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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50年代中前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开展以“一化三改”为总路线和总任

务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完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党和人

民政府通过宣传教育、政策支持等方式，引导不同社会阶层的广大民众逐步认识到，确立社会主义

制度，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中国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和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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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一经成立，便正式进入社会主义性质的

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

顺应各族人民的意愿，在 1953-1956年间，领导以

“一化三改”为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社会主义改造，最

终完成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从此，我国真正建

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一

如何建设人民自己的国家，实现民富国强，是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华

民族的百年梦想和中国各族人民的迫切要求。根本

解决这个问题，尽快治好战争的创伤，最大程度地

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在新中国建立之

初，必须且只能向苏联学习，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走

社会主义道路。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苏联一度是

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社会主义苏联已经做出极具吸

引力的榜样，展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生命力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在我国，向往社会主义社会的群众基础主要包

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农民阶级是无产

阶级的同盟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过突

出贡献。作为革命胜利的受益者，他们获得梦寐以

求的土地。新中国的建立、《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

约》的签订，让他们能够更多地、更真实地了解社会

主义苏联。1952年，我国政府组织全国劳动模范到

苏联集体农庄参观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和集体农庄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令他们羡慕不已，给

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一系列见闻化解诸多思想困

惑，使他们看到自己的未来，看清中国农民应该走什

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期盼着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也能够取得苏联那样的成就。回国以后，他们宣传

苏联社会主义的美丽图景，进一步激发起人民建设

社会主义的热情。在我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成

为舆论的中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人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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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群众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政

策。工人阶级本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人

民政权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实行国有化，壮大

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工人队伍。国营企业清

除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头，提拔懂技术、有

威望的工人参与管理。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而私

人企业的工人希望按照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模式进

行改革，提高工资待遇和劳动保护水平，提升职业

工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群众看到实

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未来，认为自己有责任带头

走社会主义道路。

需要特别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关注走社会

主义发展道路。新中国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直接

给他们提供条件去亲身感受社会主义苏联。 一部

分民族资本家也羡慕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并

且成为他们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强大动力。

然而，资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并不

一致。在他们中间，既有踊跃支持的积极分子，也

有摇摆不定的中间分子，还有少量顽固分子。随着

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国内局势日益稳定，农业和手工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

大势所趋。面对巨大压力，走中间道路的私营工商

业者不能不考虑今后的地位和利益问题。为了避免

“被动改造”，小生产者出身的资本家要求摘帽子、

改成分，归队当劳动人民；资本家的代理人要求明

确阶级成分，当“公家人”；青年资本家“主动争取

早日改造成劳动者”[1]。

二

为了推动我国社会尽快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

主义的转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开始大规模

经济建设的同时，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的和平方式，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并行推

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由此改变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为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奠定了制度基础。而不同程度地满足不

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切实地增强全社会的社

会主义认同。

（一）在农村，急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从经济

上消灭地主阶级和削弱富农，从政治上打倒地主阶

级和孤立富农。经过土改，贫农和下中农确立了自

己的政治优势。他们相信，共产党指引的社会主义

道路是民众摆脱贫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经过土

改，富裕中农（上中农）仍然占有较好的生产资料。

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还心存疑虑。根据农村

社会不同群体的政治意愿和实际情况，我们党采取

不同的政策区别对待，既保证农民的长远利益，又

照顾农民的眼前需求，引导他们逐渐习惯集体生产

方式，为顺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自觉接受社会主

义制度准备条件。第一，有序推进“农业生产互助

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第二，根据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这三部

分人的觉悟程度，分批次逐步吸收他们加入合作

社。第三，通过贷款优惠鼓励入社的农民，特别是

贫农[2]。他们称这些贷款“给贫农撑腰”，是“贫中农

团结的贷款”和“巩固合作社的贷款”[3]。政策利好，

影响了那些不愿意入社的富裕中农。他们也纷纷要

求入社，表示不希望矮人一等[4]。

到 1956年底，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因

此有了深厚的民众基础。第一，通过社会主义改

造，保证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 5.36亿人口

的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实质

是确立土地公有制，铲除农村剥削制度的经济基

础，避免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

为农村生产力冲破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开辟了发展

道路。第二，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农村防水旱

灾害的基本设施建设，提高科学规划与合理利用土

地的水平 。全国新建和整修渠塘 1 400多万处，增

加水井 500多万眼，扩大 2亿亩灌溉面积 [5-1]。同一

时期，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得到广泛使用。1952—
1956年，全国共推广使用化肥 400多万吨、双轮双

桦犁 150多万件、农药 28.5万吨。仅在 1956年，全

国建成拖拉机站 326 个，农业技术推广站 14 230
个，畜牧兽医站 2 257个等 [5-2]。在集体经济的条件

下，从前依靠个体力量无法实现的大规模农田基本

建设、田间林网建设和水利灌溉建设等都变成现

实。第三，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调动广大农民的劳

动积极性，实现农业的增产增收，有力支援国家的

工业化建设。据统计，12个稻谷主产省份，每亩稻

谷多产 10%；9 个小麦主产省份，每亩小麦多产

7%；9个棉花主产省份，每亩棉花多产 19%[6]。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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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农村社会生活的和谐

