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李　芬　著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李芬著．—石
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９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０２－１０８１０－９

Ⅰ．①新… Ⅱ．①李… Ⅲ．①中国共产党 执政 研
究 Ⅳ．①Ｄ２５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５）第２０６４６７号

书　　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著　　者　李　芬

责任编辑　王　静　陈冠英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袁会同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３３０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７８７毫米×１０９２毫米　１／１６
印　　张　１１．７５
字　　数　１４５　０００
版　　次　２０１５年９月第１版　　２０１５年９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　７　２０２　１０８１０　９／Ｄ·７４９
定　　价　２５．００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在中国共产党６０余年全国执政的历史进程中，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既

因特殊的执政阶段名标青史，又因特殊的执政绩效彪炳史册；它既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的基础，又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

的体制及原则。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容忽视的历史局

限性。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放在一

个相对完整的政党执政系统中加以探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确立全

国执政地位、探索执政方式、夯实执政基础以及总结执政经验的历

史实践的考察与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点。

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确立全国执政地位面临的压力、所

做的准备以及确立执政地位的途径。

通过革命手段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伊始即面临

着确立全国执政地位的重重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于执政主体，也

来自于执政客体。前者主要是：党员干部数量的严重不足、党员执

政理论与意识的模糊、执政作风的蜕化倾向、执政能力结构的不平

衡及能力水平的有限。后者主要是：执政客体不仅是一个人口世界

第一、面积世界第三的东方大国，而且是一个历经近百年的战乱，

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面临着严峻形势的国家———政治

上，国家尚未统一，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各种敌对势力的猖獗反抗与

挑衅；经济上，由于战争的破坏、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民党腐朽的

统治，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濒临崩溃状态的国民经济；社会

上，由社会经济改组而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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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压力的存在使得国内外不少人对共产党能否巩固地确

立全国执政地位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国内即有人扬言共产党军事上

是１００分，政治上是８０分，财经上只能打０分；国际上亦有美国政

府预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必将会被人口压力、经济落后、

生活水平低下和民众的不满与动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困扰，并最

终陷入社会动荡与专制统治交替的恶性循环。事实上，就是从共产

党自身来说，也不是没有担心。否则，毛泽东也不会有不要当 “李

自成”的告诫，不会有进京是去 “赶考”的想法。然而，历史表明，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有效应对了上述挑战，成功确立了全国范围

内的执政地位，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的全面准备。

这些准备主要表现为：积累了局部地区执政的经验；明确树立了全

国执政的意识；明确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

为全国执政理论；形成了全国执政的理念，包括目标理念 （建设独

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宗旨理念 （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基础理念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方式理念 （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为确立全国执政地位有意识

地加强了党的执政建设。正是有了这些准备，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全

国执政初期成功地应对挑战，不仅在程序上而且在实践中牢固确立

起全国执政的地位。

第二章主要总结中国共产党夯实执政基础的措施。

全国执政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执政基础状况，采取了相应的

措施，在短短七年内迅速夯实了执政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思想

文化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以及政党组织的基础，从而为长期

执政奠定了根基。

夯实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来之不易的执政地

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生

产力的迅速发展，从而夯实了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这些措施主要包

括两方面：一方面扫除了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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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人民政权手中；通过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摧毁

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通过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另一

方面是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展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夯实政治基础。政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是指其执掌政权所需要的

一些政治条件，如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国家的主权、国家的政治制

度，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夯实政治基础的措施主要

是：实现了国家安全与统一；恢复了国家主权的完整；确立了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夯实思想文化基础。政党执政的实践表明，任何阶级要上升为

统治阶级，都必然要把本阶级的思想变为整个社会的思想。新中国

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使群众认同这个现实，而且要使群众认

同执政党的思想、观念，从而在思想文化上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为

此，中国共产党着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全国人民，并在改造旧

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先进文化。

夯实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政党执政的

依靠力量和支持力量。一个政党能否巩固其执政地位，关键在于有

无巩固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首次全国执政的

中国共产党能否成功夯实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对其执政地位的确

立与巩固具有决定意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夯实阶级基础和群

众基础的主要措施有：保障了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权力；维护了各

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加强了对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思想教育。

