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实践 

 

陈  同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革命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渡阶

段。尽管在历史上，这一阶段仅持续了数年时间，但它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一

个不可或缺的历史发展环节。对于这一阶段的理论及其实践作一回顾，会使我们

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并有助于们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所面临的现实条件。 
 

（一） 
 

在本世纪 20 年代初，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关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
革命转变的思想。1925 年，中共“四大。决议曾指出：“民族革命胜利后，能
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

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客观条件定之。“问题是提出

了，但还无法回答。1926 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的演讲中对这一
问题略有论述，他认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

的政权”，“这将是中国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向社会主义发

展的过渡政权，这就是中国革命所应走的方向。”在这里，斯大林明确地提出了，

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需要有一个过渡的政权来进行。但是这个过

渡政权究竟如何来实现这一转变，斯大林则没说。后两年，蔡和森也撰文强调“工

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权”是将来革命转变的重要因素，他把工农政权称之为“转

变的起重机。”他说，民主革命胜利后，工农苏维埃政府要“由没收外国一切大

企业进而没收本国资本家一切大企业，去组织指挥全国的经济生活”，要“赶快

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即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而代之以有组织的

国有城市大工业统率之下的农村集体经济。”当历史发展到这一时刻，就是“社

会主义初步了。”从蔡的论述看，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既是消灭资

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同时也是国有工业统率下的农村集体经济形成的过程。在这

一论述中，蔡和森把转变过程中的主要任务表述得很明确。但他更多的是在阐发

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而对中国革命将来发生转变的实际过程的认识还是不够清楚

的。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幼年，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来自于共产国际的指

导；再则，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起步，中国共产党人还缺乏革命的实践和经验，

因此，对如何转变的认识是不可能很充分的。 
然而，如何实现转变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

只从学理上去阐述这一问题，而不在实践中了解本国实情，去寻找一条确实可行

的转变途径，那么，这一问题是终究无法解决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

人开始把重心转向农村，使中国的革命与中国的国情进一步结合起来，从而使转

变的构想在这一过程中日渐清晰。30 年代，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工农苏维
埃政权。在各根据地建立起来，其经济主要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

业三方面组成。”当时的经济政策原则是，“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



改良民众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

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随之，中日

民族矛盾的加剧，中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935年 12月，毛泽东
在瓦窑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以团结起

更大多数的人们。他指出：“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

帝国王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并特别提出要保护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展。这些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成了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重要依据。1939
年 5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又论述到：“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
个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

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
会。”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

中有一个过渡社会的存在，尽管文中没有直接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词来，但

其含义是清楚的。经过进一步理论探索，毛泽东在 1940年 1月写的《新民主主
义论》一文，对这一过渡社会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在这一阶段上所要

采取的政策是：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切反帝

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一国家的政权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

制，实行民主集中制；经济上，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家所有，允许

中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在，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实行“耕者有其田”；

文化方面，提倡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大众文化。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概括，这

就是，“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

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存在和发展，正显现了过渡阶段的基

本特点。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临近，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以技《论

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献在理论上对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及其特征做了进一步的确

定，从而使这一理论构想更趋完整。 
如果以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概念为整个构想的起点的话，那么，至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其理论的形成过程经历了十年；要是上推至 20年代。转变”
思想的提出，其形成的历程就更长。但是，无论其时间长短，这一构想之所以能

最终成熟起来，关键是深入分析了中国国情的结果。“走历史的必由之路。”毛

泽东坚定地认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牲刊后的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用

的国家形式，不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不可移易

的必要形式。’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定的上层建筑是受一定的经济基础制约

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所以要

采取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这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一特殊

的社会历史条件，除了政治等其他因素之外，关键的一点就是当时中国的经济现

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

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

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

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毛泽东、刘少奇把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想

为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

这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综合体。在这种条件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将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鼓励其他各种经济成份的发

展。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



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不难看出，这个过

渡阶段要完成的基本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民主革命尽管取得了胜利，但是，

赋于这场革命的全部历史使命并未完成，需要人们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去完成民主

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务(如：一些地区的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另一方面，在完成上
述任务之后，“在可能的条件下”，适时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可能的条

