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A 卷

会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
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司3博东:<<在中回共产党第七届中央接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中国人民将会看到，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
事盟，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
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渝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
战争的创伤，商量设起…个耕新的强盛的名符其实的人民共

和国。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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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教学与科研，都没有离开过

这个题目，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逐渐积

淀下一些想法，想法多了，又逐渐升华为

一个愿望，这就是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史长编》的韧衷。

共和国史有其独特的魅力。这小魅

力就在于当代社会的有机性和复杂性超

过以往任何时候，造就了当代中国历史

舞台跌捞起伏的剧情，历史事件的峰回

路转，历史人物角色命运的大起大落，常

令一些普适的方法和原理遇到挑战，这

都不是维像的回捕和直观的线性因果分

析所能完全解答的。当代社会的商科技、

信息化和系统性使各门学科和各种知识

日趋整体化，只注意一点，会失之片面，

只熟知某一方面，也会流于偏颇。研究者

要想迸发创造的火花，就必须脱离偏重

政治史的巢臼，学会观察和评判随着经

济增长而发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

方面的变化，要有思维的广阔性和深刻

性以及较强的思辨性。共和国史的魅力

还在于它有更直接的借鉴作用和警世功

能。相对于其他断代史，共和国史同现实

前窗. 1 • 

社会的联系更紧密。当我们需要从事实

向理论过渡，总结历史经脸时，就会发现

所直面的事实，往往还是清晰的，尚未蒙

上岁月的风尘，揭示其真谛，减免了许多

曲折。尤其重要的是，这段历史时限内曾

经发生的事与正在进行的事是间一过程

的不同阶段，阶段性可能结束了，过程则

仍在继续。在这里，"前事不忘"是人们脑

海中鲜明的印象，它没有做作和掩饰，没

有人为的编造和雕琢，因而，才能成为指

导人们实践的"后事之师"。

共和阔的魅力当不止这些。如果说

既往历史像风平浪静的港湾，那么共和

国史就好比波澜壮阔的海洋，它的深邃

和广博吸引你去扬帆踏浪。这正是以共

和国史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近年呈洋洋大

观之势的重要原因。

如何既再现共和回丰富多彩的历史

画卷，又不与已经出版的各种史著雷同?

这个问题曾长时间萦绕在心头。苦思之

后，还是从前人的遗产如《史记))，如《资

治通鉴》等中获得一点感悟，从而设计出

现在这样一种编写体例:各卷统一分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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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熏大事件、人物、大事记及文献资

料五部分。

"总论"为各卷之首，从宏观上勾画

本时期历史概貌及其发展阶段，侧重于

纵向叙述，其中也包括对主要成就和经

验教训的概括及总结。以期使读者获得

一个总体的框架式的印象。

"重大事件"发挥中国传统史学纪事

本来体的优势和史学的叙事功能，侧重

于历史的横断面。每一事件独立成篇，力

求完整地揭示其发生、发展及结局。这些
事件都是历史的关节点，它们一个一个

相连，就构成共和国史的脉络。在编排

上，大体依时间先后为序。

"人物"是吸收传统史学纪传体的长

处，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和建设过

程中曾经发挥过突出作用的人物和英雄

模范立传，这是通过人的活动从另一侧

面再现历史和透视人物的历史作用的一

种尝试。

"大事记"是学习传统史学编年史体
例，以年、月、日为经，以政治、经济、军

事、外交、文教、科技、卫生、民族、国中、

人口等林林总总的事为.纬，编织出一幅

细密的网络。

"文献资料"包括中央到地方各级

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组织沿

革及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总目和文献

资料要目。
总之，主旨是使本书既有宏观的概

括(如"总论")、又有中观的叙事(如"重

大事件勺，还有微观的记录(如"大事

记");既有原始资料供参考，又有研究成

果各索引，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展现共

和国历史风貌。当然，其科学性和实用性

是否实现了作者的意图尚望读者裁定。

如果读者觉得还有点意思的话，那也是

各位作者努力的结果。 )1随便指出，本书的

4 卷依次为 :1949一 1956 年为第一卷;

