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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毛泽东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

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

熊启珍

一

40 年代末, 毛泽东以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中国革命

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思想为

基础, 在审慎思考和与党内其它领导人反复磋商后, 形成了和

平地、稳妥地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其核

心思想是: 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

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中心的革命转变战略。1948 年秋至

1950 年初, 毛泽东从多方面阐述了这一战略构想的目标、中心、

指导方针、基本政策及步骤等问题。

关于目标和中心。毛泽东提出战略目标是实现由农业国向

工业国的转变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把中国建设

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认为, 社会主义与大工

业紧密相连, 不可分离。一方面, 工业化为社会主义提供物质

基础, 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最重要的物质条件。由于中国经济

十分落后, 因此, 在中国, 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就必须为工业

化而奋斗。早在党的七大上, 毛泽东就宣布中国共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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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和农业现代化而斗争”。①并把“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

为工业国”作为党的纲领正式提出来。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是

中国唯一的前途, 中国工业化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因而, 革

命胜利后, 实现工业化的过程, 也就是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做

准备的过程。依据这样的认识, 毛泽东设想通过发展新民主主

义经济来推进国家经济面貌的改变和社会进步。在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上, 毛泽东集中阐述了这一战略思想, 向全党郑重提出

了实现两个转变,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

宏伟目标。

战略中心是恢复与发展经济。1949 年, 毛泽东鲜明地提出

了党的中心任务转移问题。他说: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

起, 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 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工

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

务的”。在农村, 在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后, “党在这里的中

心任务, 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②工业决定着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是国家工业化的主导力量, 是社会主义

的物质基础。因此, 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的

恢复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也一贯认为, 没有工业便

没有巩固的国防, 没有人民的福利, 没有国家的富强, 没有巩

固的社会主义。早在党的七大上他就提出: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条件获得后,“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 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

重工业和轻工业”。③1949 年又重申了此点。城市是工业建设的

重点, 是国家政治经济的中心, 因此, 毛泽东强调, 党的工作

重心也必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关于指导方针。毛泽东从两方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

设的指导方针。第一, 调动各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积极性, 共

同建设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

方针, 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

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

都是错误的。”④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将主要由国营经

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

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成分构成。只有这些经济的共

同发展, 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建设得到迅速发展。他

特别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 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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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 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

后, 在一个长期时期内, 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 并且按照国

民经济的分工, 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

个发展; 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⑤国

家对这些经济应该采取适当的调节政策, 以促进各种经济的共

同发展, 达到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之目的。第二, 正确认识新

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 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毛

泽东指出,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 虽然“在数量上较小, 但

它是起决定作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

上是大的, 但是不起决定作用”。⑥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

质的, 将起重要作用。这些经济成分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 其

矛盾和斗争的情形及结果直接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

前途, 即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抑或向资本主义发展。因此, 要支

持、鼓励各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发展, 对私人资本主义

经济既要支持鼓励其发展, 又要适当节制。毛泽东告诫:“一方

面, 决不可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和向社会主义发

展的, 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谨慎, 不

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 好好掌握, 使

它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⑦根据上述认识, 毛泽东提出了公私

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这一

政策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共同构成为新中国经济

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 被载入立国大法——《共同纲领》之中。

关于基本政策。根据上述方针, 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

经济建设的若干政策。这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

有, 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并大力发展国营经济; 利

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在土地制度改革后, 采取谨慎而

又积极的态度和政策, 帮助农民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

社, 引导农民逐步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 实行对外贸易

的统制。毛泽东认为采取上述政策, 既能充分调动各种经济力

量的积极性, 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 又能保证各种经济向社会

主义方向前进。

关于转变步骤。毛泽东在阐述有关前途问题时表示, 在进

行了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后, 将来再实行私营企业国有

化和农业社会化。那时“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

了以后, 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 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

家同意了以后, 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

期。”⑧需要多长时间呢? 大约 15 年或 20 年。⑨这是一个分两步

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案。第一步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

如前所述, 毛泽东所说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

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过程。这些条件首要的是工业化, 其次

是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和其它方面 (如政治、文化) 的

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 及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也就是说, 新

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也就是实现工业化的时期, 也同时就是

各种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时期。这是一个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的渐进的长期的量变过程。第二步是当各种条件具备后, 即采

