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兴-----中国梦



一、社会新生态：民族复兴的历史基础

1．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从此

结束

2．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

3．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匪患不断的历史从此结束

4．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5．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



二、道路与前途：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与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的确立：1949年10月1日--1956年底

1.新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
（1）中共久已有之的奋斗目标：中共二大制
定的最高革命纲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

（2）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解决贫穷落后的问题
----国际环境的制约作用



2.社会主义的建立

（1）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
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
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
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
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工业化与三大改造



• 毛泽东：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
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
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
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
民。——《论联合政府》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改造个体农业

改造个体手工业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2）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的社会主义
基本政治制度得到全面确立与进一步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
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
义社会的最主要标志。中国胜利完成了从新
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在中国得到了全面建立。



（二）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开始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从学习苏联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2.《论十大关系》发表：1956年形成
3.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1956	年 9	月
4.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1957年2月
5.整风运动：1957	年 4	月
6.挫折：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与大跃进



（三）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这十
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四）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以来至今，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