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
探索的理论成果

主讲：李嘉琛



东来顺涮羊肉变得不好吃 ,为何惊动了
中南海？导入：



教学内容
：

问题一、为什么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问题二、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问题一、为什么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一、为什么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

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
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
大国建设和巩固社会主
义，是党面临的一项崭
新的课题。



01
面临着帝国主义打压和

封锁，为了生存和安全

不得不与苏联结盟

1.1 起初照搬苏联模式是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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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到访西柏坡

 1949 年春苏联特使米高扬奉斯大林派之

命到访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长达

8 天共 12 次的会谈。双方就即将成立的中共

新政权的政体、经济等众多问题进行了商谈，

基本奠定了新中国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



毛泽东出访苏联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并于次年签订

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了双方在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

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该条约的缔结标志着社会主

义阵营的形成，促进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



01
面临着帝国主义打压和

封锁，为了生存和安全

不得不与苏联结盟

02
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农

业大国，需要一种高

积累、高效发展重工

业的体制。

03
 缺乏建设经验，只能

根据经典作家对社会主

义的设想和苏联经验建

设社会主义。

1.1 起初照搬苏联模式是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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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向新中国提供了 20 亿美元资

金、 3000 多名技术人员，援助了

我国 156 个重点项目的建设，主要

集中于重工业领域。适应了新中国

在工业化初期着重发展重工业的需

要。

苏联援华专家

学苏联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 苏联共产党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

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要恭恭敬敬地学，

老老实实地学。”

“ 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

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 毛泽东



1.2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变

1956 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

主义制度基本建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是继续照抄苏联的模

式还是根据中国实际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

国情的道路？



1.2.1 苏联模式存在着固有弊端

苏联社会主义
模式的弊端

经济上：各种比例
关系失调，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缓慢

政治上：缺乏民主
破坏法制

党内：民主集中
制原则被破坏，
形成个人专断。



1956 年，苏共二十大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全盘否定斯大林

1.2.2 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1953 年斯大林逝世。 1956 年赫

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

，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

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

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东欧一些社会

主义国家随即发生动荡。如何对待斯

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尖锐

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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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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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事件后被遗弃在布达佩斯街头的斯大林头像



秘密报告引发的思索

 毛泽东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

，我们自己要从中得到教训。他认为最重要的

教训就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

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

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

策。 

  毛泽东评论苏共二十

大时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

、捅了娄子”，开始反思苏

联模式。



1.3国内建设出现一些问题

重工业投
资过多

职工过多 信贷增长
过快

       人民生活苦，领导官僚化，

      脱离群众，引起人民不满···



1956 年 4 月和 5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

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提出要

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

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标志着党探索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论十大关系》：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论十大关系》是“以苏联为鉴戒”的成果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

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

缺点和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 ,你还

想走？”



就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

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

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

• 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尽可能地克服消极因素，
• 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论十大关系》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



《论十大关系》

(1)农轻重的比例关系

(2) 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

系

(3)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

系

(4)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

(5)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6)党与非党的关系

(7)民族关系

(8) 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

(9)是非关系

(10)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如何开辟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

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调动各种积极因素

调
动
经
济
领
域

积
极
因
素



问题二、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2.1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62 年 1 月 30 日 ,毛泽东在扩

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工、农、商、学、兵、政、党

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

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2.2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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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

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

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

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

‘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

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黄炎培

“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

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

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

“ 窑洞对”



2.3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有一个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

社会主义又可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

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

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

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

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

长的时间。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



小 结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是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极为重
要的方针，对于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各
族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具有长远地指导意义。

：



恳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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