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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及其意义①

沧　南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积累

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在总结和概括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的这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

述，阐述其内容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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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的回顾
邓小平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

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１］３０２为了从理论上说明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这个“重大贡献”，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试图通过赎买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的生

产资料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构想作一个简略的回顾。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如果具备相应的条件，工人阶级可以拿出一笔“贡款”，赎买资产阶级

“这整个匪帮”的生产资料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对于工人阶级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２］５０３。马克思

赎买资本家的构想，是基于对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英国国情的认识而提出来的。根据列宁的分析，当时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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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在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是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并且具备了一些条件：（１）没有个体

农民，工人在全国人口中完全占优势；（２）工人阶级在工会里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３）工人阶级具有比

较高的文化程度；（４）资本家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性的，惯于用妥协的办法去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因

此，马克思才产生有可能采取赎买的办法使英国资本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想法［３］５１１－５１２。但是马克

思的这一构想未能在英国变成现实。

１９１８年，列宁也曾设想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或者说一定的“贡款”），赎买他们的生产资

料，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俄国资本家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他们怠工、破坏

生产、反抗，甚至拿起枪杆子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工人阶级只好对他们采取强力剥夺的政策。１９２１年，

苏维埃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即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这时，列宁又一次提出并论证了国家资本主

义的进步性。他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写道：“国家资本主义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付给国家资本主

义较多的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３］５０７同时，列宁

根据当时俄罗斯的实际情况，还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４种形式：租让制；合作制；推销国家货物和收购

小生产者的产品；把国有的企业或产区、森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列宁说：“对于国家资本主义

这后两种形式，人们根本不去谈论，根本不去关心，根本不去注意。这种情况的产生，倒不是由于我们强

大和聪明，而是由于软弱和愚蠢。”［３］５２３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

以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得到什么发展，成果甚微。

在农业方面，列宁认为，对于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只能采取谨慎的逐步进行的办法，引导农民参

加劳动组合和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要想用某种快速的办法，下个命令从外面、从旁边去强

迫改造，是完全荒谬的。”［３］１０６但是列宁逝世过早，没有看到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过程。根据《联共（布）党

史简明教程》记载，苏联农业集体化是在消灭富农过程中完成的，似乎是一步到位，没有采取“谨慎的逐

步的办法”，所以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了。

总之，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强力过渡，一种是和平过程。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史上，只有强力过渡的经验，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设想过拿出一笔“贡款”，赎买资本

家的生产资料，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但都没有成为现实。可是中国却成功地采取赎

买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使资产阶级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构想变成了现

实。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改造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它填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空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二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过渡时期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

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这一理论的形成、充实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党面临着新情

况、新问题和新矛盾。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开辟了符合我国实际情

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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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

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４］８９这条总路线就是要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

主义公有制，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预计要完成这项改造任务，大约

需要１５年时间（即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７年）。在他看来，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大步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根据我们的认识，将它概括为５个方面。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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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改造必须“大喊大叫”

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新制度的诞生，也是一场革命斗争，甚至比武装斗争还

要深刻，必须“大喊大叫”。首先要造成改造私有制的社会舆论，只有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宣传教育，才能使

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认识到个体经济的落后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性。毛

泽东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４］２４５

２．改造是必要的，又是必然的

拿个体农业经济来说，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占有了生产资料，但农具还是非常落后的，使

用的尽是锄头、铁锹、犁和耙，既难以增产，提高生活水平，又无力抵御自然灾害，而且会出现分化。分散

的个体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

义公有制。毛泽东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

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４］１７９对个体手工业者也要教育引导，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我们国家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仅可以把个体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

制，而且可以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两面

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两面性：一面是进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一面

是落后，要求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唯利是图。正因为这样，对它不能采取剥夺的政策，只

能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对其进步的一面，要予以鼓励，引导；对其落后的一面，要给以批评，加以改造，

不限制，不改造，任其自由泛滥，人民就要遭殃，社会主义就搞不成。

在我们国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道

理很简单，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立足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和现代化大工业两个不同的基础上，更不可

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基础上，这就决定了对生产资料私有

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必然性。

３．改造是有步骤的、分阶段逐步进行的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突变，而是渐变。这个过程是新质因素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渐

积累和旧质因素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断消亡的过程。

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逐步进行的。“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

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

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

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

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

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４］１８４－１８５“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

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象是突然地

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

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４］１８５比如，１９５６年的自然灾害比１９５５年大，但粮食比１９５５年增产

