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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导读 

 

原著内容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55 年 10 月 29 日) 

刚才陈云副总理说了许多，我来补充讲几点意见。这些意见，早两天跟有些

朋友说过的。  

  总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人们问: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途如何?或者说

趋势如何?我们早几个星期开了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也有

许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前途如何?趋势如何?这个问题，在全国广大的人群中都

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现在我国存在两种私有制:一种是

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改变这两种私有制的过程

中，凡是处在这两种私有制地位的人，都发生前途如何或叫趋势如何的问题，都

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中，不晓得将来会如何。本来，对前途问题，我们的

宪法已经规定得很清楚，在去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关于宪

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过，关于五年计划等各种文件也

都讲过。 

为什么还是经常发生这个问题呢?原因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地位的人，对改变

这样一种制度，自然地会发生不晓得明天怎么样的问题。说完全不晓得?也不是。

晓得一点，但是问题还是发生，还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

贡献一点意见，就是说，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

是不好的，每天难过日子。旧社会就是那样子，无论哪个阶级，自己都不能掌握

自己的命运。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是在被统治之下的，他们得不到什么权利，

命运操纵在人家手里。统治阶级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比如国民党政府，它也

是不安的。我们有一个一定的发展方向，有一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可以把握，应该

是心安的。但是对这一点要讲清楚，并且要经常讲。如果不经常讲，今天安了，

明天又可能不安。比如讲统一战线到底还要不要?现在经常发生这个问题。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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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或者它的中央委员会)，一个集团，少数人或者个别的人，说

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这么一个问题。这是要看统一战线存在下去有好处还是没

有好处，对劳动人民事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益还是没有利益来决定的。

刚才陈云副总理说，我们的道路很宽广，将来不怕没有事情做。我们跟国民党那

个时候完全不同，我们的事业很宽广，每年都发展，我们不怕人多。我们已经在

长期革命中证明，有统一战线比没有要好。革命战争时候，就是找不到许多人，

哪能有今天这样的机会，找了许多人坐到这里来开会。那时候，国民党不许可嘛，

他们不赞成我们，讲共产党许多坏话，说什么共产党不像样子，头，就不只一个，

有三个头，样子也很难看，一句话，是坏透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国

民党拿这种话到处讲，讲得许多人也似乎相信了。那个时候，要找人谈，要建立

广泛的统一战线，有困难。现在证明，建立了统一战线对我们有帮助，不但对过

去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对现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是有

好处的。因此，统一战线要坚持下去，宪法上已经作了规定。  

  总之，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地发展，与国民党的事业一天天地缩小相反。现在

我们的事业，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欺负，包括国内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

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建设工作还刚刚开始，所以大家应该安下心来。我总劝朋

友们，经过你们再劝更多的人，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最好全部用抽水机，因为抽水机它不是七上八下。

这样，睡觉就比较好些。刚才陈云副总理讲的话，也是抽水机性质。不要发愁，

开始会有困难的。比如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是否妥当等等，会有些问题发生。但

是经过商量，经过考虑，经过调查研究，总可以实事求是地求得解决的。这样，

大家就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

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

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

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

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

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

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

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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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

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

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是

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

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那时，全国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

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  

  刚才陈云副总理说，工商业改造的全面规划里面有宣传这一项，要加强宣传

教育工作。现在，听到各大城市工商界都有学习的组织，我们很高兴。参加学习

的人应该逐步地扩大，每个城市要有几千人，要逐步地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应该学

习的东西。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要有比较少数的核心人物。这次召集会议，我们

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在工商

界里面，这些人比其他的人要觉悟一些，要进步一些，经过他们来教育其他的人。

这一点是不是可能呢?应该是可能的。我们看，过去这几年，工商界已经有一些

人觉悟程度是比较高的，他们懂得国家的方针、政策，因此我们觉得完全可以设

想:经过工商联、民建会、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壮大这么一个队伍，达到全国有

几千人。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有几年的准备工作。我曾经同一些朋友说过，

并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要共产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准备共产。对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要广泛宣传。这个东西是历来被人家说成不好的，曾被蒋介石说得

