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一  开国之初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反腐斗争 

案例文本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一年，局势基本稳定，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发展。但是，

在一些干部中间，也产生了一种骄奢淫逸的风气。1950年 2月 27日，毛泽东访

问苏联回国，第一站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

有熊掌、飞龙等。毛泽东见了，内心极不高兴。第一顿饭，因有胡志明在座，毛

泽东碍于外交礼仪，不好当面批评，只好硬着头皮吃了这顿饭。回到住地，毛泽

东就发了火。他当着身边工作人员和当地干部的面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哈尔滨市负责

接待的同志把伙食改过来了，毛泽东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

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

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我劝你们也不要

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

这样做。 

党内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引起毛泽东重视，是由一份报告引起的。1951年秋，

东北局书记高岗送来一份报告。报告谈的是增产节约运动，但侧重点却在于反映

一种情况，即党内产生的贪污腐化问题。高岗在报告中谈道：东北局在开展增产

节约的运动中，发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有许多干部贪污受贿。报告还列举了许多

事实：沈阳市的部分单位揭发出有 3600多人存在贪污问题。东北贸易部经过检

举和坦白，存在赃款达 5亿元人民币（指旧币，与 1955年发行的新币比，新币

1元等于旧币 1万元）。同时，浪费现象也很严重。有许多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

作风。他们担任领导职务后，却不了解，也不愿意去抓工作，而是愿意摆官架子，

愿意过舒适的生活。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他们也不去理会。东北铁路系统积压

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高岗的这份文件，引起了毛泽东的思索。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国

家各项事业都很吃紧。为了统一全国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毛泽东在 1951

年 10月 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条要求：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

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在这次会议上，中央还确定了从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

的方针。其中，节约是核心内容。如节约兵力，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提倡节约，

反对浪费等。 



尽管中央一再强调精简和节约，在党内干部中却仍然存在着高岗所反映的现

象。在朝鲜前线，志愿军战士在流血；而在后方，许多干部却这样骄奢淫逸。这

不能不使毛泽东震怒。东北地区在全国来说，是开展各项工作都比较好的，可是，

在这个地区竟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这也使毛泽东感到吃惊。他觉得，这类事

情不仅是严重的，也是全国性的，如果不立即解决，将影响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

信，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政权就不会稳固。他决定，在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同

时，要在全国展开一场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运动。 

11月 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东北局的报告转发全国并附上了

批语。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

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还要求，各地、各部门领导干部，要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

告。 

发起“三反”斗争 

中央转发东北局文件不久，陆续收到了反映一些干部存在贪污、浪费、官僚

主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要求，这方面的材料一到中央，立即全部送到他那里，

并且要求中央办公厅不断地催促各地，尽快报送这方面的材料。很快，各地、各

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一些干部中存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的材料就送到毛

泽东手上。每一份材料，毛泽东都要阅读，大量材料上留下了他的批示。 

在阅读和处理这类文件中，毛泽东觉得，现在这样以各地党委一事一议的办

法来处理，远远不能遏止已经发展起来的腐败现象，必须在全党开展一场大的运

动。 

毛泽东在全党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一致赞

成。11 月底，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贪污、浪费、官僚

主义的文件。文件起草完后，交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并征求意见。这份文件最

后由中央政治局通过，于 12月 1日下发，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

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的下发，标

志着全党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雷厉风行抓反腐 

“三反”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就一直亲自抓，并且抓得非常紧。他要求，凡

是这方面的材料，不要压，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送到他手上。 

从 1951年 12月 4日到 7日，毛泽东集中看了北京市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



报告。他感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不光地方存在，中央也存在，军

队中也存在。这使毛泽东特别关注。从这些材料中，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认识：

“三反”斗争，只在党内进行，远远不够，必须动员全体人民参加，并且要大张

旗鼓地进行。12 月 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

鼓进行的指示》。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指出：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

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

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

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

解决问题。 

集中力量“打老虎” 