夯实政党组织基础。政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即是执政党自身。打

铁须要自身硬。政治上的强大往往要以组织上的巩固为保障。为

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

了整风整党运动、打击贪污腐败、教育党员干部、整顿基层组织等

一系列整党建党活动，从而收到了夯实自身基础的实效，为中国共

产党有效执政提供了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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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探索执政方式的实践及其在探索中

进行选择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产阶级执政的特点和艰巨的执政任务，都

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实施全国执政的方式方法加以有效解决。中国共

产党在这一时期，对改变党的工作方式的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并在探索中做出了选择：探索了一元化领导体制下从以党代政方式

到党政分开执政方式的转变，并最终选择了以党代政的方式；探索

了从依群众直接行动方式到依法执政方式的转变，并最终选择了依

群众直接行动的方式；探索了从依政策执政到依法执政方式的转

变，并最终选择了依政策执政的方式。

正如历史上众多事件一样，选择并不是某一因素直接作用的结

果，而是多重因素 “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做出上

述抉择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心理以及方式本身等

方面的原因。

第四章主要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第一次全面总结。

善于总结经验，并善于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成功经验，是中国

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干部、推进事业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法。经过七年全国执政的生动实践，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许

多新的经验。１９５６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执政经

验进行了深刻地总结，主要是：

总结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经验。经

过全国执政的初期实践，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 “我们的一切任

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

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

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

在执政实践中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统

一，为此必须在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在实践中发展马

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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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经验。经过七年全国执政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 “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

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 “必须不倦地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

政”，“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抗击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

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为此，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

正确认识和对待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错误；必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

专政。

总结了领导发展的经验。首先要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其次

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再次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

后要善于学习。

总结了应对执政考验的经验。七年全国执政的实践使中国共产

党深刻感受到执政地位会使党面临许多与革命战争时期全然不同的

新考验。中国共产党指出，在这七年中，“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

了这种考验”。因此，对于如何应对执政考验，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

了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执政仍然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加强党的团结

和统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本书在结语部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特点进行了

总结。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

的结束距今已近６０年了。从６０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国共产党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执政实践主要有三个特点：奠基性是其首要特点；

开创性是其标志性特点；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执政通过领导来体

现）是其时代特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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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政党执政研究是政治学学科的一个核心课题。中国共产党执政

研究也是中共党史学科的一个重要课题。自新中国成立始，中国共

产党即从一个执掌局部地区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成为一个执掌全

国政权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其执政行为决定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全局。因此，在中共党史学科领域中，对中国共产党执政

问题的研究一直都是热点。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地

位———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过去党史研究者多侧重于从 “领

导”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共产党执政问题，现在则更多地从 “执政”

角度来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问题。虽然，从广义上说，党的领导

可以包括党的执政，可以把党的执政看作是党对国家政权的一种特

殊形式的领导。然而，正是这种 “特殊”性决定了 “执政”不同于

“领导”：

首先，确立途径不同。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党执政地位的确

立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规定，党的执政表现为党的代表们在国家权

力机构中占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又是通过法律程序———选

举———才能获得的。党的领导地位则是通过其在社会生活 （包括革

命斗争）中的工作和活动所形成的与人民群众的一种事实性关系。

这种事实性关系的确立，可以通过法律的规定 （如 《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明确规定了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可以不通过法律的规定 （如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其领导地位是在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其次，依赖基础不同。一个政党要确立和巩固执政地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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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巩固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

以及政党组织的基础。对于政党执政来说，上述要素中的任何一个

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对于政党领导来说，上述要素并不一定完

全具备，如政治基础中的政权机构。党的领导并不以政权机构为支

撑，没有取得执政地位的党也可以在社会事务或社会重大事件中起

领导作用；党的执政则必须在国家政权机构内活动，没有国家政权

机构的权力作支撑，执政党不可能在执政中贯彻本党的纲领、路线

和政策。

再次，方式方法不同。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当其处于执政地位

时，它所能够处理的社会公共性事务取决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

定；而当其处于领导地位时，其领导性事务并不受法律规定的范围

限制，政党可以在任何领域从事自己的领导性的事务和工作。这就

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的执政与领导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必然具有很大

