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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以及当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自我革命，都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而不考虑这一‘共识’，

就无法理解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戈尔登指出，站在历史

场景下思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整个 20 世纪都对新独立

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充满吸引力，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的原理，而列宁则在苏联对此原理进行实践，发展了以工业化

为基础、由政府领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落后国家对马列主

义感兴趣的原因，因为它既有科学性，又有实践性。尤其在惨

遭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榨的贫穷农业经济国家，应该由

国家来筹集必要资本来推动工业化，造福人民而不是少数资本

家。“如果不是因为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原始积累’，也就没

有后几十年国家改革开放的‘二次积累’。”戈尔登如是说。

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完成新民

主主义革命，最高纲领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

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不可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这一过渡

性阶段，必须进一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从当时国内社会状

况看，推翻“三座大山”以及土地改革完成，数亿农民获得梦

寐以求的土地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工人阶级和资

产阶级的矛盾，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失时

机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

个主要矛盾，这又必然使中国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1954 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准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即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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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著名的“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社会

主义工业化之所以成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体，是因为社

会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看中国是否具备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否取

得重大进展，是否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说，这是

检验共产党执政有效性乃至能否给人民带来幸福感、获得感的

一大“试金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上交出第

一份重要答卷是 1953-1957 年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

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 156 个建设单位

为中心的、由 694 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到1957年完成时，全部指标都已完成，

而且绝大部分大幅超额完成。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为 588.47

亿元，超过计划38%；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25%，

与日本并列世界第一，也大大超过同一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

4.8% 的年均增速。“一五”计划的经济效益也相当好，大中型

项目建成投产率为年均 15.5%，平均每 3 至 4 天就有一个现代

化大型企业建成投产，3.5年就能收回投资，超过或相当于日本（3

年）、美国（4年）、苏联（5年）的水平。让人有“当惊世界殊”

之感的是，短短五年间，工业总产值在国家工农业总产值中的

比重由 43.1% 上升到 56.7%，改变中国几千年来总产值以农业

为主的状况，尤其诞生了旧中国所没有的工业制造部门（如飞机、

汽车、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等），而且继上海、天津、大连之后，

内地新兴工矿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扭转了旧中国工业严

重偏向沿海的畸形布局。

“让人振奋的是，这一奇迹又以最广大民众受益为目的。”

上海档案馆馆员、党史专家李红介绍，“一五”计划给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确立一个范本，那就是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国家

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国民收入积累率大多控制在年均

24.2% 左右的合理范围，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特别

是‘一五’期间，国家根据现实情况采取‘低工资、多就业’

政策，基本上解决城市劳动力失业问题，实现人人有饭吃。像

在上海，1957 年与 1952 年相比，市民人均消费水平指数增长

　　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
中的一个新的起点，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具有十
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