随着“三反”运动的展开，毛泽东发现，在不少地方，有不少干部存在贪污

腐化问题，有些问题还特别严重。这样的干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犯罪分子，成

了人民的敌人。对这些干部，必须予以严厉处置。因此，毛泽东在“三反”运动

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打击那些贪污数额大的腐败干部上，

使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 

“老虎”这个名词，是中直干部发明的，最早是在 1952年 1月 19日中直总

党委召开的有 1000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出现的。当时，中直干部把贪污分

子统称为“老虎”，意指他们害人。他们把贪污旧币 1亿元以上的叫“大老虎”，

把贪污旧币 1亿元以下 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毛泽东觉得，“老虎”

这个词很形象，就把它借用过来，把集中力量打击大贪污犯，形象地比喻为“打

老虎”。 

毛泽东亲自指挥“打老虎”。他像战争年代指挥大的战役一样，通宵达旦不

睡觉，夜以继日地看材料、写批语，每天连续工作近 20个小时。仅仅举一个例

子：3月 4日，毛泽东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 6时 10分才休息，大约

20 个小时。晚上 11 时 50 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秘书担心毛泽东把身体累坏

了，就背着他让值班人员减少送审批阅的文件数量，不料，马上就被毛泽东发现

了。毛泽东发了火，严厉批评了秘书。他要求，还要把各地文件全部送来，不能

减少。没有办法，秘书们只好按毛泽东的意见，仍然把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

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送给毛泽东看。 

在毛泽东的严厉督促下，各地揪出了不少大贪污犯，并且用最快的速度，按



照党纪国法进行了严肃处理。 

进入“五反”斗争 

在“三反”运动中，各地均发现许多贪污受贿者和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拉

拢、腐蚀有直接关系。毛泽东遂下决心，在党内开展“三反”斗争的同时，在大

中城市针对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

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2 年 1 月 5 日，中共北京市委送来的“三反”斗争报告中反映了一些资

本家贿买和勾结干部，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对公家的财产高价卖低价买，而最

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诱使工作人员贪污。毛泽东当天就在这份报告上

写下了这样的批语：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

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

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

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

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

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

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

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份报告。批语的下发，标志着毛泽东

已经考虑发起一场与“三反”斗争相互配合的“五反”斗争。 

1月 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

的指示》。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已经向全党发出了“进入‘五反’战斗”的号

令。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 

“五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收到了良好效果，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清除和

防止党内的腐败现象，也净化了经济环境，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在成绩面前，毛

泽东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要求党内要正确掌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说，“五

反”运动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

直打下去，都打垮。 

（资料源自：霞飞.［Ｎ］党史博览.2013（12）.有删减.） 

案例点评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不仅是指在全新的任务面前



要排除万难去学会全新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指在进入繁华城市、执掌全国政权、

从事和平建设的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能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

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

捧场所腐蚀。 

学习建议 

    1.学习本案例的目的和用途 

    本案例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一场反腐斗争，为新中国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健康发展的环境奠定了基础。本案例在于帮助学生理解建

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本案例可用于第三章第一节“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部分内容的

辅助教学。 

    2.学习本案例应注意的问题 

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亲自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反

对党内外腐败现象的斗争。斗争的胜利，不仅端正了党内的风气，使此后共产党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能够保持一种清廉、朴素的风气，也稳固了新中国的政治、

经济基础，为此后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案例二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案例文本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

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 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

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

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

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1948年底，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通过地下党转告荣德生，“搞好生产，

不要外迁”。而荣德生对于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

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曾经反复研究。 

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

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

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

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高达 1000

多万美金。 

1949年 6月 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 4层举行座谈

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 

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

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

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

次感人动作”。 

“团结”很快就真的有了动作。 

1950年 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

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

资。 

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大有“不拿到工

资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

工作。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 

1950年，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思考出关于“加工订货”的想法。

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

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得更快。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对商人们来说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商

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

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

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 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 