了２３０亿斤，其他一些经济作物也是增产的。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采取自愿和互利的原

则、逐步进行的办法。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

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提

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４］２６５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是采取逐步进行的办法。第一步，将私营工商业逐步改造

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说：“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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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的必经之路。”［４］９８国家资本主义，是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

义。私营工商业者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对民族资产阶级也只能实行国家资本主

义，舍此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过去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又拥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国家和人民需要他们提供工业品。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采取没收

的政策，只能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只能教育引导他们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赎买政策。列宁指出：“马克思曾极其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

是为了便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极大的生产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环境会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并在

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

是完全可以容许的。”［３］５１３

这笔“较高的价钱”从哪里来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从中国的

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

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

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

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

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

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５］４９９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毛泽东是这样构

想的：所得税３４．５％，福利费１５％，公积金３０％，资方红利２０．５％。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家资本主义企

业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而生产，不是为资本家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而允许他们有利可图。

企业只是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了。

毛泽东指出，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进行，不能太急。他说：对于民族资本，

“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

来讲，如加工订货，也是逐步进行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

过程。……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

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６］１１５“总之是要逐

步地做，不使人们感到突然。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都要逐步改变，不要突然改变，最后是要改变的，但是

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都要安排好。”［５］４９０

第二步，是将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有一座

由此达彼的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它是民族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过渡

就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内部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只有当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和资本

主义因素的消亡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这里讲的过渡只是一种可能

性，要使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毛泽东说：“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

什么条件？第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

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

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５］２８７当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转变的

条件是不一样的。

根据以上的简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关系到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不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艰险，都不能动摇，一定要坚持。但是

实现这个改造大约需要１５年，时间相当长，而且是逐步进行的，这就很灵活了。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

之所以搞得很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把原则性和

４



第１７卷 沧　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及其意义

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既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又反对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４．改造不是风平浪静的

我国对私营企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但这决不是说，整个过渡都

是风平浪静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独立的、受限制的经济，这就不能

不遭受到一些目光短浅、不顾大局、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反限制。同时，他们为同工人阶级斗争，还会使

用各种伎俩来腐蚀党和国家干部。一方要限制，一方反限制；一方搞腐蚀，一方反腐蚀，这种限制和反限

制、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就是过渡时期中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这种斗争有时还

是激烈的。比如，１９５１年的三反运动，１９５２年的五反运动，斗争都相当激烈。但是，“对他们的斗争要

适可而止，要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斗争要有道理，要有胜利的把握，取得适当胜利的时候要有节

制。”［４］３０９我们不是为斗争而斗争，斗争不是目的，只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我们同民族

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和经济上的斗争是为了团结、改造他们，达到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所以毛泽东

才说：“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

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５］４９

５．改造人

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要对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人民民主专政“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

们，使他们成为新人。”［６］２９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民族资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就是农民、工人阶级也要改造。毛泽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

过程中，人人都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拿我们这些人来

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

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

了。”［４］３８２－３８３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需要改造，不论是革命者和劳动者也好，剥削阶级、反革命

分子也好，都需要不断学习，需要不断改造。当然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

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体，丢掉其中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问题，也就是生产资料的改造和人的改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１９５６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虽然“这项工作中

也有缺点和偏差”［７］１４，但是，总体说来，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是我国革命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的胜

利，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三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它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切些说，它填补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一个空白。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构想拿出一笔“贡款”，或者说“给资本家付出较高

的价钱”，购买他们的机器、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

构想始终未能实现，许多关键问题都不能做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比如，“贡款”从哪里来，国家资本

主义怎样从低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怎样对待私营工商业者；在农业和个体手

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怎样引导分散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

义，又怎样对待地主、富农，是逮捕、驱逐，还是分给土地，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等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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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都做出了明确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毛泽东

将这些回答综合化、系统化、条理化、理论化，创立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科学地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如何

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发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贡献。

在实践方面，我们认为，不能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看成是个别的、特殊的经验总结，特别是

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述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我们坚信，只要中国社会主义站稳脚

跟，不动摇，不倒塌，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就能够站得住脚。我们还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就意味着世界各国迟早都要走社会主义道

路，都要搞社会主义改造，都要学习、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我们是这样想的，既然中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么，同

中国类似的国家将来革命成功了，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呢？不仅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将来

搞社会主义改造可资借鉴，就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将来搞社会主义改造也可资借鉴。毛泽东说：“西欧

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统治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

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

没收吗？垄断资本家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

形式来改造他们呢？”［８］８９４－８９５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否认它的普

遍意义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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