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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保护和 
发展私营经济思想论析 

汪宇燕 
(株洲工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提出了利用、保护和发展私营经 

济的思想。这既是对我党历史经验的凝重总结，也是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走向的深层思考。这一认识过程的曲折反复也折射出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复杂与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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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城乡普遍存在的私营 

经济，如何正确对待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有经济成分并 

采取相应的政策，这是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无法 

回避的—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 

路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在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此做了不懈的探索并经历了一 

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私营经济或称私人经济，是指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 

存在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如何正确认 

识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采取相应的政策，一直是共产 

党人关注的焦点。当时，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中 

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客观分析，明确指出，由于近代中国经济 

的极端落后性和发展的平衡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 

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即在中国城乡普遍存在的个体私营经济、 

发展相对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经济以及附属 

于帝国主义的封建经济和官僚买办经济。其中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是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严 

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是造成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 

根源。而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和社会进步的私营经济，究竟 

应该如何认识，毛泽东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 

毛泽东对私营经济初步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始于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状 

况的客观分析，初步确定了保护和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方针 

政策。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采取了严格保护私营中小 

工商业的政策。1929年 1月，在毛泽东起草的‘红四军司令部 

布告>中，明确宣布：“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 

论”-1 (p52)。同年3月，红四军攻下长汀后，他起草了‘告商人 

及知识分子)的文告，指出：“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 

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 

⋯ ⋯ 对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一概不没收”。1930年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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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给湘东特委的信中，毛泽东表示：“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 

为目前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 

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 

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l2 (p51)。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在毛 

泽东等人主持下，lI缶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 

济存在和发展的政策。1931年12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主席的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宣布废 

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免收商 

业出人口税和工厂的出厂税，发展苏维埃区域的经济。1932 

年 1月，颁布<关于工商投资暂行条例》，规定“私人投资所经营 

之工商业，苏维埃政府在法律上许可其营业的自由”。“凡遵守 

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依照苏维埃政府颁布之税 

则，而完纳国税的条件下，得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无论国家的企业、矿山、森林等 

和私人的产业，均可投资经营或承租、承办”。lL3 (pyr2) 

然而，由于这一时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以王明为代 

表的“左”倾路线，这一政策很快被带有浓重“左”倾色彩的错误 

路线所取代，党的经济政策开始出现重大偏差。在这一时期， 

我们党“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 

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包括“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 

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 

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 

目标”L4 (plzs5)，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1931年 11月出台的<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部<劳动法>严重脱离了苏区经济的 

实际，以片面强调所谓的工人利益为由，机械地推行八小时工 

作制并硬性规定了许多不符合实际的工资待遇。这些规定在 

当时特殊战争的环境中，对本身就十分脆弱而且尚处于原始 

积累阶段的私营经济无疑是个致命打击。由于这一左倾错误 

政策严重脱离了实际，从其推行的实际效果来看，足以成为扼 

杀私营经济的政策。苏区的私营经济被破坏殆尽，大批工商 

企业倒闭，苏区经济一片萧条。 

面对左倾路线给苏区经济造成的严重灾难，在残酷的现 

实面前，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对这一错误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 

和坚决抵制。最终促成了对这一严重破坏私有经济发展的劳 

动政策的纠正。1934年1月，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 

告中，初步提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指出：“现在我们的 

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 

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 
一 部分”。而“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 

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我们对于私人经济， 

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 

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 

利益所需要的”。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 

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 

(p133—134)在这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保护和发展私营经济对 

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并初步提出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并 

存的所有制结构的设想。 

毛泽东对私营经济的认识雏形形成于瓦窑堡会议前后。 

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 

初步总结了党在对待私营经济问题上的曲折认识，比较全面 

地提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共 

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 

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 

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 

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 纠(p159) 

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会谈中，较 

为详尽地阐述了我党关于私营经济的方针政策，并明确提出 

了利用外资的思想。毛泽东指出，“一般地说来，没收私人工 

厂，和把它放在国家管理之下，不是我们的政策”。在苏区，虽 

然不允许投机商业诸如高利贷、当铺的存在。但合理利率下 

的金融借贷以及普通的商业银行是允许存在的。【 (pS5)“我们 

并不反对目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 

义”。[I J(p4iO一4it) 