陈毅对此大怒不已，1951年底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

揭发“资本家”。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 8楼会场外眉头紧

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思想斗争激烈。 

1952年底，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去世，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

工人主政”等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

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

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

荣毅仁成为总经理。 

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

率先接受改造，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

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资料源自：李赫然、孙冉．荣毅仁接受改造：陈毅称其为“红色资本家”

［Ｊ］．中国新闻周刊. 2009-08-05.有删改)   

案例点评 

党和政府在推进农业手工业改造的同时，也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使被资本

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变成人民的财产。变革必然会带来“阵痛”，将具有剥削性质

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必然会遇到一些阻力，

根据我们国家的特殊情况——首先，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取

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其次，中国共产

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长期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再次，我国已经有了以工人阶级

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

营经济并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私人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上都对社会主义有

着依赖性——采用和平赎买的方式，避免了激烈的阶级对抗、减少了改造的阻力，

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学习建议 

    1.学习本案例的目的和用途 

本案例描述了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经过国家采用“利用、限制、改

造”的和平赎买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为国家所有的过程。分析了民族资产

阶级在完成这一脱胎换骨改造的同时,其内心世界经历的痛苦、无奈、挣扎与新

生的复杂过程。 

本案例可用于第三章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部分内容的辅

助学习。 

    2.学习本案例应注意的问题 



关于如何“剥夺”被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过暴

力没收与和平赎买这两种方式。本案例的学习过程中，要让学生明确，我国在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之所以没有采用暴力没收的方式，一者是

因为从共性上来看，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是对无产阶级最

有利的事情、“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二是从特性上来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能够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案例三  黑龙江希勤村:入选毛泽东选集的农业合作化样本 

案例文本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双城市希勤乡爱业村(原希勤

村)许多村民，都可以脱口说出这句“毛主席记录”，他们甚至清楚地记得“毛选五

卷 190页”上关于希勤村的内容。 

1955年 7月 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肯定了黑龙

江省双城县希勤村组建农业合作社的做法。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记者专程走进希勤村，在筹建的全省首座“农业合作化”