件”，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改变生产力的状况，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

后，提高生产力水平与社会主义改造就构成了过渡时期的一个综合性的根本任

务。  
 

（二） 
 

很明显，这一理论构想的基本点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要通过一个过渡阶段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革命政权来改

变落后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确立创造坚实的物质前提。这与马克思当初设想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虽有所不同，但它是发展和充实了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所涉及的问题是一切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

中都将会碰到的问题。即使象苏联这个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具体筹划建设的过程中，也看到了俄国所面临的

问题，并设想以间接的方式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在苏俄共

产党内，认为应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却是极为普遍的。1918 年内战爆
发，苏俄建设的进程被打断了。在新的形势下，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

的政策。这一政策主要实行工业、商业、运输业普遍国化；实行余粮征集制；取

消自由市场；实行义务劳动制等。它一方面表现为战时所采取的应急办法，通过

强制的手段确保物资供应；另一方面，也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当时苏

俄共产党人“认为可以不经过使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准备时期而直接过渡

到社会主义。”并认定，农民按照余粮征集制会交出国家所需的粮食，而国家把

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事实并没有如

此简单。由于俄国存在着多种经济并存的局面，且以小生产经济成份为主，缺乏

社会大生产的条件，因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尽管作为一项战时紧急措施来说是

必要的，但它并没有达到人们所预想的平稳过其是与农民的矛盾异常尖锐。正是

在直接过渡无法实行的条件下，才有 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指出：“如
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

生产也很发达，那末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可能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末过渡到

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俄国当时的落后生产状况表明，它是属于“不

可能”之列。列宁认为：虽然新的政权已建立起来，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的名称只是表明这一政权有决心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不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

是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需要寻找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途径。这条新途径就

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当时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允许出租

土地和雇佣劳动力，对部分工业实行租赁制、租让制、实行自由贸易等政策。其

作用在于利用市场与商品关系，利用现在的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以提高生

产力，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基础。在阐述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列宁把利用资本

主义经济作为重要方面来加以阐明。他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比较是一种祸

害，但与小生产比较则是一种幸福。他说：“他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
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



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布哈林把这种利用称之为“使他们

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和整个经济服务。”，这充分反映了新经济政策向社

会主义间接过渡的内含。尽管 1929 年以后斯大林在一些方面中止了这一政策的
实行，但它仍然是整个过渡时期(1921—1936)的重要政策。显然新经济政策要解
决的问题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要通过新民主主义国家来解决的问题。尽管两者向

社会主义转变的基点不同，国情不同，一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个是封建

色彩浓厚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也不同，但是其转变的实质是

相同的。历史发展的同一性与多样性在这里被充分地表现出来。 
就理论本身而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新经济政策学说都是马克思主义

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都有重要的创

新。而且，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中得到了启迪。刘少奇

曾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是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这就

是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毛泽东也说过；。

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晶来换得农产品。十
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

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

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我们现在搞一

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

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

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说明，新经济政策学说曾对新民主主义

社会理论的形成发生过启迪作用。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更显现了中国革

命自身的特色。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被提出来，使民主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衔接，体现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其次，在

转变过程中，通过一个过渡性的国家形式一新民主主义国家，平稳地实现过渡性

的任务，从而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在采取各自的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中国共产

党内部的分歧要远远少于苏联共产党(这并不是说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就没
有争论)。究其原因，除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人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并为之扫除了许多困惑外，还应归结于在夺取政权之前，

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苏联共产党有着更长的时间在理论上，实践上探索转变的问

题，并对本国的落后状况有着较清醒的认识。新经济政策的学说并不是事先提出

的理沦构想，而是在直接过渡碰到问题后才提出的。因此，在苏共党内直接过渡

的思想还有相当市场的条件下，争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甚至在几十年之后，赫

鲁晓火回忆这段历史，在充分肯定这一政策的同时，仍然认为它在思想意识战线

上是某种程度的退却，具有危险性。实际上，说有危险性也应是相对的，如果当

时不采取新经济政策，而是继续按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直接过渡，那么在思

想意识战线上看来是向前推进了，但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困难将会更大，甚至有

被颠覆的危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是毛泽东在 1940 年初较为完整
地提出来的，这时距离中华人民共国成立还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

