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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中 华 人 民共 和 国 成 立后 立 即 剥 夺 官僚 资本 , 并 开 始对农 业 、 手 工 业 和 资本主 义工 商业 


进 行社会 主义 改造 , 是适 时 的 ; 而 1 9 5 6 年在 生 产 力 水 平相 当 低 下 、 民 主 发展很 不 充分 的 情况下 , 


全 面 完 成 社会 主 义 改 造 , 却是 匆 促 的 。 目 前 我 国 社 会存在 的
一些 消 极腐 败现象 , 与 社会主 义 制 度 


缺 乏经 济 前 提和政 治 前 提 不 无 关 系 ; 而 中 国 产 党 领 导人 民 正 在 推 进 的
“

第 三 件 大 事
”
——

改 革 开 


放 新的 伟 大 革命 , 正 是为 了 充 实 和巩 固 社会 主 义 制 度的 基础
,

以 保 证 我 国 在 社会主 义 道路上 继 续 


前进 , 并 最 终 实现 中华 民族伟 大复 兴 的
“

中 国 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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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 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评价和	期间遗 留 了一些问题。

”
[

2
】 


学术界的两种对立观点	对此 , 邓小平也做过类似的评价 。 他说 :

“建 国 


头七 年的成绩是大家
一

致公认的 。 我们的社会主义 


胡锦 涛 《 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9 0 周年大会上 改造是搞得成功的 ,
很了 不起 。 这是毛泽东 同志对马 


的讲话 》 中指 出
:

9 0 年来 ,
我们 党团 结带领人民 完 克思 列宁 主义的

一

个重大贡献。 今天我们 也还需要 


成和推进了 三件大事 。 其中
"

第二件大事 ,
我们党 紧 从理论上加 以 阐述 。 当然缺点也有 。 从工作来看 , 有 


紧依靠人民 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 确立了社会主义 时候在有的 问题 上是急 了 一些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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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 :

“

有 


基本制 度 。 我们创造性地实现 由新民 主主义到社会 人说 , 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 , 速度太快了 。 我看这个 


主义的转变 , 使占世界人口 四分之一 的东方大国进 意 见不能说
一

点 道理也没有 。 比 如农业合作化 ,

一 


人社会 主义社会 , 实现 了 中 国历史上最广 泛最深刻	两年一

个髙潮 ,

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 , 很 


的社会变革 。

”

同时 , 他又指 出
:

“

在历史上的一些时 快又变 了 。 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 


期 , 我们 曾 经犯过错误甚至 遇到严重挫折 ,
根本原 如 果稳步前进 , 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 , 就可 能搞得 


因 就在 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 了 中 国 实际 。

… …这 更好
一些 。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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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经验教训 , 我们党在 《 关于若干历史 问题的	总之
, 我们党及其领导人对于 社会主义改造的 


决议 》 和 《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 》 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
既肯定

" 这的确 是伟大的历史性 


中进行了系统总结 , 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

"
丨 D	胜利

”

,

“是搞得成功的
”

,
又指出 它

“

改变过快
”

,

“速 


那 么
,
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 , 《 关于建 度 太快

”

,

" 遗 留 了一些问题
”

。 然 而 , 对于我 国 社会 


国 以来 党 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 议 》 ( 以下 简称 《 决 主 义改造 的评价 ,
目 前学术 界却存在两种针锋相对 


议 》 ) 是怎样总结的 呢? 《 决议 》 指 出 :

"

在过渡时期 的观点 。
一种采取了 全盘否定 的态度 , 认为社会主 


中 , 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
一

条适合 中 国 特点 的社 义改造
“

搞早 了
、 搞快了

、 搞急 了
,
所以 由 此产生了 


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

’’ “

在一个几亿人 口 的大国 中 比
一 系列政治上 、 经济上

、
文化上 的

‘

左
’

倾错误 , 其教 


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 、 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 ,
训 是深 刻 的

"

;

“文化大革命
”

这场人间 悲 剧 降临 在 


… …这 的确 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

”

但是 ,

“

这 项工	中 国人 民 的头 上 ,

“

与 中 国 过早过快地进行
‘

三大改 


作 中也有缺点和偏差 。 在 1 9 5 5 年夏季以后 , 农业合 造
’