纪念馆里，面对保存完整的合作化时期档案史料，再次触动村民心中关于“合作

化”的珍贵记忆。 

村委会大门上悬挂着毛主席像 

希勤村村委会办公室大门显得与众不同。 

大门上方悬挂着毛主席像。外侧两个立柱上书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和“中

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 

村党支部书记朱万龙说，因为希勤上过“红宝书”，村民对毛主席特别有感情，

村委会和不少村民家都一直悬挂毛主席像，这成了希勤的传统。两侧标语，是村

委会办公室建成后书写上去的，算来已有 30多年了。 

村委会办公室部分房间将成为“农业合作化”纪念馆。朱万龙说，1983年实

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县、乡、村都觉得这些资料有特殊价值，就由县档案馆进

行了整理，据说是全省独一无二的合作化史料，我们将以这些史料为主体，建立

全省首座“农业合作化”纪念馆。 

三幅老照片和两个名人 

在几十本档案史料中，有三幅照片特别引人注意。 



一张照片是一个老人捡粪的场面，照片后面的说明是“合作化后王世安老大

爷已经六十五岁，心情特别舒畅，打定计划报喜 100车农家肥”。 

说起希勤村的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提到一个名人于文化。 

村民汪善清老人说，1947年“土改”后，政府将地主的土地和牲畜、农具都

分了，但农户有犁杖没马、有马没车，还有的什么家什都没有，种地时几家“查

具搭伙”，就成了“互助组”。“互助组”只解决少数人种地问题，还有不少人生产

能力太弱种不上地，仍然吃不上穿不上。到了 1951年的时候，村党支部书记于

文化和村长乔士红，带头成立大型互助组，将王世安等一些生产能力弱的农户吸

收入组。第二年，由两个大型互助组合并成立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胜丰社。 

由于带头建立合作社，于文化成为当时的典型人物，1956年他光荣地当选

党的“八大”代表，他和毛主席等党的领导人的合影照，就保存在档案里。 

还有一张合影照，是全国首届妇代会代表的合影，希勤村第一任妇女主任刘

孝贞被选为代表。汪善清说，成立合作社后，刘孝贞带领妇女走进田间参加生产

劳动，那里家家孩子多，为不耽搁妇女劳动，刘孝贞张罗办起简易幼儿园。如今，

希勤村两个名人中，于文化已去世多年，刘孝贞仍然健在。 

一个汇报引来毛主席高度评价 

1955年，7月 31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了《关

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报告大篇幅引用了黑龙江

省委的工作汇报，高度评价了双城县希勤村农业合作社做法。毛泽东在报告结束

时说道：“我看就照这样办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村民乔士臣，曾长期担任希勤生产大队队长职务。他回忆说，1954年 8月，

黑龙江省委农工部长骆子成来到希勤村，总结了希勤村农业合作化经验，成为省

委向党中央汇报的重点内容。 

乔士臣说，1955年秋天，希勤村成立了高级社，下设 6个生产队，社员实

现劳动评工记分制度。比全国建立人民公社制度提前了两年多。 

记者在当年一份会议记录上看到，农业合作社成立当年，希勤村取得大丰收，

亩产达到 86斤，总产实现 160万斤，交售公粮 45万斤。希勤村全体农民头一年

吃上饱饭。 

毛主席批示让希勤村沾了光儿 

朱万龙说，按老一辈人说法，咱们希勤村得到毛主席批示，一定有好运气，

从那儿以后希勤村沾了不少光儿。 



1957年，双城县第一台“东方红”54马力拖拉机调配给希勤村，其后又调拨

了“东方红 75”和“45”、“28”胶轮拖拉机各一台，农机具 8部，希勤村在全省率先

实现农业农机化。 

记者在该村 1974年统计表上看到，当年该村粮食亩产达到 269斤，交售公

粮 131万斤，社员人均纯收入 92元，集体公共积累 56万元，以上各项村级指标

名列双城县前列。 

到 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希勤村集体积累已达 600多万元，

其中三队、四队不但拥有“大解放”汽车，银行还分别有存款 20多万元。希勤村

是当时全县有名的富裕村。 

如今，希勤村农业合作化历史又成为“生产力”。省农机局和哈尔滨“东金农

业”，将全省最大的农机合作社和玉米高产灌溉示范园区确定在希勤村。与过去

为了吃饱饭不同，这次合作将使村民过上更富更好更美的新生活。 

（资料源自：杨兴文.黑龙江希勤村:入选毛泽东选集的农业合作化样本［Ｎ］.

哈尔滨日报.2009-08-05.） 

 

案例点评 

本案例描述了希勤村的农业合作社成立当年取得的成果，“希勤村取得大丰

收，亩产达到 86斤，总产实现 160万斤，交售公粮 45万斤。希勤村全体农民头

一年吃上饱饭。”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如何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