取取消私有制的私营企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严重步骤, 由

新民主主义社会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较短暂的质变

过程。

显然, 毛泽东设想的步骤虽然是先工业化, 后社会主义化,

但这两步并非是绝对分先后进行的。就是说, 由新民主主义经

济结构到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转变并非是绝对突变式的, 而是

在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 即开始在经济结构方

面向社会主义渐进。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非常明确

地提出了通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逐步引导个体农业和

手工业经济走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思想。他认为“没有合作社

经济, 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

化, 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

会。”βκ可见, 毛泽东视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为由个体

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先互助合作, 后集体化, 而不是

在土地制度改革后保持现状, 待工业化实现后, 一举集体化。对

私营工商业, 毛泽东提出了利用和限制政策,《共同纲领》第 31

条规定, 国家在必要时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发

展。由限制而国家资本主义而国有化, 非由私人资本直接国有

化。总之, 先完成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后完成由新民主

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第二个转变过程中, 先有社会主义

因素的增长, 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 即先

渐变后突变, 先量变后质变。这就是毛泽东设想的由新民主主

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步骤。

上述各点都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条件的。因此, 毛泽东强

调必须强化人民民主专政, 以此作为条件, 使中国稳步地完成

两个转变, βλ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上述内容分析可知, 毛泽东是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

中心而构想设计这一战略的。它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条件, 以发

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基本途径, 以和平渐进为基本方式, 以推

进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为目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其核心

和基础。因此, 这一战略可归结为一句话,“由发展新民主主义

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βµ这就是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

义转变战略的精髓。

二

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从中国实

际出发的极富创造性的革命转变战略。

首先, 它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的。当时, 中国的

国情突出地表现为经济落后。毛泽东对中国经济的落后早有深

刻的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便指出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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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占优势。”βν 1949 年进一步指出: 现代性工业大约只占

10%, 农业和手工业占 90% 左右。“这样的情况, 会长期存

在”。βο并强调这种经济落后状况“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

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βπ

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落后状况的深切认识, 毛泽东设想通过发

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其次, 它是建立在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若干特征的深刻认识

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多次剖析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归结起来, 新

民主主义社会具有复杂性、长期性、过渡性、发展的两重性及

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等特征。其中, 过渡性是其基本

特征, 这是毛泽东构想这一战略的基本依据。新民主主义社会

在政治上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

阶级的联盟, 在经济上则是代表上述四个阶级利益的五种经济

成分的并存。这种客观存在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十分

复杂的社会系统。前述的落后性又决定了这种复杂状况将会存

在一个较长时期。并且, 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 又使新民

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可能性, 即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

能性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由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

导地位及国营经济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社会将

向社会主义发展。关于发展的方式, 毛泽东曾说有流血和不流

血两种, “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 我们应该力争这一

着。”βθ 1949 年, 鉴于人民民主专政即将建立, 毛泽东指出“可

能和平解决”。β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自身状况规定其只是一个过

渡性质的社会。它是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到达社

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这种过渡性决定其任务是双重

的, 即既要发展社会经济实现工业化, 又要为社会主义准备条

件并在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正是基于上述认识, 毛泽东提出

了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设想。

第三, 是在初步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

提出来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阐

述了他关于新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观点。他说:“中国革命在全

国胜利, 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 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

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 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

种是国外的, 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βσ如何正确处理

这些矛盾? 毛泽东设想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并主要依靠经

济的发展来求得这些矛盾的解决。

关于第一种矛盾。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 可以

通过国家调节, 使之不“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βτ他设想在

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分两步来解决这个矛盾。第一步

采取利用与限制政策调节这一矛盾, 以调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的积极性, 使之与国营经济及其它经济一道共同发展新民主主

义, 为最后解决这一矛盾准备条件。“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

制政策, 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

抗的, 特别是私人中的大企业主, 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

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χκ显然,“利用

与限制”只能使这一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

而不可能最终解决这一矛盾。因此, 第二步是在为社会主义准

备了巩固的物质基础及其它条件的基础上, 在适当的时候, 采

取适当的形式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转归国有, 从而最后解决这

一矛盾。

关于第二种矛盾, 应该说是 1840 年以来百余年间帝国主

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矛盾的延续, 是中国极端落后的现实与民族

独立所要求的民富国强之间矛盾的外在表现。新中国的建立将

基本上解决中国政治落后的问题。因此,1949 年, 落后突出地

表现为经济落后。这种经济落后与中国人民争取彻底的民族独

立的要求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第二种矛

盾的实质。解决这种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工业化。正是在这样的

分析认识基础上, 毛泽东阐述了如下观点:“从中国境内肃清了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 (这是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 , 还没有解

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 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

的发展, 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 才算最后地解

决了这个问题。”χλ“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 还要一二十年

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 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

会主义。”χµ

同时, 毛泽东还认为新中国内部工农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是非对抗性的,“可以在工农联盟内部通过供给机器、组织合作

社、参加国家管理等予以解决。”χν他说,“我们把土地给了农民,

但是没有给他们商品, 这是他们需要的而我们又没有的。如果

我们不发展工业, 那么我们就不能保障农民所需商品, 我们就

将失去对他们的领导。”χο显然, 毛泽东的思路仍是依靠发展新

民主主义经济来解决工农之间的矛盾。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 毛泽东通过对上述各种矛盾的分析,

