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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背景

苏联模式：斯大林时代形成了在公有制基

础上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又称“斯大

林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

会主义国家仿效的样板。

建国初期为什么要
照搬苏联模式？



建国初期为什么要照搬苏联模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
国主义阵营长期敌视中国，而苏联给了
我们很多帮助和支持。

中国缺少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
验，需要学习，而苏联在工业化中的成
就和二战中反法西斯的实力显示了苏联
模式的优越性。



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
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
础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建

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
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近现代化
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这些项目为核心，以
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
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工业体
系的雏形。



苏联对中国的“无私援助”，使中国突破

了封锁，获得了当时即使在苏联国内也是相当
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不过，这种援助并非单向的，也不是无偿

的，而是通过贸易方式在平等互利、等价交换
的原则下实现的。

中国也为苏联提供了其稀缺的廉价的农产

品、稀有矿产资源等等。特别是新中国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政权的巩固，有力地改变
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壮大了以苏联为首
的社会主义阵营。









为什么要探索自己的道路？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模式的缺点和存

在的问题，打破了对苏联的迷信。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
林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掀起轩然大波.



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共运冲击有多大?



� 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
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
告”，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肃
反扩大化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
强烈的震动。

�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了西方的反苏反共
的浪潮和波匈事件。



1956年，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

标语：我们要面包

1956年6月28日，波兹
南策盖尔斯基机车车
辆厂的约16000名工人
聚集起来，进行示威
游行，向政府要求更
好的待遇和较低的税
赋，并派了一位代表
去华沙向政府陈情，
然而因为传言代表遭
到当局的逮捕，示威
演变成了暴动，政府
为了阻止暴动，出动
了400辆坦克和10000
名士兵，当天晚上，
暴动方告平息。



1956年，匈牙利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事件中布达佩斯市中心的斯大林像被推倒

匈牙利人民政权建立后，
照搬苏联模式，经济上
片面发展重工业，政治
上制造个人崇拜，破坏
法制，引起人民强烈不
满。
1956年10月23日，布达
佩斯近20万名大学生和
群众举行示威游行，要
求第一书记格罗辞职 ，
游行者推倒了市内的斯
大林铸像，同保安部队
发生武装冲突。



1956年，匈牙利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向布达佩斯行进的苏联坦克

反革命分子则乘机挑拨，国外
帝国主义势力也大肆鼓噪，情
况越来越复杂而紧张。这时，
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一步策动
匈牙利军队叛乱，到处发生反
革命复辟。匈牙利政府出于无
奈，邀请驻匈境内的苏军帮助
恢复秩序。在震惊世界的13天
中，900多万人的小国，就有
上万人伤亡，经济损失达数百
亿福林（匈牙科货币），给匈
牙利人民造成了一场历史性悲
剧。



�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的作用有两点：

� 一是他揭了盖子

� 一是他捅了漏子。



苏东社会主义的结局

� 1991年11月25日晚9时，飘扬了70余
年的苏联国旗黯然降下，三色沙皇国

旗代之缓缓升起。

� 社会主义国家由：15－5个；
� 占陆地面积由：24％－7.5％；
� 人口由：16亿－12.7亿；
� 共产党党员由：9100万－6400万。



7块黑白大理石相向衔接堆砌而成的墓
碑，代表了赫鲁晓夫毁誉参半的一生



学习苏联不能代替对本国的建设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也
逐步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陆
续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
国的国情。开始产生了探寻中国自己道
路的思想。



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

围绕把国内外一起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

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



经济问题（1—5条）

u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u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u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u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u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开辟一条与苏联不同

的工业化道路

经济体制改革



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

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
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
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
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
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
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论十大关系》



政治、思想问题（6—10条）

u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u党与非党的关系

u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

u是非关系

u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 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
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
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
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
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
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
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
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
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
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
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
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又是什么性质

的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矛盾？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
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
工、请愿事件。一些党员干部认
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
“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
盾”。他们对群众的闹事，一是
“怕”，二是“简单处理”，即
采取压制和压服的办法，动辄批
判斗争、开除，甚至动用武力。
例如，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
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路费，学校
不同意，300多名学生闹了起来，
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
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



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



1、矛盾普遍存在
2、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矛盾
“又相适应，又矛盾”

3、主要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
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
间的矛盾。（八大）
主要任务：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

非对抗性矛盾

分清是非

民主

敌我矛盾

对抗性矛盾

分清敌我

专政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政治思想领域：实行团结——批评——团结

物质利益、分配方面：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人民群众和政府机关的矛盾：民主集中制原则

