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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挖掘这一理论的蕴意及其在运行

一 抖 以 一 《又叉刃 一 似

一
、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范意

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实现革命转变的

中间环节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

有相对稳定

性
,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

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
。

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中指出
“

社会主

义是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

治形式
。

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距离工业先进国

家的水平还很遥远
。

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

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
,

这是落后

的
,

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
,

我们还有百分之

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
。 ”

正是因为新中

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的农业

国
,

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充分发展
, “

要

想在殖民地半殖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
,

那

只是完全的空想
。 ”

毛泽东选集 》第 卷 这就

表明
,

要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过渡
,

需要我们党在新民主义时期大力发展生产

力
,

发展商品经济
,

发展各种经济成分
、

民主政治

等
,

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建设过程
。

因此
,

毛泽东坚

持在当时的条件下
,

不能把社会主义付诸于实践
,

而且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持十分审慎

的态度
,

指出
“

新民主主义何时向社会主义转变
,

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
,

时间会相 当

长
。

不到具备了政治
、

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时
,

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

时
,

不应该轻易谈转变
。 ”

《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在 年 月
,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

届二次会议上指出
“

经过新 民主主义改革
,

而在

将来
,

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之后
,

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
,

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

大家同意以后
,

就可以从容地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

新时期
。 ”

并着重强调
“

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
,

不

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
,

而且是为

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
。 ”

并具体

提出了
“

三年恢复
,

十年
、

二十年发展
”

的战略
。

刘少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更明确表示 只要
“

工业

大大发展
,

农业也有了大发展
,

国家经济的领导加

强了
,

经济管理工作和干部成熟了
,

数量也多了
,

党的技术干部也有了
,

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在政治

上和经济上都巩固了
,

就会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
” 。

可见建国初期
,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新 民主主

义社会作用的认识非常深刻
,

认识到由新民主主义

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较长的建设过程
。

新民主主义社会里
,

要利用资本主义一切

积极肯定的成果
,

发展社会主义
,

要包容私人资本

主义经济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

在生产发展的

基础上使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战胜资

本主义因素
,

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物质基础
。

马克思
、

恩格斯最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

主义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
,

在西方国家同时建立

起来的
。

马克思晚年注意到俄罗村社的情况后
,

又



提出落后国家和地区
“

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

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
” ,

从而

进人社会主义
。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就是根据上述

基本原则
,

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

主义社会
,

但又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的途

径
,

这就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
,

这条途

径就是新 民主主义社会
。

早在 年毛泽东就曾

表示
“

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
” 。

年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表示
“

在服从中国法令
,

有

益于中国经济的条件下
,

外国投资是我们欢迎的
。 ”

并且预计到中国获得大规模发展经济的条件下
,

“

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
。 ”

‘历 史伟人

刘少奇 —
纪念刘 少奇百 年诞辰论集 》 毛泽东认

为
“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

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

是整个经济的领导力量
。 ”

《毛泽东选集 》第 卷 并指出
,

在生产发展的基

础上
,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一定会战

胜资本主义因素
。

二
、

新民主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
,

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在三年时间内
,

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

逐步

完成新 民主主义社会的各项社会改革
,

获得 了财

政
、

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

和经济制度在全国基本建立起来
。

随着人民大众与

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矛盾的解决
,

工人与资产阶级的

矛盾
,

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逐步上

升为国内主要矛盾
,

这使毛泽东 日益感觉到要使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对立的生产关系互不干

涉
、

互不影响地长期发展下去是不可能的
。

毛泽东

认为从资产阶级的本质来说
,

它是不愿意遵循新民

主主义这个发展轨道的
,

它只要得到一定的发展
,

就会突破新 民主主义这个发展轨道
,

要求 自由发

展
,

追逐利润
。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

从 年下半

年起
,

毛泽东改变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

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
,

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

立
,

就已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

这样就将

他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中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两个概念混淆

起来
,

开始批判
“

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
”

的正确论断
。

年 月 日
,

毛泽东在一次 中

央书记处会议上
,

第一次谈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新思想
,

他指出 年到 巧 年基本上完成社会

主义改造
,

不是 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

年 月
,

毛泽东又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做了完整的

论述
。

这就是说
,

毛泽东将原来设想的至少存在

年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上仅仅存在了 年多

时间就被社会主义改造所取代了
。

而且
,

在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的时间上
,

毛泽东计划用三个五年计

划
,

即 巧 年或 年时间内完成
。

可见在实践过程

中
,

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
。

到 年底
,

全国绝

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

义改造
,

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

的过渡
。

三
、

新民主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变化的经验教训

新民主主义社会急剧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

说明毛泽东在具体实践中逐步脱离了他原来设想的

正确轨道
,

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

与建立社会主义的关系
、

我国过渡时期的起点
,

以

及整个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等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

迷误
,

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
。

它否定了新民主主义

社会的相对稳定性
。

从 年起
,

毛泽东只强调
“

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
,

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

因素
。 ” “

要
‘

确立
’

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是很

又翻勺哩
” “

由
‘

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 ,

这种

提法不明确
。

走 向而已
, ‘

走 向就是没有达到
’ 。

‘

确保私有财产
’

也是不对的
。

因此
,

我们提出逐

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

这比较好
。 ”

《毛泽东选集 》

第 卷 因而
“ ‘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 ,

这种

提法是有误的
。 ”

同上 毛泽东的这种论述把刚刚

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性与过渡时

期对立起来
,

实际上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确立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秩序
,

保证向社会主义方向走

去
。

把发展新民主主义同建立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

观点和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批判
,

反映了毛泽

东在过渡时期问题上开始滋长了急于求成和急于过

渡的思想情绪
,

使原来设计 巧 年左右完成的三大

改造在短短的 年时间里便迅速完成了
,

最终导致

我国的社会主义出现了先天性的营养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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