1956…… 1966 年为第二也 1966…-

1976 年为第二卷 ;1976一-1994 年为第

四卷。这种划分是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式，

各种版本的共和国史著都因袭此制，本

书亦不例外。

在本书杀青付梓之际，我们感到没

有问行学者的丰富积累和当代资料出版

事业的发达，完成此书是不可想象的。本

书引用了国内外不少研究成果，其中能

确切指明资料或观点出处的，均尽可能

在脚注中说明，以便利读者进一步研究。

我代表作者对本书所引用到的有名或无

名作者深表谢忱。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这一学科中的

很多专家和老一辈学者曾给予热情的关

注和极大的帮助，部分手稿承蒙有关专

家审阅，戴逸、金冲及、丁伟志、李侃、郑

惠、徐宗勉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在此，

全体作者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

的感谢。
我还要由衷地感谢广西人民出版社

的同志们。当此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转型，图书出版受到严峻挑战

之际，广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能够不为

功利所趋使，斥震资出版此书，这种扶持

学术的魄力和着眼于长远文化建设的良

苦用心，令人崇敬。友永翔、区向明、欧薇

薇、温六零等问志更为本书付出辛勤的

劳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恐怕此书只

好暂时搁浅了。

刘国新

1993 年 4 月于北京小石桥寓所



总论

从 1949 年到 1956 年的七年包括两个相互

联系义相互匹别的阶段。前 3 年的中心任务是

彻底完成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进行各项新

民主主义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后 4 年的工作重

点是在过棋时期总路线指导下，基本完成生产

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

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曰

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

内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恢震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

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罔人民成为新国家新

社会的主人。但是，新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环

境-国民党残余势力还盘踞在华南、西南以及台

湾与情梅岛屿;战留在大陆的政治土匪、特务和

各类反革命分子仍在进行疯狂的破坏与捣乱;

总论. 1 • 

地方各级政权尚未完金建立;没收官僚资本的

任务尚未完成: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

开展。尤其突出的菇，新中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的，生产力十分低下，

i经济文化十分帮后，工业蒜础薄弱，交通和通讯

设施简陋，农业和手工业长期停滞于中世纪水

亭，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加上国民党政府的反动

腐朽统治和连年战争的破坏，新中回建立前夕，

社会错济巳处于全面础产的境地。另一方面，解

放战争还在进行着，军费浩大;人民政府对那些

不愿抵抗的旧军政人员采取"包下来"的办法，

由国家供给的军政公教人员骤增;许多遭到严

震砸坏的工业企业和交通i运输业忽需般款敢

建，大批灾民和失业人员急待救济 p新解放区的

税收尚待整顿恢复，回家财政经济丽临严重困

难。而投机资本家乘机兴风作娘，回积腊奇，哄

抬物价，更加刷了财政经挤的困难。这种形势表

明，新生的人民共和阔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尽快

地恢复国民经济，在全国拖罔内建立和巩罔新

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

民政权，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进

行了大盘的工作。

(1)革事上，完成全国解放大业。人民解放

草继续向华南、西南等地进萃，至 1949 年 12 月

下旬，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全部解放。 1950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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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又先后解放梅南岛、舟山群岛 .1951 年 10

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协议

规定，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和平解放。

(2) 政治上，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在新解放

地区，主要是大城市，先后实行人民解放军军事

管制制度，镇压反革命，建立革命秩序。随后召

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各民族杂居区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周长期四

