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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党的历史发展体系为主线，客观地阐述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详细地论述了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发生
的一些史实，以及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
措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共分七章，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与“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
形成，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与推进现代化建
设等方面论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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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素芝，女，汉族，1956年2月出生，河南省商丘市人，中共党员，现任中共商丘市委党校教研室
主任，副教授，1978年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并参加工作，1984年河南大学政治系毕业。
为河南省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和学会科技拔尖人才，辽宁省党的建设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商丘市跨世
纪优秀社科青年学术骨干，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优质课教师、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
著有《党的学说史和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史》、《新时期党的建设概论》
、《邓小平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原理》、《政策学》
、《新时期党的建设文库》等20多部图书，共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在中国中文、中国人文核心期刊
上发表论文8篇。
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哲学规划项目一项，即《提高领导干部的非权力性影响力》，主持完成省社科哲学
规划办和省社联课题6项，获省级奖10多项，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一等奖，获2006-2007年度“全
国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优秀成果”一等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一、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我
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任务(三)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召
开(四)党领导的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社会变革(五)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胜利完成二、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全面开始(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其他各条战线的建设与发展三、社会主义制
度的确立(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和《论十大关系》等文章的发表(二)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四)
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曲折二、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一)党的八届九中
全会(二)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三)七千人大会(四)国民经济及政治关系的调整三、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继续探索和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胜利完成(一)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二)调整国民经济任务
的胜利完成和十年建设成就第三章 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与“文化大革命”一、“文化大革命”的发
动(一)“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二)动乱局面的形成(三)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左”倾错误努力的受挫(一)贯彻“左”倾方针的“斗、批、改”和整党
建党(二)林彪集团夺权阴谋的败露(三)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四)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江青反
革命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批林批孔”运动和“四人帮组阁阴谋的失败(二)1975年
的全面整顿及其反复(三)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四、“文化大革命”后的思考⋯⋯第四章 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形成第五章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议第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与推进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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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革命的大转变时期，形势极其错综复
杂。
一方面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这是当时形势的主流；一方面党和人民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
着严峻考验。
　　在国际上，新中国的成立，博得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和承认。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对新中国是很重要的国际支持。
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之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
承认新中国，并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
孤立新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包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不能在同美帝国主义
的较量中取得胜利，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国内，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基本胜利，国民党反动势力早已土崩瓦解，全国大陆解放指日可待
。
但是，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在溃逃时遗留
下来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势力相结合，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
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
有3亿多农民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进行。
同时，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
国民党政府遗留给新中国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
1949年同历史上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粮食减少约48％。
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
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
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
这时，投机资本家趁国家财政经济困难和城市物资供应严重不足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
场，更加剧了市场的混乱和整个财政经济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遏制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
复起来，使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站住脚跟，这在当时是比进军和剿匪更加困难的严峻考验。
　　国内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阶
级的矛盾虽然有所发展，但还没有上升为主要矛盾，破烂不堪的经济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面临着
严峻的考验。
　　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务是：首先以主要力量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时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开展大规模、有计划的经
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队伍，也面临着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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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能不能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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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警告，也是党的许多朋友所十分关切的。
　　总之，新中国已经成立，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站得住脚，中国共产党能否管好国家，这在相
当一部分群众中仍然是一个疑问，要由实践来作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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