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对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制度选择 

文/黄 华 

   如何尽快地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
是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对中国
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其中中国实现工业化应与何种社会制度相结合，这是毛泽
东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 工业化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法结合 
   鸦片战争的失败，强烈地震撼并惊醒古老的中国，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思索着：怎样使中国富
强起来以抵御西方侵略者的进攻。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首先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
炮，主张学习西方，力求在军舰、大炮上尽可能做到“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后来，魏
源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定为工国”和“以
工立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为救国救
民，他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工业化是中国的发展趋势，并为中国工业化设计了规模宏大的蓝图—
—《实业计划》。他们都胸怀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抱负，并掀起了一次次工业化斗争的浪潮，但
是，结果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事实可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不触动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基本秩序，是不能推进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和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的。所以，毛泽东在总
结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后深刻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
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
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毛泽东认
为，中国必须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
主和统一，建立一个崭新的稳定的适应工业生产发展的政权，才能为工业化扫清道路，创造前提条
件，使中国真正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 
   二 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1、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担当起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任。民主革
命时期，毛泽东主张利用、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1945年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
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实现工业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要使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相
当程度的发展。因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
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但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而诞生的中国民族资
本主义，不仅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遭受着本国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官僚资本的压榨。由于它
先天不足，基础薄弱，资金缺乏，技术设备落后，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很强的封建性，决定了它不
可能有力量单独对抗国际资本和国内的官僚势力，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体制，独立推动经济的发
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担当起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
国家工业化的重任。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到1949年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近代工业
只占17%，年产铁24.6万吨，钢18万吨，煤3098万吨，棉布3018万吨。如果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那更是少得可怜。1949年，按1952年人民币计算，民族工业资本不过是20.08亿元，而且主要是轻
纺工业和食品工业。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只占0.1%，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
的工厂是工场手工业，没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是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
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 
   2、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打破了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迷梦”。尽管
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速度有时也可能是比较快的，但
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条使少数人富裕大部分人贫穷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道路，中国不能走。西方的
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以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用“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以
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利益为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对这种血腥的资本原
始积累的工业化道路，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
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且西方资产阶级还对近代中国实行疯狂侵略，先后发动了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在政治上侵犯中国
主权，破坏中国独立，经济上进行疯狂的掠夺，思想文化上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役，打破了中国学习
西方，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实现强国富民的“迷梦”。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虽然
有在客观上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和一定程度发展的一面，但“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



 

碍这个变化的另一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毛
泽东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
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3、时代的发展已不允许中国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把资本
主义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战争的残酷和恐怖，战后社会的极度混乱，悲凉和贫
困，使世人震惊，引起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作为新
兴的制度，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无比的优越性，而且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连续两次发表
对华宣言，声明苏俄决定放弃过去帝俄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因缔约而享受的一切非法特
权。十月革命和苏俄政府对华态度，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压迫和控制形成了强烈的反
差，在中国引起巨大的震撼。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展现了一条充满光明前途的救国之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十月革
命的巨大影响，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先进中国人关心、学习和研究的焦点，中国历史发展的轨
迹，由此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到
20世纪30年代，一般的社会思潮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举行的中国
现代化问题专题征文讨论，征文完全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走西方或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一篇，
大多数文章采纳社会主义方式或主张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取混合发展式。如果这时
中国再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明显地违反时代潮流了。 
   三 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最佳制度选择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因为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扫清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
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毛泽东认为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
面的结果，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呢？毛泽东曾鲜明地指出，“资本主
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 为使人民免遭痛苦，
更多更快地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社会制度方面
的最佳选择。中国的工业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指出：“在
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
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地把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和走社
会主义道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3年10月，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关于工业化问
题，毛泽东先是提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后将其明确改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
会主义工业化就是使中国由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工业发达的国家” 。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了
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最后形成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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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它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另一
方面，又强调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条总路线的制定和
实施确保了中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确
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此，
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指出：“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
能救中国。”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比较鉴别，毛泽东否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工业化，摒弃了资本主义工业
化模式，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客观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为我国工业化和现
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 

 

相关链接    

 

论建设和谐世界国际战略思想的历史前提  
简论社会责任标准的影响及对策  
论建设和谐型企业  
效率功能和社会公正的和谐统一  
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  
利益分配格局与国有企业利润率下降趋势  
毛泽东对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制度选择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