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和

香港、澳门外的目家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大团

结，为我回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虫义转变奠定

了意要的政治藏础。

(3) 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阔营

经济，统一金周财政锻济管腰，稳定物价。新中

国刚…成立，人民政府就采取革命的手段，设收

回民党官僚资本企业.建立社会虫义性质的国

营能济。烹 1949 年底，共没收官僚资本的工矿有

交通运输企业由金嗣同类固定资产总额的

80% ，阔蕾铅济日拥有余阔发电量的 58% ，原

煤产酷的 68%. 使恢产量的 92% .钢严酷的

97% ，棉钞产囊的 53% .掌握了全国的金融、外

贸、快路和大部分现代化交通通输事业，控制了

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还对英、荧铮帝国主义

困家确将于中国大陆的 1000 多寂企业，根据不

问情况分别果取了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

施，陆镇收阳阔有，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阁寂

在我国的经济侵略势力，增强了社会主义国营

经济的实力。随胎，党和人民政府义为扭转财政

困难、市场烟乱滋用行政乎段和经济手段进行

了艰巨的斗争，加强了对金融货币的管理，取缔

专事投机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掏 z灿强主要工农

产品的收购、调运工作，集中在各大主要城市抛

售粮食、棉纱，有计划地打击商业投机描动;加

强对市场物价的指尊、监督制物资收购、大妥善物

资交易的管理。 1950 年 3 月，在全国施围内，统

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现金管理。上

述措施的实行，取得了新中国建国之初在经济

战线上第一个四合的胜利，对于整个国民经济

的恢复和发牒，全国人心的安定，新政权的巩

固，确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

导地位和社会经济的改造，都具有建耍的意

义。

1950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中国共产党七届

三中金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国民经

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党的战略策略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

的蒜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白

击》的讲话.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分别

就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军事

等问题作了报告。金会认为，争取回家财政结济

的藕本好转是当前的中心任务，要获得财政经

济状况的基本好转需要 3 个条件:土地改革的

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薯，国家机构所需辑

费的大最节减。这 3 个条件的实现，大约需要 3

'年时间。为此，必须做好土地改革、巩闹财政收

支平衡和物价稳定、必要的精兵简政、有步辄地

进行旧有文教事业的改革、肃清一切反革命等

8 项工作。会议还讨论和制订了党在回民经济

恢复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这就思:必颁稳步前

进，调节各方面的提系.回钳工人、农民、小子工

业者以及民族资产阶银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

数，集中力量向国民党贱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

和帝国主义进攻，而不要害四面出击.树敌太多.

班成金国紧张。金会的这蜡决定是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中共七届三三中金会以后.党和政府领导全

国人民有步辙有秩序地开腿了各项社合改革路

功。 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机随即在新解放区开展了

强亵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基本目

的和罄本方针是"废除地虫阶级制建制削阶级

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

放农村生产力，发腿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

化开辟道路"。鉴于企国解放后的新情况，为了

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

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膜生产，

土改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企土地财产的政策.

改变为保样富农经济的政策。从1.950 年冬起，

各地撤出大批工作队分批领导农村土改，到

1952 年底.约有 3 亿农民分得的 7 亿亩土地和

其他生产资料，完成土改的地区农业人口占全

国农业人口总数的 90%以上.土改的胜利，淌

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根本改变了农民的经济

地位和政治地位，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进一步巩

圆了工农联盟。在进行土改运动的同时，全国开



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费国侵朝战争

爆发后，各类反革命分子相当猫狂，他们杀害干

部群众，破坏铁路、工厂、矿山，抢劫物资，组织

反革命地下军，策动武装暴乱。 1950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

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

偏向。全国各地广泛发功群众，形成了大张旗鼓

镇压反革命的政怡运动.这次运动的熏点是集

中盯击土匪(匪首、惯眶〉、思霸、特务、反动党团

骨干分子相反动会遵门头子。运动中正确地贯

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患者必办，胁从者

不间，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和专政机关与群众相

结合的方针，取得了巨大成锁。 1952 年底，远动

基本结束，基本上肃清了回民党遗留下来的反

革命分子，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安定了社

合秩序，巩闹了人民民主政权。

为了使新民主主只社会中的各种经拼成分

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汇合作，各得其所，促

进赘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政府从 1950 年 5

月起，着手调整工商业，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

同时调'在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 1950 年秋调黯

工作基本完成。人民政府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

了困难，加上土改后农民购买力提高.抗柴援朝

中政府对私箭工商业加工订货的增加，私营资

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大发展。

1951 年 10 月全国各条战线开腾增产节约

远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梅、液费、官僚主义

等腐败现象. 12 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

反宵债主义的"三反"运动，清除了…批被资产

阶级思想剌生活方式腐蚀了的或破资产阶级糖

衣炮弹打中的回家干部。"三反"运动的开展有

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对纯

洁党的队伍，加强党和国东机关的廉政建设起

了重大作用。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发现.贪

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大多数是相资本家中的不法

分子相互勾结，共同进行的。这些资本家采用各

种卑鄙的手段，"打进来、拉出去"，从事非法插

动，严熏危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195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费求在城市私营

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苟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

家资财、反偷工械料、反班前国兹经济情报的

"五反"运动.在"五反"运动中对违法的工商业

总论. 3 • 

户分别习之间情况进行了处理，揭露和打齿了不

法资本家的"五曝"行为f五反"运动的开膜，打

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教育和团结了大多

数私营工商业者，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并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