急 于建立单一公有制 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和 体制 


作化以 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 的改造 要求过急 ,
工 不无关系

” ⑷
。 另

一

种则 采取了全盘肯定 的态度 , 认 


作过粗 , 改变过快 , 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 以致在长 为 1 9 5 6 年完成社 会主 义改 造恰在其时 ,

“

中 国 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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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比起苏联来 , 我们 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 本 , 是民主革命的性质 ; 另
一 


花 的时间 要长得多 ,
工作也要细致得多

”

;

“

我 国大 方面 , 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
, 又带有社 


搞农业合作化… …也用了 四年左右 的时间 , 并不 比 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

"
I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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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短多少
” 问

。 笔者认为 , 这两种观点均失之偏颇。	我国官僚资本和 民族资本的比例 , 是八 比二。 我 


其实 , 我 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是适时的 ,
而结束 们 在解放后没 收了全部官僚资本 , 就把中 国资本主 


却是匆促的 。	义 的主要部分消灭 了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 建立 了 社 


- 从入 此地秘立仏直^

、
条 科沾	会 主义国 经济 , 控制 了 国家经济命脉 , 为人民 民 


- 、

主专政鮮了经济細 , 并为进 - 步顧开对农业 、 


判 断开始社会 主义 改造是 否适时 , 首先要 搞 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 


清
“

社会主义改造
”

究竟为何义 。 社会主义改造即无 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
M 供了必要条件 。 


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无产 阶级革命分为以 无产阶级	三 、 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是匆促的 

专政代替 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 命和以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的社会革命两个阶	我们党及其领导人关于社会主 义改 造
“

改变过 


段 。 而政治革命 的完成 即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 , 则 快
”

、

“

速度太快 " 的 观点 , 实际上包含 了 社会主义改 


是变革旧 的生产关系 、 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社会革 造
“

结束匆促
”

的意思 。 


命的开端 。 恩格斯指 出 :

“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 国 家	首先 , 我国是在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前提的情况 


政权 , 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 占有者 , 就像剥夺 下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 。 


工厂主 一样 。

”

在 国有土地上兴办 国营农场 , 没 收	社 会 主 义 的 经 济 前提 , 是高 度 发展 的 生 产 


资本家 的企业并把它改造成为 国 营企业
,
这就是社 力 。 1 8 5 4 年 ,

马 克思指 出
:

“

英国 工 人阶级 既然 创 


会主义改造 。 因此 , 严格说来 , 我 国 的社会主义改造 造 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 的生产力 , 也就实现了 劳 


不仅包括对农业 、 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 ( 民 族 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 现在它应当实现劳动解放的 


资本 ) 的改造 , 而且包括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 另 一个条件。 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 的力量从垄断 


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组织的无耻的伽锁下解放出来 , 使它们受生产者共 


我国没有本来意义上的 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	同监督
” 间

。 这里说的 “

第一个条件
”

,
即实现社会主 


生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 。 推 翻旧 的 国家政权 、 建立 义的经济前提 , 指 的是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社会化 


人民 民主专政的任务 , 是由 在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 生产力 ;
这里说的

“

另 一个条件
”

,
即 实现社会 主义 


中产生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完成的 。 1 9 4 9 年人民 民	的政治前提 , 指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 剥夺剥夺 


主专政的建立 ,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 ,
也标 者 。 列 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 , 认为

“

俄国可 能 


志着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开始 。 事实上
, 我们党在 表现出 而且势必表现出 某些特殊性”

, 可 以改变通常 


领导人民完成了
“

第一件大事
”
即完成了新民 主主义 的历史顺序 , 即 在 马克思所说的

"

第 一个条件
”

尚不 


革命 , 实现了 民族独立 、 人民政治解放之后
, 就立 即 具备的情况下

, 首先创造
“

另 一个条件
”

, 然后再去 


开始 了 社会主义改造 。

一方面 , 我们在农村实行土	发展
“

第一个条件
”

。 但是 ,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

,
列宁 


地改革 , 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 在此基础上
,
人 关于变更社会主义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的创造顺序 


民政府积极引 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 另一 的思想 , 丝毫不包含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前提的意思 。 


方面 , 我们在城市立 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 义企业 他始终认为 , 社会主义 真正的惟一的物质基础
, 就 


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 建立社会主 义的 国家银行 , 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
;
在小生产的基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 着手建立社会主义 的 国营商业和 础 上是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 。 


合作社商业 , 并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国 家	但是 ,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 , 我们对于社会 