此后，毛泽东在给章乃器、陶行知等民主人士的信中，更 

为具体地阐明了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表示：一切商人和 

大小资本家的财产工厂，均不没收，并保护他们的营业，援助 

他们的发展，以增加苏区抗日的物资。关于劳资关系问题，毛 

泽东也表示，要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罢工怠工等纠纷。过去工 

人监督，工人管理等法律，已一概取消，并劝告工人不提出过 

高的，超过企业担负能力的要求。L2 J(pS7)至此，毛泽东保护和 

发展私营经济的思想脉络已隐然可见。 

从抗战全面爆发到解放战争后期，是毛泽东私营经济思 

想日趋成熟和完善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客观分析 

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总结以往正反两方 

面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鼓励与保护私人资 

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党的有关政策也 日趋成熟。一是鼓励和 

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依据。在抗战时期，尤其是在 

党的七大前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和讲话，在<中国革 

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 

政治报告和讲话中，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新民主主义 

阶段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全面提出了 

鼓励和发展私营经济的理论。 

首先，中国经济落后的现状，是毛泽东提出保护和发展私 

人资本的必然逻辑前提。毛泽东通过对近代中国经济、政治 

状况的客观分析，明确指出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 

的必然性与长期性。他认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后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这是因为中国 

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L6J(p678)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 

中，落后、分散的个体经济约占90％，现代工业经济仅占10％ 

左右，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力量弱小，发展缓慢。因此。毛 

泽东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最大的需要便 

是发展经济，应该给私人资本主义以充分发展的机会。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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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革命时期，而且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

一 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 

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是在经济上必要的”⋯(p1431)。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落后 

的经济状况，设想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将经历一个“漫长的” 

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会允许私人企业长时 

期存在。至于存在多久?“他在一个地方说‘几十年’；在另一 

个地方说。因为中国比较落后，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将会比今 

日欧洲的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得更为长久”-8 (p147)。毛泽东当 

时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长期性的最高时间估计实际上是“一 

百年”-9 (口137—138)这显然是根据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这一基 

本国情而做出的正确判断。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落后的现状， 

是毛泽东提出发展私有经济尤其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 

现实依据。 

其次，毛泽东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全 

面认识和准确把握，阐明了保护和发展私营经济的必要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发展可以有一定的 

跳跃性。而社会经济形态则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 

的自然发展阶段”【 。。(pll一12)任何一种特定的经济形式，其存 

在和发展只能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 

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明确表示，“只有经过民主主 

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恩主义的天经地义”。但是， 

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基 

础上。如果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的充分的发展，“要想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 

的空想”-7 (p1060)。因此，中国“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 

私人企业时期”，否则，就不能进入社会主义 ̈ (p3携)。他反复 

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 

营的)与合作社 (变工 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 J 

(p新 )。。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p184)。毛泽东还 

多次批评党内存在的民粹主义思想，指出，中国在民主革命取 

得胜利后，必须经过—个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使资本主 

义工商业有一个广泛的发展，才能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准 

备必要的物质条件。 

再次，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和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是毛 

泽东提出保护和发展私有经济思想的策略依据。抗战全面爆 

发后，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抗 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建立，客观上要求我们党根据时局的变化制定一 

些相应的经济政策，以利于坚持抗战和维系统一战线的稳固。 

在抗日战争后期及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党一直把结 

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自己政治上的现 

实且标来追求。与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相适应的经济纲 

领，自然要反映各阶级的经济利益。这既是出于策略上的现 

实考虑，同时也是与我们党所追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方向相一致的。因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是扩大新民 

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它将有助于实现我党在这一时期所提出 

的政治目标。通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 

商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进而逐步引导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 

道路，这是我们党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各派力量对比 

状况所能够预见到并积极争取的最好前景。 

最后，为发展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政策保障。毛泽 

东保护和发展私营经济的思想还体现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坚持抗战，促进根据地 

的社会经济发展，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 

展的政策措施。 

第一，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毛泽东明确指出， 

民主革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 

产”【 (p1074)，在由他主持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 

确宣布，边区政府“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 4』(p336)，此 

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公开表示，未来的新民主主 

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 

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6 (p678)，后来，他又 

进一步指出，“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私人 

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都是过虑”。我们主张的 

新民主主义制度，是要保障自由发展那些“有益于国民生计的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剖。1939年2 

月7日，毛泽东在与马丁的谈话中进而明确表示：“且前不准备 

废除私有财产制，将来是要的。”而且由于“今日的中国(经济) 

与西方各国相差百年，到中国要实施废除私有制的时候，其他 

国家早已实施了社会改革，那时就会帮助中国”L2 p135—136。 

显然，毛泽东当时的看法是，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 

段，比起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 

问。而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也决定了我们党不可能提前完 

成“消灭私有制”的任务。 

第二，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保护商业的发展。毛泽东要 

求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经济政策必须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原则，即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合理负担即实行‘有钱 