的不同。

长期以来，由于对党的 “领导”与 “执政”之间所存在的不同

之处的忽略，将 “执政”视同为 “领导”，将 “领导”泛化为 “执

政”，从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

因此，从 “执政”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是

理论界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

的建设、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和重点，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

现实的需要：一方面，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

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等对政党如何执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

面，当时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政权，也给执

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警示。在此背景下，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

始，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全党要 “强

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的命题；２００１年，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

周年大会又提出了深化对 “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命题；２００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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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 “增强执政能力”正式写

入党章总纲；２００４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会议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并通过了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主体对

执政问题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关注，推动了中国理论界对政党执政

问题研究的深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历任领导核

心都十分强调研究党的历史的重要性。早在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

就曾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

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① 进入新世纪后，时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 “一个政党不善从总结历史中认识

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

党”②。因此，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执政实践，无

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６０余年的全

国执政历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具有特殊的阶段

特点及执政绩效，因而也就具有了特有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１．特殊的执政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

阶段：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的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实

现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转折阶段。然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

产党为此后执政实践中出现挫折埋下了伏笔的阶段：１９５６年９月，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七大以后特别是建国头七年的历

史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

是正确的。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在这里转了弯。“八大以后，我们取

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③ 回顾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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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９９页。
《江泽民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０１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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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３０年，“八大”就如一个分水岭，不仅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转了弯，而且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在此转

了弯。中国共产党此后的执政逐渐偏离了轨道，导致了中国社会长

达２０年之久的曲折发展。一个执政党，无论从什么地方学习，都不

如从切身经历中，特别是从自己所走过的弯路和所犯的错误中学习

来得更为直接、具体和深刻。因此，在６０余年后的今天，重新探索

这段历史，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执政历程，既是可行

的，也是必要的。

２．特殊的执政绩效

这一时期，执政的主体是一个经历了２８年革命战争的无产阶级

革命党，有一定的执掌局部地区政权的经验，却毫无执掌全国政权

的经验。对其执掌全国政权的能力，时人曾讥为 “军事上１００分，

政治上８０分，财经上０分”；执政的客体则是一个历经近百年灾难、

经济濒临崩溃、人口世界第一、面积世界第三的东方大国。在这一

时期，执政主体所要实现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

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目标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

极其艰巨的。然而，正如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所豪迈预言的： “我们的工作

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①。建国头七年中，首次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

共产党不仅巩固了执政地位，而且成功地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与

发展。

（１）民主政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

此站立起来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从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

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中国人民的社会政治地位发生了

根本变化，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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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９３页。



在这七年中，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政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系统地建立起来，从而使民主

的主体最大限度地扩展至全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统治，

人民群众对社会政治生活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主人翁的

责任感空前强烈。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底，全国３６个①省 （行署）、１５６个

市、２１４８个县 （除４６个外）都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１９５３

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第一次普选工作全面展开，有８５．８８％的选民

参加了投票，共选举基层人民代表５６６．９万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

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运动，它极大地焕发了广大人民的民主意识，

大大推动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１９５４年宪法的起草，更是经

过了全国８０００余人的讨论，宪法草案公布后，全国人民热烈讨论了

两个月，共有１．５亿人参加。

（２）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发展

１９４９年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新中国

可谓是满目疮痍、百业待兴，整个经济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工业整

体上处于手工作业的状况，工业产品少得可怜，根本谈不上工业体

系。据统计，１９４９年中国工业的年净产值只有４５亿元；农业还停

留在手工耕作、靠天吃饭的水平上；交通运输工具落后，畜力车和

木帆船等民间运输工具仍然大量使用；市场上商品严重匮乏，加上

物价暴涨，大多数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经

济建设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至１９５２年，中国的工业总产

值增长１．４５倍，农业总产值增长４８．５％。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超

过了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最高年产量。与此同时，国民党执政时期遗

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也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在此基础上，

新中国的执政党适时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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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节统计数字除特别标注外均见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 （１９４９—１９９９）》，中
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并使国民经济在稳定协调的基础上取得很大