资本主义的措施。 而上述一切措施
, 都意味着社会主 主义的经济前提没有予 以足够的重视 , 对于我 国 的 


义改造在新中 国 建立后 就已经开始 。 这里应该指出	国情也缺乏淸醒的认识。 我 国 的
“

过渡时期”

,
不像马 


的是 , 在我们所完成的 民主革命的遗留 任务中 ,
也包 克思所说的那样 , 是从资本主 义社会向社会主 义社 


含着一部分社会主义革命的 内 容 。 正如毛泽东所指 会的过渡 ,
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 社会主义 


出 的 :

“我们在土地改革 中实际上消 灭了 富农经济 , 社会的过渡 。 马 克思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欧美主 


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

”
[
7

】

1 Q 6 而 “反对 要资本主义国 家首先发生
;
这些国家有高度发展的 


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 , 包含着两重性 :

一方面 , 反官 社会生产力 , 有比较充分的 民主 。 即便如此 , 从资本 




林无風
,
李心竿 . 我? 社会主义改遭的历史? 驗畀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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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 说 : 由社会 占有全部生产资料 ,

“ 只有在实现它的物 


过程 ,
也要经过

“长 久阵痛
”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 , 才能成为可能 , 才能成为历 


时的中 国社会 , 是一个贫穷落后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 史 的必然性。 正如其他
一切社会进步一样 , 这种占 


社会
,
人均国 民收入只有 2 7 美元 , 不 足整个亚洲平 有之所 以能够实现 ,

并不是由 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 


均 4 4 美元的三分之二
, 不足印度 5 7 美元的

一半 。 现 存在同正义
、 平等等等相矛盾 , 也不是仅仅由 于人 


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 只占 1 7 % 。 即使到 了 毛泽 们希望废除这些阶级
, 而是由 于具备 了

一定的新的 


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 1 9 5 2 年 , 现代工业在工农 经济条件。

" “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 


业总产值 中 的 比重也只有 2 6 . 6 % , 重工业在工业总 阶段为前提的
”

【

9
1

。 列 宁则 说 : 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 


产值中 的比重只有 3 5 . 5 % 。 人均钢产量 2
.
3 7 公斤 , 人 织上加 以改造 , 从个体 的 、 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 


均发电量 2 . 7 6 度 , 这组数字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 到公共的大经济 , 必然是非常长久的 。

“采用急躁轻 


达国家 ,
而且落后于 1 9 5 0 年的印度 。 在这种情况下

, 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 , 只会延缓这种过渡 , 给 


我们 国家的主要任务只能是努力发展生产力 , 为社 这种过渡造成困难
”

t

1 Q
)

6 3 "

6 4
。

“

不能直接凭热情 ,
而 


会主义提供经济前提 , 而不是急 于完成向 社会主义 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 的热情……通过国家资本 


的过渡 。	主 义走向社会主义 "
I

1 D
】5 7 D

。 可见
, 我国在社会主义 


新中 国 经 过三 年的经济恢 复 时期 , 无 产阶级 改造的过程中 , 特别是 1 9 5 5 年夏季以后 , 凭领导意 


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得到 了 巩 固 。 在 经济上 , 国 民 志
, 凭革命热情 , 侧重采用行政手段和群众运动方 


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 初步发展 。 1 9 5 2 年 ,
工农业总 式 , 将个体农业 、 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一 


产值达到 8 1 0 亿元 , 比 1 9 4 9 年增长 7 7 . 5 % ,
比建国前 鞭子 "

赶进
“

社会主义 ”

, 偏离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最髙水平的 1 9 3 6 年增长 2 0 %
, 三年中 平均年递增率 理 , 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 


为 2 1 . 1 % 。 与此同时
,
国 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	其次 ,

我国是在缺乏社会主义政治前提的情况 


化 。 国营经济 、 合作经济 、 个体经济 、 私人资本主义 下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 。 


经济 、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得到了发展 , 而国 营经	社会主义 的政治前提 , 是高度发展的 民主。 之 


济的发展最为迅速。 1 9 5 2 年 , 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 所以 如此 , 是因为没有这个前提 , 就不能真正实现 


工业 ( 不包括手工业 ) 总产值 中 的 比重
, 从 1 9 4 9 年 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 。 列宁说 :