改造成为集体所有制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

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原理，从我国农村实际出发，制定并实行了适合中国

特点的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采用了逐步过渡的方法，使农民

比较容易接受。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互助组、初

级社和高级社。 

学习建议 

    1.学习本案例的目的和用途 

本案例以希勤村为例，分析了希勤村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历史，毛泽东在《关

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肯定了黑龙江省双城县希勤村组建农业合作社的做

法。 

本案例可用于第三章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部分内容的辅

助学习。 



    2.学习本案例应注意的问题 

学习本案例时，应深刻理解我党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根据我国实际

情况制定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遵循

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黑龙江省双城县希勤村组建农业合作社

就是一个典型。毛泽东认为，对农民不能采取剥夺的方法，而是要引导、说服和

教育，使其自愿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案例四  公私合营前后的北京同仁堂 

案例文本 

提起同仁堂，家喻户晓，它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中医药企业，始创于清康熙八

年，距今已有 330多年的历史。 

北京解放前夕，同仁堂的经营状况十分危急，只能勉强度日。1949年 3月，

同仁堂成立国药业基金工会，乐松生任总经理，通过不断学习，他对中国共产党

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有了基本认识，坚信个人在政治上、企业经营管理上必须紧紧

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要决策听取职工意见。在后来的“五反运动”中，同

仁堂也经受了考验，经过审查核实，被评为基本守法户。    

同仁堂作为民族工商业，有其代表性，而所经营的中药又是人民生活所需。

因此，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怀。彭真市长亲自支持乐松生开展中医药研

究，开发新品种的工作，并成立了中药提炼厂。在党的关怀下，同仁堂在解放后

有了很大发展，工人生活稳定，而且质量有了很大提高。1953年，同仁堂盈利

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资方股息分红四部分分配。随着国民

经济的恢复，党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北京市积极响应，很

快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措施，并召集在京民族工商业

者召开工商业联合大会，会上，同仁堂总经理乐松生积极发言，拥护总路线。会

上，市地方工业局拟选同仁堂这个国药大户首先进行试点，为全行业合营扩展影

响，奠定基础，积累经验。 

这一变革，不能不引起同仁堂乐氏家族的震动。他们将失掉生产资料占有权、

企业，现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这是切肤之痛。乐松生先生做为当时民族资

产阶级的代表，对其家族已经经营了 200多年的同仁堂药店面临着抉择。经过反

复思考，他深感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同时也看到，共

产党和职工群众仍让自己做同仁堂的总经理，生活待遇不薄，这是对自己的信任



和期望，因此必须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他毅然决定同仁堂带头实行

公私合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乐松生当选为工商联执行委员，推动了同仁堂实

行公私合营的进程。 

1954年 2月 16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关于北京市工业公私合营工作计划

中明确提出同仁堂是第一批合营的单位。同年 8月 9日，在大栅栏同仁堂成立了

公私合营筹备工作委员会。27日，同仁堂彩旗高挂，在庆乐戏院召开了庆祝公

私合营大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体员工欢欣鼓舞，这家古老的私营企业在

风雨飘摇 258个春秋之后，迈进了社会主义大门，开辟了同仁堂历史上的新纪元。 

合营后，一切涉及公私关系问题的事情，乐松生总经理都和公方代表王蘇协

商。针对一部分老职工怕合营后遭退休、怕降低工资等问题，工会通过多次不同

层次的座谈会，政策交心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向职工讲同仁堂合营的措施和合

营后的前景，使大家认清形势，了解各项政策，清除各种疑虑，职工们纷纷表示，

要为同仁堂出力，多做贡献，使合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此外，合营后的同仁堂，

还进行了资产清算，确定了资方资本和应得的股息。面对合营后的新情况，同仁

堂党支部领导全体职工先后进行人事劳动纪律、经营思想的整顿，并相应建立了

劳保条例、成本核算、生产统计、质量检查、专人配送料、出入库等制度;制定

年度、季度生产计划，和用户建立供销合同，改变生产的盲目性;增加设备，改

进工艺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特别注意了建立公私方共事的制度；

使资方有职有权。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开始体现了合营优势，职工的情绪也空前

高涨。 

经理乐松生满意地说:“别家的流水日益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

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么快，这下可放心了。”           

同仁堂率先实现公私合营，对其它国药店、行、栈影响很大，而且影响到全

市的私营工商业者。中央和市委领导对同仁堂非常关怀，1955 年初，彭真同志

亲自到同仁堂会见乐松生经理，听取合营后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对各方面的工作

给予了肯定。乐松生还以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身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在同仁堂的影响下，全市私营国药业，于 1956年 1月 13日被北京市政府批