义轨道和有计划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

利条件。

与此间时，还有步骤、满慎地进行对旧有教

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改造。 1951 年底至 1952 年

秋进行的从教育界开始井逐渐扩腾到整个知识

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清除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发扬爱国

宽义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方面起了积

极作用。 1952 年 6 月至 9 月又进行了全国高等

院校的院系调整。对文化、艺术、卫生事业的改

革也都取得了成效。

正当晚国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各项

社会改革运动之时 .1950 年 6 月，朝鲜内战爆

发。 9 月，荣军打着联合国军的腆号在朝鲜仁川

登陆，很快越过朝鲜南北临时分界线"三八线"，

占领平壤，向中朝边界推进，严重威胁着我国的

黄金。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

以及中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樊援朝、保家卫

阔的战略决策。 10 月 19 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脸朝参战。从 10

月 25 日到 12 月 24 日，中朝军队连续发动两次

战役，把敌军赶回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战局。从
12 月 31 日到次年 6 月 10 日，又进行了 3 次反

击战，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国方面被迫

与朝中方面进行停战谈判。此后.费圄蕾意破

坏，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出现了边谈边

打的局面。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在

板门店正式签字。历时 3 年的朝鲜战争茧此结

束。中朝军队共歼敌 109 万人(其中美军 39 万

人) ，击落击毁敌机1. 2 万多架。在志愿军出周

作战的问时，全国各族人民以增产节约、参加志

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支援朝僻前线作战。

抗樊攒朝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荣帝国主义

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了中朝两国的独

立和安全，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

情心，也直接保障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

项社会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

在开展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和进行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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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同时，党和人民政府始终以恢复和发展

生产为中心，领导全国人民为迅速恢复阔民经

讲附斗争。到 1952 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胜

利完成，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历史

上最高水平，其中钢产量 139. 4 万吨，原煤

6649 万吨，粮食 3287 亿斤，棉花 260.7 万扭，

比历史最高年产最分别增长 46.2% 、 7.4% 、

9.3% 、 53.6% .比 1949 年分别增长 7.5 倍、

105% 、 46% 、 193.3% 。交通运输、商业外贸由，得

到初步恢复发展。国望在财政收支年衡略有节命。

3 年来，社会经济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遥步形

成了社会主义国曾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

作社组济、公私合营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

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 5 种经济成分并存

的新民主主义给济形态。 S 种经济成分在国民

能济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19.1% 、1. 5% 、 0.7% 、

6.9%和 71. 8% 。国营经济所占比意不大，但由

于掌握了回家的经济命脉.成为罔民银济的领

导力量。

固

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

主义改遍的基本完成

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中共中央

根据电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被时期总路钱。

1953 年 6 月 15 日，毛得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周

舍议上前次对过班时期总路钱作了比较兜整的

表述。 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

毡津东修改和审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骂的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一…关于党在过踱时期总

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过班时期总路线表

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脯，这是一个过班时期。党在这个过搜时

·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伏的时

期内，逐段实现国家的杜会虫义工业化，并逐步

实现罔藏对农业、对于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性合主义改造。过搜时期总路线以逐步实

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其主体。这是因为，国家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国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

和必要条件。没有回家的工业化，中华民族就难

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此，总路蝇规定，要

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改造非社会主义工业，

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使找

国的工业不但能够制造人民必需的工业品，耐'

且能够制造为社会主义工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

的各种机器设备，同时为农业的机械化制造条

件。使社会烹义工业在黯个回民组济中都决定

作用，排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据优势，使我国由

帮盾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固。过榄时期总

路绒把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于工业和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视为两翼。这是

因为，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土改

任务的完成，国内主要矛盾巳转变为工人阶级

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

间的矛盾，不解决这个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就无法进行，社合主义制度也无法建立，

为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引

上社会主义改进的遭路.把资本烹义工商业的

私有制改进成为社会主义的金民所有制.把资

产阶级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费功者。另一方面.