“不能用任何最
‘

理想 


的 3 4
. 7 % 上升为 5 6 %

, 拥有全国发电量的 5 8 % 、 原煤 的 ’ 民主改造 , 而只能用经济变革来推翻 资本主义和 


产量的 6 7 % 、 生铁产量 的 9 2 % 、 钢产量的 9 7 % , 还掌 帝国主义
, 但是无产阶级如果不在争取 民主的斗 争 


握 了全 国 的铁路 、 邮 电及大部分交通运输 、 银行和 中受到教育 , 就不能实现经济变革 。 不夺取银行 ,
不 


外贸 。 工业 ( 包括手工业 ) 总产值在全国 工农业总产 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 , 就不能战胜资本主义
, 但是 


值中的 比重
, 从 1 9 4 9 年的 3 0 % 上升为 4 1

. 5 % 。 在政治 如果不组织全体人民对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来的 生产 


上 , 镇压反革命运动 的结束和抗美援朝 战争的胜利 , 资料进行民主管理 ,
不吸收全体劳动群众 , 即无产 


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 一个相对稳定 者 、 半无产者和小农来 民主地组织 自 己 的队伍 、 自 


的和平环境 。 在这种形势下 , 即在人民 民主 政权得 己 的力量和参加 国家的管理
, 就不能实现这些革命 


到巩固 、 社会主义经济控制 国家经济命脉的情况下
, 措施 。 这就是说 ,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争得 


我们担心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急于完成社会主义改	了 民主
,
学会 了 民主管理 , 才能实现生产资料私有 


造 , 看来是有些过虑了 。 实际上
,
只要政权牢牢地掌 制 的社会主义改造 。 


握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手里 ,
我们完全可 以从容	如今 ,

人们经常忘记列宁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 


不迫地稳步实现向社会主义 的过渡 。	想 , 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 的主要 目 的之一

, 在于无产 


社会主义革命与 以往的
一切革命根本不同 。 它	阶级和 劳动人民学会管理 。 而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 


在开始发生时 , 旧社会的 内 部并不具备新的生产关 改造时 , 无产阶级和 劳动人民还没有做好对公有制 


系 。 因此
, 社会主义革命面临 两个方面 的变革任务 : 的生产资料进行民主管理的准备 。 半殖民地半封建 


—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 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
二是消 社会给我们留 下 的主要遗产 , 除了极端落后的经济 


灭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 但 文化之外 ,
就是与 民主对立的专制 主义 。 而没有民 


是 , 何时
“

消灭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这是执政的无产 主 , 就不可能有社会
.

主义 。 因此 , 新中 国建立后 , 我 


阶级政党需要准确 把握的大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解 们应该有一个发展‘产力 和发展民主的漫长的历史 


决 , 不能依靠主观意志 ,
而要遵循客观规律 。 恩格斯 过程

, 才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 , 我们没有弄清 




1 6 6
	

i fc 州大 )
ii M i

fe 报 ( 社会科学版 ) 2 0 1 4 年 第 1 期 


这一点 ,
既忽 视了发展生产力 , 又忽视 了 建设民 主 能证明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 工农业和整个 国 民经济 


政治 , 在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都相对缺乏的情况下
, 的发展呢? 怎能证明社会主义改造匆促完成的必要 


匆促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 因而留 下了
一些后遗 性呢 ? 即使社会主义 改造期 间 国 民经济有了

一定程 


症 。 1 9 8 0 年 8 月
, 邓小平指出 :

"

旧 中 国 留 给我们的 , 度的发展
, 并搞了 一批重大项 目 , 也不能以此来证 


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 , 民 主法治传统很少。 解放以 明社会主义 改造匆促完成的合理性 ,
正像不能用氢 


后 , 我们也没有 自 觉地 、 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 民 主 弹爆炸成功 、 人造卫星上天来证明
"

文化大革命
”

的 


权利的各项制度 。

"
I# 3 2 “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 合理性一样 。 


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 , 并在	有人认 为 , 完成个体农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是 


制度上做
一

系列 切实的改革 , 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 保证工业发展 、 实现国 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 以 此 


遭受损失 。

"
丨
3

】
3 3 5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 我们读了这些 来证 明急 速完 成农业集体化 的必要性 , 也是没有 


话仍然感到切中要害和意义重大 。	说服力 的 。 合作农业比较个体农业
, 的确可以为工 


再则 , 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紧密相连 ,
因 为

“

文 业的发展提供更多 的 资金和原料 , 但是 ,
这主要是 


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
”

【叫 5 9 0
。 列宁曾 明确指出 , 当俄 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执行的

