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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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
义改造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

1978年 2056年1956年 1958年 1966年 1976年

20年 80年

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初步探索

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2008年

“大跃进”运
动

“文化大革命”1949-1956年

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

▲毛泽东：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

          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

                             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第一节   
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 

第二节  
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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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二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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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对于社会主义，我
们现在有些了解， 
但有些不甚了了。” 
“还有许多未被认识
的必然王国”
“中国是个一穷二白
的社会” 
         ——1956年



*一穷二白

*我们有两个缺点，一为“穷”，二为“白”。

*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从发展的观点看，穷就要革命……一张白纸正好写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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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可供选择的战略有两种:

*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化道路，即先发展

轻工业，待积累了大量资金后，再发展重工业；

*一种是苏联的办法，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的

时间里使国家迅速工业化，迎头赶上工业强国。

*这两种战略各有利弊，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

中共中央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

*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的工

业建设，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

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

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

*建设初期受苏联影响，大搞重工业建设。苏联派了3000

多名专家来指导，用于指导的资料重达600吨。所以，

一五计划的开展和顺利实施，苏联起了重要作用。

*但建设中我们开始冷静思考。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之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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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6年4月，毛泽东
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
要讲话，报告明确提出了
提出“以苏为鉴”，独立
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它标
志着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
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
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
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
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
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
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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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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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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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

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

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

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

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

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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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农轻重的比例关系

* (2)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

* (3)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

* (4)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

* (5)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 (6)党与非党的关系

* (7)民族关系

* (8)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

* (9)是非关系

* (10)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
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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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一个如

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

问题。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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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背景1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2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3 对当今中国的指导意义



1、提出背景

u 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要好好总结一下社
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
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
问题。

u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
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
级斗争中锻炼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
是非，分清唯心论与唯物论。

Ø 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Ø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

Ø 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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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

建设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以及

少数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

严重脱离群众，引起了部分群

众的不满。一些农村、工厂、

学校出现了“闹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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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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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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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整个世界
震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
严重的思想混乱。

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震惊世界.flv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评价

*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

*（1）说他揭了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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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说他捅了漏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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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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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派了一位代表去华沙向政府陈

情，然而因为传言代表遭到当局

的逮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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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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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保安部队发生武装冲突。 



向布达佩斯行进的苏联坦克

  匈牙利局势混乱，开始时是由于

人民群众对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的

工作失误不满，引发了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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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政府出于无奈，邀请驻匈

境内的苏军帮助恢复秩序。在震惊

世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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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科货币），给匈牙利

人民造成了一场历史性悲剧。



苏东社会主义的结局

*  1991年11月25日晚9时，飘

扬了70余年的苏联国旗黯然降

下，三色沙皇国旗代之缓缓升

起。

*社会主义国家由：15－5个；

*占陆地面积由：24％－7.5％；

*人口由：16亿－12.7亿；

*共产党由：180－130家；

*共产党党员由：9100万－6400
万。

东欧剧变概况视频



33



★         这表明，在全党和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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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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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没有专
门做过论述。斯大林在领导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长期不
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在实践
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2.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
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
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
况、新问题，在广泛调研的基础
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
盾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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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2月，毛泽东在
最高国务第十一次会议
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
告 ，系统论述了社会主
义社会矛盾的理论。



1.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

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关系和
生产力基本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
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
基础上的矛盾。因此，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性质、特点、
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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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1）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
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2）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
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
间的矛盾。”

国内的
主要矛

盾

   因此，党中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
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要求
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全党要学科
学、学技术、学新本领。

根本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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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一个重要方面是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社会
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
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

敌我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

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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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指出：“敌我矛盾是分清敌我的问
题，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解决敌
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采用专政和民主这两种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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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我矛盾是分清敌我的问题。指人民同反抗社
会主义革命、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
势力和社会集团的矛盾，这是根本利益对立基
础上的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工人阶级内部
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等人民根本利益
一致基础上的矛盾。

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两种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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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领域：“团结─批评─团结”
方针；

2.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统筹兼
顾、适当安排”的方针；

3.人民群众和政府机关：坚持“民
主集中制”原则；

4.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实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5.党派关系:实行“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的方针；

6.民族之间：实行“民族平等、团
结互助”的方针。

总方针：民主的方法

具
体
方
针

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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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和意义。

   目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
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
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
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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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毛泽东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

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

济的总方针，

Ø以及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

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沿海工业和

内地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

型企业同时并举。 



关于战略目标和步骤：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要把

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应当采取

“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

第二步：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使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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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建设方针

     毛泽东多次阐述统筹兼顾的议会，强调正确处理

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长远利益与当

前利益的关系，既要顾全大局，突出重点，也要统筹

兼顾，全面安排，综合平衡。

     同时，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援，开

展与外国的经济交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

资金，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关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

     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关

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实行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

展战略，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指出不搞科学技术，

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刘少奇提出

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关于知识分子工作

   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要建

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周恩来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要加强和改善

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



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提出了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

经济的补充的思想。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

营的思想。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

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个体经济是补充；
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
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

    1956年陈云在八大所作的《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报告中 

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



    关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

     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认为商

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有利的工具，

要有计划地大大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实行“两参一改

三结合”。刘少奇提出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能多样性

和灵活性的主张，以及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陈云提出

了要建立“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的

思想。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

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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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
一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二



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

  



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超英赶美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根本
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1957年下半年的左倾错误

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第三，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
规模和速度要和国力相适应，不能急于求成。

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1958年5月，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
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
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会议
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全国开
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交
通、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
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这就使经
济建设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开来。
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
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



*大跃进宣传画 













*人民公社宣传画













72

   第四，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

会主义法制。

   第五，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

领导制，加强执政党建设。 

   第六，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不能关起门

来搞建设，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

成果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

史时期 ？

*第一，如果没有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在改革中坚持正确方向

，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

危机，甚至像苏联、东欧那样亡党亡国；但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

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积累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

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也难以推进。

*第二，这两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

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不是彼此割裂、对立的。改革开

放前党就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很多正确主张，在改革开放后得到

了真正贯彻，将来还要继续坚持和发展。73



*第三，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

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

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

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

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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