很不好。最近几年情况虽然变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对实行社会主义动荡不安。由

一种制度变为另一种制度，他们势必不安，因为还在变嘛；变了以后，在一个时

期他们还会感到不舒服，因为旧制度的残余还在脑筋里面存在着。新制度的宣传，

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要逐步宣传，使新制度的思想逐步增强，使旧制度的残余

逐步减少。工商界的人中间也会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更觉悟些，有些人不觉悟

些，甚至最后还有一些顽固分子。资产阶级连他们的家属，大概有 700 万人左右。

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小商小贩、独立手工业者(不包括店员、手工工厂的工人)，

有两千几百万人。两者合计有 3000 万人左右。面对这么大一个队伍，应该有一

个整个的宣传教育计划。有许多工商界的朋友提意见说，五年计划报告中间关于

宣传教育方面提得不够。我说这个意见提得好，过去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全面

规划。今天到会的有政府许多部门的同志，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你们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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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管这个事嘛。而且，宣传的时候要作得恰当，要实事求是，对情况的估计、分

析，应该是好的就说好的，坏的就说坏的，有多大程度的缺点就说多大程度的缺

点，不要夸大。据我们看，经过这几年，整个工商界是有进步的，各民主党派的

工作是有进步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向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

作这样一个总的估计，我看是合乎事实的，是需要的。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基本

的估计，我们就不能建立信心，工商界本身会没有信心，向他们进行工作的人也

会没有信心，感到横直是不能改造嘛，横直是没有希望嘛，那个私有制无论如何

拔不掉嘛，根挖不掉嘛!那有什么办法呢?白费力气，搞了五六年了，成绩没有，

或者有也很少，总而言之，搞社会主义改造，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路线错了。

是不是能这么说呢?我看，不能这么说。能不能说工商界在抗美援朝、经济建设、

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买公债等方面一点好事没有做，一点成绩都没有呢?我看，

不能这么说，也没有听到有人这么说过。对整个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应该肯定

他们的成绩，不然就没有信心，下文就不好办，而且那种说法根本不合事实，因

为这几年确实是有成绩的。当然肯定成绩并不是抹煞缺点，是会有缺点的。是缺

点就说是缺点，缺点有多少就说多少。这就叫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我们不要

那个不实事求是的方法，不要片面的分析方法。不实事求是就是主观主义，片面

分析就站不住脚。  

  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

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

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

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

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

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到那个时候我们

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

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地实现的。现在来说，还

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

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

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如果新制度不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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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旧制度大为有利，那新制度就不可取了。新制度所以应该采取，就是因为比旧

制度有利得多，不是只对少数人有益处，而是对全国人民都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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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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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

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 25 亿元，商业方面有 8 亿元，合计是 33 亿元。我想，

如果 15 年再加恢复时期 3 年共 18 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

这个数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

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 15 年、18 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

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

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

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

好。政治地位方面，给选举权的问题，无所谓安排了，因为我们早已宣布，对民

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

政策。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剥夺一个时期，比如地主一般

是要五年，有些还要延长，看他表现好，才能改变成分，才给他选票。对民族资

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分变了，不是

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过去有钱的

人很吃香，现在似乎是要当一当工人阶级才舒服的样子。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

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

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

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

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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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 50 年吧，也许

75 年，75 年就是 15 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

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

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

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

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

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

定要争这一口气。  

  再谈谈领导方法问题。领导的方法可以好一些，也可以差一些。领导要能够

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

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

一些。所以，我们要注意领导方法，各个党派、工商联，中央同地方，都要注意

用什么方法使大家更觉悟一些。为什么企业偷税、漏税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

们领导者对他们宣传教育得不够。学习多一些，偷税、漏税就少一些，没有学习

的就偷税、漏税。所以，偷税、漏税也有我们领导者的问题，不能只怪人家。当

然，领导者不止我们这几个人了，在座的都是领导者，许多人都是人民代表、副

市长、工商联委员、政协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你们都有责任。你看，归根到

底又把问题搞到你们身上来了。当然，我也是要担负一点责任，不担负也不行啰!