; 而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力 


国还有文盲的 时候是不能实现电气化的 , 是不 能消 度 , 归根结底是 由 农业的 生产力水平决定 的
,
而不 


灭官僚主义 、 建立民 主政治的
;
在一个文盲的国 家 是由 生产关系决定的 。 实际上 ’ 农业合作化运动之 


里是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 。 而在我 国解放初期 , 后 , 我 国 的工业发展是 以损 害农业和农民利 益为代 


文盲在总人 口 中 占到 6 0 % 以上
, 在农 民中 的比例就 价的 。 下列数据可以 引 以 为证

:

1 9 5 3
—

1 9 7 8 年 ,
工业 


更大 。 有的合作社里甚至找 不出
一个能结算工分价 总产值年递增率为 1 1

.
4 % ,

而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 


值 的会计员来 。 在这种情况下 , 即使实现了 生产资 仅为 2
.
7 % 。 1 9 7 8 年与 1 9 5 7 年相 比

, 我 国主要工业产 


料公有制 , 也不会有 “够格
”的现代社会主义 。 因此

, 品产量居世界位次有 了 明显上升 ,
如原油由第 2 3 位 


为我 国 1 9 5 6 年匆 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辩护的行为 , 上升为第 8 位 , 发电量 由 第 1 3 位上升为 第 7 位 , 钢 


是不足取的 。	由 第 9 位上升为第 5 位 , 煤 由 第 5 位上升为 第 3 位 , 


m t 讨 昧 箝膝	但是农 产 品产量
: 的位次 I I 升不大甚 S 有所后退 , 


、

	谷物 由 第 3 位上升为 第 2 位 , 棉花则 由 第 2 位 降为 


根据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 国共产党及其 第 3 位 , 猪牛羊肉 也由 第 2 位降为第 3 位 。 这种政策 


领导人的评价 , 我们认为 ,
对于我 国 的社会主义改 实施的结果 , 必然是农业发展缓慢 , 农民生活 困苦 ; 


造 , 在肯定它取得伟大成就即确立了 社会主义基本 农民购买力 低下
, 农村不能成为工业品的广阔市场 , 


制 度的 同时 , 指 出 它 的缺点和偏差
, 尤其是它的匆 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工业的发展 。 看来 ,

生产关系的 


促完成及其后果 , 是有益的 。 全盘否定或一味护短 ,
变革确 是一篇大文章 , 而我国 的这篇文章开头很好 , 


都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	中 间毛糙 , 结尾匆促 。 


有入认为 , 衡量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正确 , 其标	我国匆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大遗患
, 就是 


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 生产力 的发展 , 这一

点并不 社会上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 马 克思恩格斯 


错。 但是说
“

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阻碍生产力的 指出 : 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力 的 巨 大增长和 髙度发 


发展
,
而且成了 生产力发展 的直接动力

”

却显得 展为前提 。

“
因 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

, 那就只会有贫 


证据不足 。 在国 民经济恢复时期 , 即 1 9 4 9
—

1 9 5 2 年 ,
穷 、 极端贫困的普遍化 ;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
必 


工 业总 产值年递增 率为 3 4
. 8 % , 农 业总产 值年递 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 的斗 争 ,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 


增率 为 1 5
. 3 % 。 而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时期 ,

西又要死灰复燃。

”

这正 是我国存在一些消极腐 


即 1 9 5 3
—

1 9 5 6 年 ,
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减为 1 9 . 6 % ,	败现象的根本原因 。 但是 , 笔者并不赞同将

“文化大 


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则 减为 4 .
8 % 。 社会主义改造基 革命

”

的发生与社会主义改造直接联系起来的观点 , 


本完成后的第一年即 1 9 5 7 年 ,
工业总产值比 1 9 5 6 年 更不认为社会主义改造遗留 的一些问题会成为我国 


只 增加 了  W .
4 %

,
而农业 总 产值 比 1 9 5 6 年 只 增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可 逾越的障碍 。 目 前我们 


了 3 . 6 % , 不仅远远低于国 民经济恢复时期 , 而且低 党领导人民正在推进的 “第三件大事
”

,
即改革开放 


于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 更不用说 1 9 5 8 年在 新的伟大革命 , 正是为 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

一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和人 方面
, 我们建立和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尽 


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经济大倒退 。 这些事实 , 怎 快发展生产力 , 消除贫困 , 以铲除滋生腐败的 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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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方面 , 我们抓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 建立和健 制度的基础 , 保证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 


全民 主政治制 度
,
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 只要我们矢 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 国梦 ”

。 


志不渝地坚持改革开放 , 就能充实和巩固社会主义 


参 考 文 献 


[

1
]

胡锦涛 . 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9 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丨

N
j

. 人民 日 报 , 2 0 1 1
- 0 7 - 0 2 	(  0 1 ) . 