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解决小农经济条件下少

数农民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的问题。《一九五六年到

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进一步规

定，对缺少劳动力、生活无依靠的鳏寡孤独和残废

军人实行“五保”（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的

政策。

（二）在城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割断国

内民族资本与国外垄断资本的联系。通过没收国内

官僚资本，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和社

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最初，私营工商业者忧虑自己

的未来，对社会主义改造持观望的态度。随着国内

局势走向稳定和民族资本家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

私人工商业政策，他们逐渐消除顾虑，认识到接受

社会主义改造不仅能够得到利润，而且获得多方面

照顾。有“火柴大王”“煤炭大王”“企业大王”之称、

一度跑到香港躲避的上海资本家刘鸿生，表达了民

族资本家的爱国情结：“共产党能够推动企业发展，

能够使中国变成工业化国家，这是我过去五十年的

梦想。我为什么不拥护呢？”[7]

面对社会主义改造，大多数民族资本家的心态

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疑惧，到了解党的政策

后兴奋；从‘五反’开始后恐慌，到‘五反’结束后对

共产党服从；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犹豫仿

徨，到最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8]的反复过程。对

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合作

经济的一系列举措，使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转变为受

国家管理的、受国营经济领导的、受工人阶级监督

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营工商业不依赖国营经济

也难以为继。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潮中，民族工商

业者通过和平转变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成为自

身避免损失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三

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和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

中国共产党广泛而深入地发动城乡居民学习过渡时

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光明前途，党员干部和社会活

动积极分子的带动，使越来越多的人坚定了走社会

主义道路的信心。

（一）开展宣传和学习活动之前，广大农民、尤

其是新解放区的农民并不完全了解党的过渡时期总

路线。对于互助组、合作化，部分农民不积极、不

热心。针对这些情况，党和人民政府决定在农村大

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向背着

旧制度包袱的广大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

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9-1]。宣传新制度的优

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我国 5亿多农民经受

住社会主义改造的考验。

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

宣传教育活动分步展开：第一步，通过听报告、小

组讨论、算细账等方式，引导农民认清社会主义方

向，知道现在已经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二步，通过回

忆，引导农民明白小农经济的落后和不稳定，认识农

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和必要；第三，通过对

比，引导农民认同国营公司、供销合作社，分清社会

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第四，用具体事实说明工

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的关系，引导农民结合实际

生活经验认识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农业的重要意义，

认识走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受到美好前途鼓舞的

广大农民纷纷表示，要努力生产，积极交公粮卖余

粮，为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文化扫盲是当时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崭新形式。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盲人口占全国总人

口的 80%以上。庞大的文盲数量与艰巨迫切的建设

任务形成尖锐矛盾，促使党和政府下决心普遍“扫

盲”。首先使广大农民尽快识文断字，摆脱文盲之

苦。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进行的这一

文化教育活动，担负着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用党的

理论和政策武装农民的政治任务。针对合作化过程

中农民普遍存在的“怕吃亏”、“不明确”等问题，结

合实际、学以致用的方法起到了积极作用。扫盲识

字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为

顺利推进农业合作化建立了良好的民众基础。

（二）配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中国共产党

制定有关私营工商业者的专门政策。毛泽东指出：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需要有计划地培养

一部分眼光远大，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

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9-2]。

周恩来强调：“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

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方法，而不是

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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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10]。经过多

次宣传教育，私营工商业者认清形势、减少疑虑：

“总路线公布时宣传了行动纲领，走社会主义道路

已成为时势之必然。”[11]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民族资本

家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为其他中小资本家接受社会

主义起到了示范作用。“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潮

流”，“谁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谁就玩不转。”“今天

有贡献，将来不会亏待”[12]。那些曾经犹豫不决的私

人工商业者只能争取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综上所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的政治基础

之上，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党的过渡时期总

路线的激励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选

择社会主义，在几亿人口的大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

制，进行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第一是在国民经济

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第二是在人民群众普遍

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 [13]。从这个意义上讲，在 1950
年代，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民众的利益和

愿望，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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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ss Basis of the CPC for Choos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Based on a Study of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 early and mid- 1950s

WANG Feng

Abstract：：In early and mid- 1950s, the ruling Party CPC led Chinese people of various ethnicities carried out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with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handcraft

industry and capitalist commerce as the main objectives, and successfully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from New

Democratism to socialism. During these profound social changes, the CPC and the People's Government guided

people through education, publicity,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made them gradually realize that socialism is an

inevitable trend and the best cho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refore, this awareness that

originally belongs to the communists was gradually accepted by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people, and became their

common wishes.

Key Words：：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Socialist System, the Mass,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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