科学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民族之间：民族平等，团结互助



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1956年

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强调要集中力量

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三、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国民经济总方针

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

以农轻重为序

工业化发展思路

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

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
举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并
举

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
并举

两条腿走路



1、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四、初步探索的其他理论成果



2、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战略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

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
术现代化，使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战略：“两步走”



3、关于经济建设方针

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
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党的八大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

稳步前进的方针。

毛泽东多次阐述了统筹兼顾的方针。



4、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提出了
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
济的补充的思想

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
多种经营的思想

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自由市场国家市场流通领域

自由生产计划生产生产计划

个体经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工商业经营

补充主体地位领域



5、关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

毛泽东：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

陈云：建立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
的市场。

邓小平：提出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

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

毛泽东：主张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责任制。

“两参一改三结合”



6、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
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7、关于科学和教育

“德智体全面发展”

8、关于知识分子工作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

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

1、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内——改善人民生活，争取人民对社会主义制
度的拥护

对外——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威慑，增强民族
自立自强意识





1956年9月8日中国试制成功
了第一批新型喷气式飞机



胜利
油田
的钻
井

大港油田

大庆油田



洛阳拖拉机厂生产出第一批拖拉机（1958） 1959年试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大型
快速通用数字计算机



1966年，从贵阳至昆明的贵昆铁路建成通车。这
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条重要通道。

1970年4月24日，我国
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
颗氢弹爆炸成功。





2、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

备、物质基础

3、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党在社会主义探索中的挫折与失误：

1957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复杂情
况，加上认识上的偏差，引发了反右斗争的扩大
化。

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1、1957年下半年的左倾错误：



反右派斗争：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
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
计，把本属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
化。

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





党在社会主义探索中的挫折与失误：

2、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5月，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
“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
产的高指标。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
民公社。会后，全国开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
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交通、教育、文化、
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
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这就使经济建设中
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开来。直到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
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
止。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炼钢铁



人民公社





1958年，全国刮起了共产风，产生了“共产主义在我国
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和“跑步进入
共产主义”盲目乐观情绪。



�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发生的原因：

� 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足，对
建设社会主义缺少经验，又急于求成。

� 大跃进的表现：

�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 大跃进的危害：

�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破坏了自然环境，
给国家带来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党在社会主义探索中的挫折与失误：

3、“文革”的错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通知，和8月通过的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文化
大革命”错误发动的重要文件。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
卫兵召开批斗王光美大会

王光美在迎接刘少奇骨灰的专
机上



骨灰撒入大海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误发动，被反革
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
严重灾难的内乱。



党没有停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虽然道路并不平坦，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
直坚持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些成果
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毛泽东仍然提出
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思想
观点。他提出了党际关
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
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
和“三个世界划分”的
战略构想；提出了我国
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
等等。



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

三个世界和两个中间地带

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洲
（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发展
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
第二世界。

两个中间地带,一指亚非拉各国；二指除了美国
之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永远不称霸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个世界大国，应当对人类
作出贡献。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是为了增加世界和
平的分量，中国绝不能对外扩张，不能走过去帝
国主义走过的道路，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毛泽东说，我们自己曾是被人欺侮的，知道受
欺侮的滋味不好受。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
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上有
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



1、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符

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根本上说，造成失误的原因：一是对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理解有偏差；二是对中国的基本国情认识不深刻。

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2、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

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要同落

后生产这间矛盾

主要任务：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中共八大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

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矛盾

主要任务：阶级斗争



3、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规模和速

度要和国力相适应，不能急于求成

“大跃进”发生的原因：

一是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太急了。

1954年毛泽东：我们的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

程度呢？飞机、汽车、拖拉机、坦克这些东西造

不了，我们只能造桌椅板凳、能造茶碗茶壶，还

能够把麦子磨成面，就这个水平。毛泽东后来更

加尖锐的提出，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落后面貌，

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地球的球籍。

三面红旗



二是缺乏经验。

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搞政治斗争，经验也丰富；发展农

业生产，也可以说有一定的经验。但就是搞现代化工业没经验，

过去基本上没有搞过。以为靠打仗冲锋的办法，就能把工业搞

好，现在看来显然没那么简单。

公社化运动原因：

一是适应所谓“大跃进”的需要

二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4、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5、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

加强执政党建设

6、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

要借鉴和吸收认了文明的共同成果建设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