准全行业公私合营。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

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农业、手工

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代表。乐松生代表工商界登上天安门，手捧巨大报喜信向

党中央、毛主席报喜。 



公私合营使同仁堂获得了新生，解放了生产力，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企业

面貌大改观。1959年比解放前夕的 1948年，职工人教由 190人增加到 539人，

增长了近 2.4倍；产值由 16万元增加到 1251.9万元，增长 78.3倍；蜜制丸药

由 140万丸，增加到 6864.2丸，增长了 49倍；水泛丸由 4000斤增加到 31.38

万斤，增长 78.5倍；虎骨酒由 3万斤增加到 30.5万斤，增长了 10倍。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同仁堂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新的辉煌。 

（ 资料源自：孙洪群、金永年.公私合营前后的北京同仁堂[J].北京党

史.2000(4).） 

案例点评 

从案例中可看出，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改造中经历了疑惧、兴奋、较量和服从

的过程。公私合营的消息传来时，对乐氏家族的震动很大，他们对经营了几百年

的老铺，将要失去所有权、经营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确实十分痛惜。乐松生

经过反复考虑，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经过公

私合营后, 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销售额也不断上升。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和平

赎买政策得到了民族资本家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

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道路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

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破坏，而且促进了生产

力的发展。 

学习建议 

    1.学习本案例的目的和用途 

本案例生动说明了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实

践。通过本案例的学习，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认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本案例可用于第三章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和第三节“社

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部分内容的辅助学习。 

    2.学习本案例应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学习本案例时应弄清楚，我国能够采取赎买

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原因。 

 

案例五：“小脚女人” 



案例文本 

为了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中央成立了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于 1953 

年初调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部长。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强调慎重、稳步、

秩序渐进。提出：“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发展一批，办好

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发展。”认为“这一批社会主义据点，将是吸引中贫农

战胜乡村资本主义的基本阵地，巩固这一阵地，打好基础，尔后稳步前进，就可

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否则仍要走回头路，要快反慢。”他的这些主张是在认识了

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后提出的。因为我国土地私有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而合作化的历史却很短，所以必须考虑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习惯及承受力。他认

为，初级社具有半私半公性质，农民通过土地入股入社，既能增产，土地又能参

加分红会使农民感到太突然，对生产会产生不良影响。另外，他认为农业合作化

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因此，他主张在合作化发展速度上要稳妥，在数

量上要少，在质量上要好，在规模上要小，逐级过渡。他的发展计划定为从 65

万个社发展到 100万个，翻半番。  

邓子恢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发生分歧。毛泽东认为农村关系紧张，是由于

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的反抗，而不是因为政府多购了 70亿斤粮食。

他认为，农民叫缺粮大部分是假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因此毛泽东主张全面规

划，加快步伐。他在 1955年 7月 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邓子

恢等同志的意见进行了批评。他开门见到山地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

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

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平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

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祖宗主义群众的正

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甚至还指责说“有些同志

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被“胜利吓昏了头脑”，是“从资产阶级、富

农，或者具有资源共享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出发。”他认为这些都是

“右”的错误，要克服掉。因此，他否定了邓子恢提出的农业合作社翻半番的发

展速度，要求在 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业合作社要在 65万个的基础上增加 1

倍，达到 130万个。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资料源自：罗平汉．"小脚女人"--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判［Ｊ］文史精

华 2006(5)．有删改） 

案例点评 



本案例选取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典型代表，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

的邓子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故事。也可以看出，在农

业合作化取得成绩之后我们应如何巩固变革成果及进一步提高农业合作化水平

问题，在时间和条件上必须要充分考虑。总的说来，当时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是中

国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形式。 

学习建议 

   1.学习本案例的目的和用途 

本案例生动说明了党和政府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实践。通过本案

例的学习，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认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本案例可用于第三章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部分内容的辅

助学习。 

    2.学习本案例应注意的问题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难点问题。在本案例使用过程中，教师应将农业合

作化的基本方针和取得成绩讲清楚，再和“小脚女人”的争论结合起来，对合作

化前后的中国农村情况进行对比，使学生切实理会农业合作化的艰难及伟大意义，

更进一步理会当前党和政府对农村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思考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   ） 