[

2
]

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 员会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
丨
M

l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1 9 8 1 : 	 1 3 -

1 4 . 


[
3

]
邓小平文选 : 第 2 卷

[

M
】

. 北京 : 人民 出 版社 ,
1 9 9 4 . 


[

4
]

綦军 . 对
“

三大改造
”

历史必然性的思 考 p j

. 内蒙古 民族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 0 0 4 	(  3 ) :  2 9 - 3 4 . 


[

5
]
沙健孙 ?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 问题的再评价

[

J
丨

. 当代中 国史研究 , 2 0 0 5 ( 1 ) : 	 1 0 3
-

1 1 5 . 


[

6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4 卷
[

M
]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2 0 1 2 : 	3 7 5 . 


[

7
]
毛泽东文集 : 第 8 卷

丨

M
】

. 北京 : 人民 出 版社 , 1 9 9 9 . 


[

8
]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1 3 卷
[

M
]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1 9 9 8 : 	1 3 4 . 


[

9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3 卷
丨

M
j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2 0 1 2 : 	6 6 9 . 


[

1 0
]
列宁选集 : 第 4 卷

[

M
j

. 北京 :
人民 出 版社 ,

2 0 1 2 . 


[

1 1
]
列宁全集 : 第 2 8 卷

t

M
j

. 北京 : 人民出 版社 , 1 9 9 0 : 	 1 1 1 . 


[

1 2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1 卷

丨

M
]

. 北京 : 人民 出 版社 ,
2 0 1 2 : 	 1 6 6 . 


R e fl e c t i o n  o n  t h e  S o c i a l i s t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i n  C h i n a 


L I N  Y u a n - d a n  L I  X i n - h u a 


( S c h o o l  o f  
M a r x i s m  S t u d i e s

’  
L u d o n g  U n iv e r s i t y , 

Y a n t a i  2 6 4 0 2 5
’ S h a n d o n g , C h i n a

) 


A b s t r a c t :  P e o p l e d  R e p u b l i c  o f  C h i n a  w a s  e s t a b l i s h e d  im m e d i a t e l y  
a f t e r  t h e  d e p r i v a t

i o n  o f  b u r e a u c r a t
i c  c a p i

t a l . 


Q u i c k l

y  
s o c

i a l i s t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s  w e r e  c a r r i e d  o u t  i n  a g r i c u l t u r e

,
 h a n d

i
c r a f t s

,

a n d  c a p i t a l
i s t  c o m m e r c e  a n d  

i n d u s t r
y

. 


I n  1 9 6 5
’  

h o w e v e r
,  

t h e
 p r o d u c t i v i t y  

w a s  v e r y  

l o w  a n d  d e m o c r a c y  w a s  h a r d l y  
e s t a b l i s h e d

;  
t h e r e f o r e

,  
t o  c o m p l e t e  s o c i a l i s t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w a s  a lm o s t  i m p

o s s i b l e
.
 C u r r e n t l

y , 
t h e  e x

i
s t e n c e  o f  s o c

i
a l  c o r r u p t i

o n  i
s  c l o s e l

y  
r e l a t e d  t o  t h e  l a c k  o f 


e c o n o m i c  fo u n d a t i o n  a n d
 p o l i t i c a l

 p r e m i s e . 
t lT h e  T h i r d  B

i g  
E v e n t

"
 
一

 t h e
 p r o

j
e c t  o f  r e f o r m  a n d  o p e n i n g  

u p
—

l e d  b
y 


t h e  P a r t y  
l e a d e r s  i s  e x a c t l y  

t h e  a n s w e r  t o  t h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a n d  c o n s o l i d a t i o n  o f  s o c i a l i s t  s y s t e m
. 


K e y w o r d s :  s o c i a l i s t  t r a n s fo r m a t
i o n

;  
s o c i a l  c h a n g e

;  t i m e l i n e s s
;  r e c k l e s s n e s s

;  a s s e s s m e n t 


(
责任编辑 : 寇 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