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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资本家的心态转变 看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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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京市为考察中心 

  一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带着渡江胜利的战火硝烟，接管旧政权、改造旧社会。对

者对解放军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留下了好印象，但对于新社会究竟将如何对待自己，心中还是没底的。

头目在解放军渡江时，以商会理事身份参加了南京市临时治安维持会，多数对共产党抱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如

期，我看到渡江的解放军，手拿坏枪，身穿破衣，我怀疑他们是怎么能把国民党军队打败的。”（1）更多的

的说：“解放后，报上经常登载党是领导全国人民打倒三大敌人，感到格外可怕，因为我在解放前后仍做帝

阶级，我不但是资产阶级，而且和帝国主义经济机构有联系，内心恐慌不安，认为共产党一来，我的生命

初期，我对共产党感到害怕，以为共产党来了，工商业者的财运，将要被共产掉的，以致恐惧不安，所以

产资料作为账外资金，如果企业没有了，自己还有办法。”（2） 

  针对当时资本家的不安，中共南京市委和新成立的南京市政府实行了《共同纲领》规定的“公私兼顾

者交代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认真贯彻中央规定，合理调整工商业。1949年5月，南京市市长刘伯承邀

向他们阐明了扶植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资本家感到既高兴又惊奇。南京市军管会相应地要求在军管期间，

得无故借口自行停止工作或自行解雇工人。（3）随后，军管会负责同志也召集有代表性的工商业者举行了座

工商联筹委会的工作，通过这些人的影响，在广大工商业者中初步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看法。（4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党细致而有效的工作下，南京的资本家们和广大群众一起受到系统的思想政治

有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两者交互作用，使他们深刻地体会到群众力量的伟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南京市工商界也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5） 

  二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

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6）1953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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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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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

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7）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以后，中共南京市委通过南京市民主建

层分子及各主要行业有代表性的人士进行学习。为时约一个半月的学习过程，使市委初步掌握了南京的资

想反映，并初步澄清了一些混乱思想，制止了一些较突出的破坏行为，在工商界的上层分子中逐步造成较热

学习打下了基础。部分上层工商界人士通过上一阶段的学习已了解总路线的若干内容，少数的并已有较好的表

个时期对工商界的各项具体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结合起来（8），与反对工商界的违法行为的斗争结合起



资本主义经营作风，进行爱国守法的教育。南京的资本家们逐渐认识到，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资本主义

人都不能不顾国家，只顾自己。积极经营，爱国守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国

建设；对人民来讲，可以供应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对企业来讲，可以改进经营管理，改善劳资关系，提高生

对个人来讲，思想认识可以逐步提高，最后达到“阶级消灭，个人存在”。时任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

代表大会上指出：“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我们全体人民前进的道路，也为我们私营工商

路上，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只要我们忠诚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做到爱国守法，积极

工作可做，这是我们的现实和前途。南京市工商业者和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济，供应人民需要，培养技术人才，缴纳国家税收等各方面，都曾经有过一定的贡献，今后只要我们努力

行动上都能符合总路线的要求，就一定能够继续前进。”（9） 

  此后，南京的资本家们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并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他们带头

党的方针政策，成为协助政府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力量。南京市党政部门也认为，资本家中的骨干分子是群

用是很重要的，把提高资本家中骨干分子的质量作为对资本家工作的重要方面，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能够带动对

工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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