A.社会主义社会          B.新民主主义社会   

C.资本主义社会          D.具有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两重因素的社会   

2.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是：（   ）     

A.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B.私营经济的国有化    

C.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D.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3.党制定并贯彻执行了依靠(   )，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

剥削的农村阶级政策。这使农业合作化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A.地主阶级     B.工人阶级  

C.贫下中农     D.农民阶级 

4.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展（  ）。 

A互.助组   B.初级社   C.高级社   D.合作社 



5. 党和政府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的方法是（    ） 

A.剥夺剥夺者       B.和平赎买    

C.由国家向资本家支付一笔巨额补偿资金        

D.无偿地将私营企业改变为国营企业 

6.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创造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高级形式是：

（   ）   

A.统购包销                     B.委托加工，计划订货 

C.经销、代销                   D.公私合营 

7. （  ）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

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我国初步确立。 

A．1953      B．1954      C．1955      D．1956 

8．剥削阶级在我国被消灭的标志是：（   ）   

A．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B．全国大陆的解放与统一     

C．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D．土地改革的完成 

9.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   )  

A．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B．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C．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D．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矛盾  

10. 我国在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采取的方针是：（   ） 

A．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B．利用、限制 

C．鼓励、支持、扶持        D．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 

二、多项选择题。 

1.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    ） 

A．独立性质的社会        B．属于社会主义体系 

C．过渡性质的社会        D．属于资本主义体系  

2.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主要的经济成分包括：（    ） 

A．新民主主义经济        B．社会主义经济 

C．个体经济              D．资本主义经济  



3.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     ）“两个转变”同时并举的思想 

A．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B．由私有制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 

C．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D．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4.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    ） 

A．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B．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C．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D．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     )     

A.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        B. 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 

C.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D.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 

6.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    ）三个步骤。 

A．手工业互助组 

B．手工业供销小组 

C．手工业供销合作社 

D．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7. 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和平赎买政策是“四马分

肥”，“四马”是指：（    ）  

A．国家所得税                 B．企业公积金 

C．工人福利费                 D．资本家的利润 

8.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有:（     ） 

A．用和平的方法进行改造               B．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 

C．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D．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9.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有（    ） 

A．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经被清除出中国大陆 

B．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内地被消灭 

C．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D．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领导阶级 

10. 20世纪 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    ） 

A．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   B．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C．我国步入了社会主义改革时期   D．我国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三、判断题。（在题后面括号内正确打“√”，错误的“×”） 

1.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 



2. 中国在 20世纪 50年代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  ） 

3.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的是剥夺政策。（  ） 

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都要

经历的起始阶段。（  ） 

5.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化三改”中的“一化”指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

（  ） 

6. 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为党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供了物质基础。

（  ） 

7. 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广大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生产积极性大

大提高。（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  ） 

9.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已经没有非社会主义因素。（  ） 

10.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处于领导地位。（ ） 

四、材料分析题：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

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

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

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

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

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

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杜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

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

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

和个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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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

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

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

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曲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回答问题： 

1.怎么理解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

路? 

2.既然“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为什么又说“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

胜利”? 

附：本章思考练习的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B  2.A  3.C  4.A  5.B  6.D  7.D  8.C  9.C  10.A 

二、多项选择题： 

1.BC 2.BCD 3.CD 4.ABCD  5.ABD  6.BCD 7.ABCD  8.AB  9.ABCD 10.ABD 

三、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 9.×  10.√ 

四、材料分析题： 

1.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①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②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

国家帮助的原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③正确分析农

村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④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①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②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 

③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2.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 

①主要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

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决，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较长期间遗

留了一些问题。 

②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

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③但是，不能因为出现这些失误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在我国社

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上，有两个事实是世界历史上各种革命大变动中罕见的：一是

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



不仅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二是这

样的变革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极大地加强了人民的团结，并且是在人

民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的确

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