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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三 毛泽东思想概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一）近代中国国情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1.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3.革命的根本任务与性质

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4.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

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5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异同

相 同

点

①社会性质：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革命任务：都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

③革命性质：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

不 同

点

①领导力量/领导权：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根本区别）

②指导思想：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思想和民主共和观念；马克思主义。

③革命前途：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后，还要进

入社会主义社会

④结果不同：革命任务没有完成，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成为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

果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

学概念，1948年 4 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

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

命。

（三）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1.政治纲领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

国。

2.经济纲领

（1）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2）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3）保护民族工商业

3.文化纲领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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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革命根据地为

战略阵地，建设红色政权。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

1939年 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道：“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1．过渡性质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的社会。从 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时期。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属于社会主义体系，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的社会。

2．主要矛盾

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逐渐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3．经济成分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

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1.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

时期总路线，是以“一化三改造”为核心内容的总路线。

2.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总结

分别包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简称“三大改造”。
（1）农业：实行逐步过渡的方式，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从

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2）手工业：供销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

（3）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赎买。对官僚资本采取无偿没收的政策，对民族资本实

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采取赎买政策；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工业中委托加工、计划

订货、统购包销等低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然后从单项的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的公私合

营的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对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

3.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到 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

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基本确立，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

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一）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1956年 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的任务。

2.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要把国内外一切积

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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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矛盾学说

1957年 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社

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主要内容有：

1.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2.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1）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

（2）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

对敌我之间的矛盾要采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内部矛盾要采用民主的方法。

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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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一）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

点，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中最具特色、最根本的原则，是毛泽东思

想的精髓。

（二）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

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

（三）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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