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资本家的工厂公私公营时的场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本形式

改
造
形
式

初
级
形
式

高
级
形
式

1953年底

委托经销代销

统购包销

   计划订货

委托加工

 1954至1955年下半年

全行业公私合营

个别行业公私合营

1955年冬至1956年



1956年上海资本家接受公私合营 



民族资产阶级真实心态写照

• 1、挂红旗五心（星）不定，

         扭秧歌进退两难。

• 2、早归公，晚归公，

     早晚要归公，不如早归公；

         迟共产，早共产，

      迟早要共产，不如早共产。



• “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
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毛
泽东） 

• 在中国，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在一生中经历过如此
复杂的身份转换：民族资本家、上海市副市长、
红色资本家、文革当中的看门人、中信大厦的奠
基人、国家副主席。而在中国，恐怕也没有哪一
个家族会拥有如此之多的美誉：面粉大王、棉纱
大王、中国首富。这个家族就是荣氏家族。

• 2005年10月26日，89岁的荣毅仁先生在北京仙逝，
走完了他跌宕传奇的一生。而以他为代表的荣氏
家族，在历经了百年风雨之后，依然罕见地延续
着并且颠覆着华人家族“富不过三代”的古训。



火柴大王 “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
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
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他相继
开创了一系列的民族企业。刘鸿
生曾对朋友们讲：“我以前认为
中国永远不会独立，总要有外国
人来管。”他一生引以为豪的两
个投资，“一个是工矿企业，一
个是子女教育”。他把子女11人
分别送到英、美、日三国留学，4
人留英，4人留美，3人留日。刘
鸿生的想法是，将来无论哪一国
来管中国，他家都有留学生出面

周旋以维护刘家企业。 



• 1956年，毛主席在《加快手工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一文中特别指出：“……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
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
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
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
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 在政府支持下，“张小泉”集团正对
传统手工锻制工艺采取抢救性保护措
施，一方面收集整理施金水、徐祖兴
等传承人的技艺，编撰成书籍保存；
另一方面想办法利用现有生产线培养
一批技术能人，学习完整的传统工艺，
恢复72道工序的古法工艺流程。但直
到现在，徐祖兴和施金水还是没有收
到徒弟。两位老人担心，传承344年的
技艺真要在自己手里断档了 



• 同仁堂（原名同仁堂药室，同仁堂药铺）是乐
显扬创建于中国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的一
家药店，自1723年开始供奉御药，历经八代皇
帝188年。其服务宗旨是“修合无人见，存心
有天知”。是国内最负盛名的老药铺。历经数
代、载誉300余年的北京同仁堂，如今已发展
成为跨国经营的大型国有企业--同仁堂集团公
司。其产品以其传统、严谨的制药工艺，显著
的疗效享誉海内外。1991年晋升为国家一级企
业。1998年，中国全国总工会授予同仁堂“全
国五一奖状”。1997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6年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进入国家非物资文化
遗产名录。 





国家税收
34.5%

职工福利
15%

企业公积
金30%

资本家红利
20.5%

四马分肥



定息制度

    在分红问题上，国家对私股实行支付固
定股息制度，资本家按照合营时的私股份
额每年领取固定息率5%的“定息”。

    私股共24亿元，从1956年起，国家每年
支付5%的定息，支付期限10年。到1966年
国家共支付32.5亿元。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1、坚持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把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改造结合起来；

   



 2、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既完成

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又避免了社会的动荡；

 3、用和平方法进行改造。



     讨论：改革开放同当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立起来 

 （1）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尽管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为了在中国确

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后者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但它们之间同时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 2）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改革，都是时代发展的

要求，都有其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建立和

发展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两个前后相继，不可或缺的环节。没有

社会主义的改造，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同样，

没有社会主义改革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发

展。 



 （3）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而是对社会主

义改造的继承、纠正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于急促和粗

糙，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遗留了一些问题。社会主义改革

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遗留问题的纠正，并在此基础上继续

前进。因此，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也不

是要回到改造前的状态，而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

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进行调整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

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4）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不足就否定社会

主义改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继承社会主义

改造留下的积极成果，也需要妥善地解决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遗

留问题。无论是改造还是革命，都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实践，二者有着内在的、历史的逻辑关系。

     讨论：改革开放同当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立起来 



第三节：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其理论依据

    1956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

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实

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我国的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社

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

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

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                



                
n 国民收入结构表

7.1%

1.5%

7.3%

19.1%

个体
经济

合作社
经济

公私
合营
经济

国营
经济

7.1%

53.4%

32.2%

7.3%

71.8%

1.5%
19.1%

0.7%

6.9%

71.8%

53.4%

32.2%

0.7%

0%资本
主义
经济

6.9%

1956年

1952年



                
                

n 工业总产值

1952年 1956年

社会主义工业

国家资本主义工业

资本主义工业

接近0



           n  商品零售额(1956年同1952年相比)

国营商业和
供销合作社商业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
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

私营商业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上述情况明确地表示：

中国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

剥削制度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

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

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

殊性，反而以此为前提。

毛泽东：“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

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

产关系改变以后”。

邓小平：“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

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

理论依据



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

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20世

纪中国又一次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1. 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越过漫

长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到社会

主义新时代

      2. 一个长期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

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

      3. 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

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

  



      4. 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

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

      5.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

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

   6.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

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和重视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