的成就：“一五”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９．２％，工业年

均增长１８％，农业年均增长４．５％；产业结构有了很大改进，在工

农业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由４３．１％提高到５６．７％，上升１３．６个

百分点；农业生产得到了巨大发展，粮食生产增加了３１１０万吨，棉

花产量增加了３４万吨；工业生产发展迅猛，原煤产量增长９８．５％，

原油、发电量、钢、机床产量分别增长１—３倍，特别是初步建立起

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所没有的飞机制造、

汽车制造、新式机床、发电设备，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

冶炼等新工业部门都先后建立起来。此外，交通运输事业也得到了

长足发展，新建铁路营业里程４１６２公里，新建公路８．３万公里，增

加沿海吞吐能力７６５万吨。

（３）人民生活得到迅速改善

国民党执政末期，中国的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市场萧条，物

价飞涨，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失业现象严重。据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４日

《新民报》报道，１９４８年的１０００万元，仅折合１９３７年的２７元。

１９４８年秋，仅北京市的赤贫户和次贫户共６８０００户，人口２４６０００

人，约占全市人口的２４％。至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时，中

国城镇居民人均年现金收入还不足１００元。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措施医治

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安排就业，以安定人民生

活。全国执政后，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

了很大提高。据统计，１９５２年全国人均现金收入增加到１５６元，增

长５６．８％；１９５７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２５４元，比１９５２年

增长 ６２．８％，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４８．５％，平均年递增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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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①。特别是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民收入迅速提高：

１９４９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４４元，１９５７年增长到７２．９元，年

平均增长８．２％。②

（４）社会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伊始，即面临着国民党执政时期遗留下来

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充塞散兵游勇、灾民难民、大量失业人员

和流浪乞讨人员，小偷、流氓、妓女等遍布街头，妓院、烟馆和赌

窟四处林立，鸦片烟毒到处弥漫。对此，新中国的执政党积极采取

措施，资遣国民党散兵游勇，取缔娼妓，禁烟禁毒，改造游民，解

决失业，从而有效地进行了社会治理，旧中国猖獗千百年的各种社

会丑恶，在这一时期都曾偃旗息鼓：至１９５０年底，资遣国民党散兵

游勇４００多万人；至１９５２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取缔娼妓工

作；至１９５３年，各地４００万吸食鸦片烟毒者陆续戒毒，鸦片烟毒在

中国基本禁绝。

（５）国家独立和安全得到真正的实现

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掠

夺。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结束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屈

辱的外交历史，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而且在世界外

交舞台上展示了新中国外交大国的魅力。特别是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的抗

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全国执政之初，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 “一

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即倒向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全力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

势力和影响，不承认国民党执政时期同各国政府的旧的外交关系，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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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统计，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８年，扣除物价因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２．２倍，

平均年递增６％。

此百分比为笔者推算。



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５年，

中国先后同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匈牙利、捷克斯洛

伐克、波兰、德意志民共和国、蒙古、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

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缅甸、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巴基

斯坦、英国、挪威、荷兰、南斯拉夫、阿富汗、尼泊尔等共计２６个

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①

（６）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１９５３年，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社

会主义改造总路线。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到１９５６年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

主义经济在城市和农村中都已成为主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

中国得到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

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国此后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是逐步走向稳定和繁荣的。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②； “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

政策是恰当的”③；“建国后的前八年我们搞得不错”④。中国共产党

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作确实被浓墨重彩地写在了历史上。

完善党的执政理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借鉴自身的经验是最

主要的途径。不善于总结自己经验的党，很难说是一个成熟的政

党。中国共产党向来善于从自身的传统中寻求智慧。然而，我们一

说到学习经验，特别是学习执政经验，往往是强调 “与国际接轨”

的多，强调学习自己经验的少；强调古人经验的多，强调２０世纪经

验的少；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执政经验的多，强调新中国成立初期执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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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与英国、荷兰建立的是代办级外交关系。参见 《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交档案１９４９—１９５５》，中国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２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５３页。

同上书，第２６９页。



政经验的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取得

的特殊执政绩效已经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积极的姿态学习、

研究和继承党的执政经验，对于提高党在新时期的执政能力，促进

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都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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