农业经过土改，消灭了甜建剥削制度，但农民仍

是一个个体农民，在发膜生产上受到种种限制，

农业的发展状况必然不能适应大规模的社会主

义建设的需要。阳农民在土改后提然就得了土

蛐.{且还龄少其他生产资料，个体生产方式使他

们在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采用

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方丽都受到限制，农民

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因此要使个体农

业向命作化方向发展，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和乎

工业者组织起来，将以现有制为基础的个体所

有制逝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

液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

在逐步实现国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充义改造过程中，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因为我国有 5 亿多农业人口，农业

是因民经济的蒂础，农业的社会烹义改般的成

败直接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资本芷

义工商业社合主义改逾的成败。对农业的杜会

主义改造大体上分三个阶段进行:从 1949 年到

1952 年冬，在一些巳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就广

泛地开腿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当时根据农民

的要求组织了临时互助组或常年互助组。到

1952 年秋，全国共有互助组 830 多万个，占全



阁总农户的 39.9% 。这就是组织互助组阶段。

总路线公布后，合作化运动进入组织初银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阶段。从 1953 年初到 1955 年上

半年.金国以兴办初级农业合作社为中心，合作

化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55 年春，全国的初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 60 多万个，达到老解放

区村村有合作祉.新解放区区区有合作社。不

久，中共中央发布"停止发展，适当收缩，进行整

顿"的方针。经过整顿，合作社由 67 万个收缩到

65 万个。从 1955 年秋到 1956 年底，合作化运

功进入到建立完全社合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壮阶段。这是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时期。

195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召卉了扩大的七届六

中金会.根据毛坪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

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此

后，合作化运动连'等三大步:一是入社农户由
14.2%猛增到 96.3%. 达1. 17 亿户;工是基本

上完成了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向兜金社

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转变，参加高级性的农

户达1. 07 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 87.3%;三是

普施扩大了合作的规模，将 20-30 户的小社合

并为 100-200 户的大社。 1956 年底，找阔基本

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

农业合作化运动J基本上是成功的。它只用

了四五年时间就完成了农业从私有制向社会主

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

个伟大的创举。农业合作化运动积累了一些重

要经脸 z根据我回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习惯，采

取了从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

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逐步过渡的形式.逐步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

既使农民愿意接受，又避免了农业生产力的破

坏;在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领

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施和国

家帮助的原则，贯彻了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

中农的阶级路线，从而团结广大农民共同走上

集体化道路。当然，在合作化运动中也发生了一

些棋点和偏爱，这主要是脑期要求过急，工作过

粗，形式过于简单化…，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

自愿亚利的原则及维营管理恨乱等缺点。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采取和平腰买

的方式进行的。这是因为，中回民族资产阶级不

但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两重性，而且在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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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后依然具有两重性，它既有剥削工人、取得

利润的一丽，又有承认共间纲领，拥护中闹共产

党的领导，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丽。同

时，我国短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需要利用民

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对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股是极为有利的。此外，民

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掌握了一定现代化科学文化

知识、有一定技术专拉和企业管理经验的阶级，

对这个阶级的和事改造，有利于利用资产阶银

分子的技术专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另…方

面.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也是完

全可能的，因为新中国建立后工人阶级掌握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巩固的工农

联盟: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割

断了资本主义经济同农民个体经济的联系 s新

中国在没收官僚资本之后，巳掌握了国家的经

济命脉。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和平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是通过国

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来实现的。大体上经历了两

个阶段:

1953 ~至 1955 年度是实行阔家资本主义相

级形式的阶段。主要是在工业中采用委托加工、

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接托铠销、代销等。相

级形式的阔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 t资本主义工

商业通过各种合同在原料供服、产品的生产计

划、销售及价格上被剧家控制，企业的性质不

变，内部的劳资矛盾依然存在，但在企业的利润

上实行"四马分肥"，即所得税占 30%.工人桶

利占 15% .企业公积金占 30%.资方股息红利

占 25%.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有所减轻。

从 1955 年下半年到 1956 年，是实行高级

形式国家资本主义阶段。高级形式国家资本主

义有两种，即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

公私合营。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由国家投资

并派干部同资本家共同经营，企业的生产资料

由私有变成了公有，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

经济在企业内部联系与合作，社会主义成分占

据领导地位，利润仍按"四马分肥"的原则，但资

本家只能按私股所占比例取得红利的一部分，

另…部分红利转为国家所有。这种公租合营企

业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全行业公私合骨

是按地区持个行业所有私营企业企部实行公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