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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这个主张，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

中国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

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1949年，

整个民族工业资本不过只有20.08亿人民币。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

就难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这样，中国就会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

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就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

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来求得发展，特别是要想成为世界强国，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

于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政治独立也可能丧失。中国走资本主义道

路，其经济可能会有一时的发展，但终究还是要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的。在帝国主义时代，

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已经失去。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促

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

现国家工业化，这是最好的选择，因而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可以搞社会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 

  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是不可以搞社会主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就有争论的问

题。在中国共产党内，对于中国应当搞社会主义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但是对于在工业化实现之前

是否可以系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个问题，则是经过了一番摸索才得到

解决的。 

  1951年初，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工业还不能向农业大量提供农用

机械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互助组能不能前进一步，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研究了世界现代化大

生产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表示不赞成“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这种主张，指出：既

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气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

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

的。他讲的道理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中共中央在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党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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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好比一

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

 



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

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后来，毛泽东还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过进一步的论证。他说：“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

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

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

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

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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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2页）

这个一般规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也是适用的。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对于我们

正确地认识和坚持、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

时期总路线，是一条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在贯彻执行总路线的过

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求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

又要求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利于社会主义

工业化的实现。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既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又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它要求通过合

作化的途径，积极而又稳步地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

途径，用和平的、“赎买”的办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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