我们大家都要担负责任，共同负责，这是整个民族的问题嘛。  

  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

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

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

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

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

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

越好。所以，核心分子非常重要，有核心才能有领导，才能达到有秩序有步骤地

进行。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

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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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

很羡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

还有国际的意义。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我这个支

票也是可以开的。中国人是要走在前面的。(周恩来:是对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

当然，我不是讲一切国家都会走我们的方向，而是讲比较落后的国家会跟我们学

的。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

诸位注意这一点。要做好事，这是一个原则。我跟许多朋友谈过，做好事越多越

好。做好事越多，前途就越好，得到的好处就会多一点，在社会上就更有名誉。

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间，在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间，替人民做好事越

多，工作成绩越好，得到人民的嘉奖就应该越多，不会成反比例的。总不能说，

立了功了，还得倒霉。不是那么一个趋势，那是不合道理的，是说不通的，人家

是不服的。定下这么一个标准，就可以鼓励人们上进，鼓励做更多的好事，做得

更好一些。当然会有参差不齐。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

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

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农民也是这样，他加入合作

社也要经过多少次考虑，经过家庭商量，想加入又不想加入，搞过几次以后，才

下决心。你说，工商界就没有三番五次的考虑，不开家庭会议、同业会议商量?

我们最后要引导他们走到社会主义这条路上，不再动摇。要逐步引到那一步，首

先就要先有先进分子不动摇，然后逐渐使更多的人把怀疑、犹豫、动摇减少。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

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

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一定会有困难的，也一定会有破坏的。有的地方搞合作化，曾死了一些牛，

猪也减少了，出现了“三叫”:人叫、猪叫、牛叫。合作化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才能够做到“三不叫”。要“三不叫”，就要人有饭吃，猪和牛也要有东西吃。对你

们工商界就不好提这个“三不叫”了，人不叫是要的，但机器不好不叫。总而言之，

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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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见《毛泽东文集》第 6卷 第 493-50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导     读 

一、《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的历史背景 

1950 年 6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

的中心任务是要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会议

决定在 1949—1952 年这 3 年期间，主要是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

济。与此同时，也在一些方面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包括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

济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他们在恢复和发展

国民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当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国共产党

实行了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并鼓励其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政策。但是，资

本主义工商业也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落后和破坏性的一面，工人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1953 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实施，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公私合

营企业，到 1955 年 6 月底，全国公私合营企

业达 2000 多家。但是这种单个企业公私合营，

不但进行速度慢，而且出现了合营企业和私营

企业的矛盾，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

农村合作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国家从 1955 年

下半年开始试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955 年，

毛泽东邀请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执行会执行

委员会的委员举行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就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途和趋

势作了分析，并提出了若干政策。 

 

二、《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构、内容和意

义 

1956 年 1 月，全国出现了全行业公私

合营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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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构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共有 11 段，

大致可以分为 4个部分，即：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途；怎样对工商业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要妥善安排好资本家的工作岗位和政治地位；在对工商业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要加强党的领导。 

  2．《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 

第一，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资本家必须

掌握自己的命运，积极投入到这个改造过程中。 

第二，对积极投入到这个改造过程中的资本家，必须妥善安排好他们的工作

岗位和政治地位。其目的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早日成为劳动人民中

的一员。 

    第三，目前所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运用从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 

第四，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同时党还必须注意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3．《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意义 

在《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指导下，

全国掀起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它极大地有利于完成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成为胜利完成三大改造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4．学习《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必须掌握

下列主要知识点 

1）中国的资产阶级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其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两个部分。大资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同时具有革命

性和妥协性、软弱性的阶级。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

上长期合作共事，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必

须采取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2）保护民族工商业，容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发展，

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之一。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没收官僚资本义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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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没收一切资本主义财产。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人不仅不怕资本主义，反

而在一定条件下还要提倡和保护它的

发展。这不仅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

会主义社会过渡所必需，而且也是建国

之初国民经济能够顺利恢复的重要因

素之一。 

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平赎买的

有关设想、列宁关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的有关设想及初步实践，为中国共产党

通过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资本家私有制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

有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成功改造，极大地丰富和

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宝库。 

 

三、拓展阅读 

1、曾丽雅：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有益探索，《江西社会科学》1999 年第 4 期 

2、李新昌：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及其存在问题，《唯实》2000 年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