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不断完善，它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因此，

到了民主革命胜利的时候，釆用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阶段的方式实现转变，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此外，正如前述所说，中国共产党人自 30 年代始，就已
在若干农村建立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局部政权，它随着革命的深入和不断的扩

大，也为过渡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三） 
 

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是通过长期革命实践所得出的科学构想，因此，

用它来指导实践，本来是可以取得预期的结果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

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充分发挥其历史作用就嘎然而止了。 
建国之初，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并将新民主主义

的经济政策付诸实行。1949年，国家没收大资本的工业企业 2858个，拥有产业
工人 75万多人。年底，在大型工业总产值中，国营经济占 41％，国营企业拥有
全国电力产量的 58％，原煤产量的 68％，生铁产量的 92％，并控制了铁路，交
通运输事业，大部分的银行业和国内外贸易，从而使国营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在

农村，主要开展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至 1952年底，使 3亿无地少
地的农民获得了 7亿亩土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私营工商业，政
府主要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国家资本

主义的形式，保证其在一定条件下发展。至 1952 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达到或
超过解放前的最好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 1949年增长 77％，其中工业总产值增
长 115％，农业总产值增长 48％，整个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健康的。 

在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初见成效的情况下，毛泽东于

1952 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逐步实现国家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随之，开始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 1956
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农业、手工业通过办合作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

路，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自此，中国开

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发展前途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

会，社会主义改造是这种过渡的中间环节。因此，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

的。但是，从发展进程说，就有问题值得讨论。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过渡阶

段被提出来，其关键是要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单一的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相适

应，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在取得政权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

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这一阶段上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必然要以提高生产力为

前提，或者说需要相应的生产力水平与之相匹配。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度里

要使生产力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使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决不可能是一件容易的

事，需要做大量的基础工作，尤其是要改变广大农村那种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

式。因此，社会主义改造的正常开展，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造的程度应该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在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促动下，个体手工业，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加快步伐中完成。 
这种急速发展的结果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但却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直至

1955 年，刘少奇在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还说：“使资产
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情，是要准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来最后

完成的。”即使是号召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毛泽东，在同年 10月也还是说：“现
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

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

的时间。十五年过去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可是一年后，整个三大改造

就奇迹般地结束了。在这一过程里，主观意愿在大规模的运动里层层放大，社会

主义改造的过程也就被人为地缩短了许多年。 
农业集体化的加速完成，在苏联历史上也曾发生过，联共布党史对此有所述



及。50 年代，针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类似倾向，党内有人提出应
吸取苏联的教训，但这被看作是为爬行思想作掩护。毛泽东认为，苏联即使在集

体化过程中一度犯有错误，但很快就被解决了，整个实践是成功的。他特别提到

了苏联集体化过程化了 17 年时间(1921，，1937 年)，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
用了 6年时期(1929一 1934年)就完成了。因此，我们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去
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也是可能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斯大林模式对我们；

的影响是明显的。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总结说：“在

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
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下了一些闷题。”

以后的大搞人民公社仍然是这种倾向的表现。更有甚者的是十年“动乱”的破坏，

以致在进行了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后，我们又回到了多种经济并存的老问题上

来。当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到原来的位置上，随着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了独

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营企业在整个建设事业中有着绝对的优势。今天所说的多

种经济并存已不是新民宅主义的性质所能涵盖得了的，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

的综合经济。但是，旧话重提所反映的经验教训是值得在今后的建设中记取的。 
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早结束，给继之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遗留下了不少

末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因此，我们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必要的探

讨，无疑会促使我们更自觉的执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更加自觉的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努力发展我们的社会生产力，使我们

的社会主义具有巩固而坚实的基础。使社会主义在东方大地上永放其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