认识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成为解决诸多矛盾的关键。诚然,

毛泽东并未从理论上认识经济落后与解放后人民日益增长的

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之间的矛盾, 这无疑限制了毛泽东在这个问

题上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但毛泽东已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 并

紧紧抓住了它。可以说, 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正确回答了在各种

矛盾交叉并存的极为复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 如何正确处理

经济建设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 是解决新民主主

义社会诸多矛盾的极富创造性的设想; 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把

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的思想, 为全党树立以恢复和发展经济

为中心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正由于此, 在新中国建设的初

期, 无论情况多么复杂, 阶级斗争多么激烈, 开展了多少群众

运动, 全党都能始终坚定不移地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 这

也是这一时期能够迅速取得恢复国民经济这一重大成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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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因。

总之, 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是建

立在对中国国情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 是

符合中国实际的极富创造性的革命转变战略。在理论上, 它使

毛泽东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更加

充实、丰富, 使新民主主义理论更臻完善; 在实践上, 它成为

指导中国革命由第一步发展到第二步的科学的行动纲领, 是建

设新中国的伟大蓝图。

三

毛泽东这一战略也有某些疏漏。这主要表现在对工业化任

务的严重性, 重要意义及其地位的认识方面。首先, 毛泽东虽

然认识到了中国经济的落后性, 但对改变它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缺乏足够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的复兴和发展速度抱着十

分乐观的态度。他估计“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

能是相当地快的, 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χπ中国经济

在 3 年 5 年将会恢复,10 年 8 年会有巨大发展。χθ一般地说, 毛

泽东的这种估计是有根据的, 比较客观的, 与建国初期的实际

比较吻合。但依据这样的估计, 设想在 15 年至 20 年时间里达

到工业化这个目标, 则显得根据不足。1949 年, 中国经济的整

体水平还不及英国在 1800 年的水平, 要求仅用 15 年至 20 年

时间跑完英国这样的国家用了近 200 年时间, 其间经历了 2 次

工业革命的路程, 达到它们在本世纪初的工业化水平, 是不够

现实的。这种不够切合实际的估计, 是导致后来忽略工业化任

务的严重性, 更为重视社会主义化这个任务在认识上的原因之

一。其次, 由于对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局限影响到对工业化重要

意义的认识。如前所述, 毛泽东已接触到了落后的现状与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 但却并未从正面去认识

这一矛盾, 而只是强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指出工人

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土地改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 这毫无

疑问是正确的。但根据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之间的逻辑联系来

看, 工业化任务的提出便缺少国内的依据, 它似乎仅仅是为社

会主义准备巩固的物质基础。于是, 工业化任务便处于从属于

社会主义化这个任务的地位了。而这与毛泽东把工业化作为这

一战略首要任务的本意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 从而埋下了后来

突出社会主义改造, 在实际上降低工业化重要地位的伏笔。再

次, 毛泽东对两个转变即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化之间的关系没有

进行深入的探讨。毛泽东是用一种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的观点来

构思这一战略的, 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却未给予准确定位和深

入的理论阐释。至于二者之间的衔接, 虽可从字里行间窥见一

些, 但毛泽东从未正面直接描述过这个问题, 没有提出两者连

接的明确的时间程序表。这也为后来将社会主义化提前留下了

间隙。这一战略所选择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是当时苏联计划经

济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模式, 这对后来的实践也有不利

影响。但笔者以为, 在当时条件下, 毛泽东和党内其它领导人

都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提出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设想。

我们不可超越历史条件去苛求前人。

这一战略构想形成于革命战争飞速发展, 革命迅速胜利、

百废待兴之时, 出现上述某些疏漏是难免的。通观整个战略构

想, 毛泽东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不仅

是一个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极富创造性的革命转变战略, 也

是一个比较完备的革命转变战略。

注释:

①③βτ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 见《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1081 、

1081、1056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

②βκβπβσχκχλχ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见《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1428 ～ 1429、1432、

1430、1433、1432、1433、1433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

④⑤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见《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1256、1254～ 1255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

⑥βµχµχν毛泽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见

《毛泽东文集》, 第 5 卷,139 、146、146、146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⑦βο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注 8, 见《毛泽

东文集》, 第 5 卷,236 、236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6 。

⑧毛泽东: 《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载《人民日报》,1950-06-

24。

⑨转引自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 ,27 页, 北

京,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βλ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 见《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1476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

βν毛泽东: 《在陕北公学的讲话》, 载《党的文献》,1995 (4)。

βθ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见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276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

βρ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 见《毛泽东文集》, 第

5 卷,26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6 。

χο转引自《米高杨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下) , 载《党的文献》,1996

(3)。

χθ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 4 次会议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1949-12-04 。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曾德国)

13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