者出钱’，但农民亦需供给一定限度的粮食与游击队。保护商 

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 

奸之外，决不准乱没收一家商店”。他还特别强调，尽管在游击 

战争的环境里，“这是困难的事，但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 

策”_2 (p124)。他提出，各根据地政府要。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 

由经营”，“在有钱出钱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的累进税， 

取消苛杂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 (p128)。逐步建立 

和完善合理的税收制度，他还特别强调，。一切有收入的人民， 

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 

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 (p148)。后来在解放战 

争时期，他又多次强调，各地应严禁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 

对于私人资本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必须加以纠正。 

第三，调节劳资关系，以利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鉴于 

我们党过去在这一问题上曾出现过“左”倾错误，毛泽东反复 

告诫全党同志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他严厉批评党内部分同志 

盲目“迁就党内与工人群众中的孤立的片面的狭隘的思想，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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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执行历史上使我党遭受过严重挫折的错误方针” 2 (ff_31)。 

要求全党同志“一定不要重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 

(p332)，“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 

经济之目的⋯⋯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 

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 (p1叭一 

10(2)。他多次强调，一定要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 

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 

地加以区别⋯⋯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 

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 

下，共同推动生产事业的发展，以便达到“增加生产，便利推销， 

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 4 (p1285)的目的。在抗日 

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顺应形势发展改变了片面 

强调工人利益的僵化做法。一方面，尽可能保护工人利益，根 

据情况的不同，实行8一10小时的工作制，适当地改善工人生 

活；另一方面，调节劳资关系，保证私人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 

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第四，公私兼顾，决不与民争利。在民主革命时期，各根 

据地为保障财政供给都曾兴办过一些必需的公营经济。在处 

理公营经济与私有经济的关系上，毛泽东坚持的原则是，公营 

事业只经营那些急需的必要的部分，其他领域则尽可能由私 

营工商业承担。他提出，“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 

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 J(p148)。因为公营经济 

只能应对“救急的特殊情况”，但“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 

(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 (p367)。1941年 8月，毛泽东在 

给谢觉哉的信中，谈及当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建设方针时，指 

出：“今年的八百万投资仅顾及公营事业，全没有顾及私人农 

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不得已的过渡时期的办法，今后必 

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 

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 l3 (p366)。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毛泽东多次强调，一定要让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 

便利，只有这样，才能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表示，对于 

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 

‘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 

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 1(pa22)。 

鉴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和国内形势，毛泽东在抗战时 

期和解放战争初期还没有过多地强调“节制资本”，即对私有 

经济的限制问题，当时政策的主流还是鼓励和利用。 

从 1948年下半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对私营 

经济的认识出现了新的趋向。在这一时期，随着人民解放战 

争的顺利进行，战略决战的序幕逐步拉开，中国革命的胜利已 

经为期不远。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如何接收和 

管理城市，如何正确对待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等诸多现 

实问题。毛泽东一方面继续坚持保护和发展私营经济的正确 

政策。指出，“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 

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应继续” 4 (P1269)。 

要充分认识到“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 

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须性”Ll J 

(p512)。在没收官僚买办资产的过程中，应注意不能侵犯中等 

资产阶级的利益。应当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 

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同时，必须纠正在个 

别地区存在的不符合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工商业税 

收政策，严禁“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在毛泽东看来，中国 

革命胜利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饱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 

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继续执行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 

护和利用的方针。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对私有经济在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明确界定。1948年9月，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在我们社会经济 

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 

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 

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 

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 

的”lL1引(p139)。这同他过去重视发展私有经济而仅仅把公营经 

济视为“急需的必要的”部分的论述相比，其变化是不言而喻 

的。此时，毛泽东已不再将私有经济作为未来新民主主义社 

会的主体经济看待，开始较多地谈及对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 

“限制”问题。他在 1948年 10月给刘少奇的信中表示：就我们 

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 

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要引导私人资本，把它纳入 

“国计民生”的轨道上来。“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 

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t3](pl77)。毛泽东认为，在今 

后一个时期内，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将会是经常不断的。1949 

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在 

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还会继续容许一切于 

国民经济有利的私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但是中国资本 

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 

其泛滥的”。他提出。在利用私营经济的同时。还应该“对于资 

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P1431)。它将 

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包括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 

条件等方面。当然，这种限制应该根据各地区、各行业和各个 

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定。为了避免在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毛 

泽东还特别强调：“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 

和劳动人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 

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 

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 4](Fa432)。因为我们现在的 

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如果“过早地和 

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超出实际的可能 

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因而使我们失去广大群 

众的支持和拥护，乃是一种极危险的“左”倾错误，我们必须严 

格的加以防止 2 (p25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 

东更为明确地指出：“在公私关系中，应当公营经济是中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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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营经济虽然在某些地方数量较小，却是集中的和处于领 

导地位的。在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 

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这些都是必须坚持的原则， 

我们不要为某些现象所迷惑” (ro_s一 )。这显然是对公私关 

系、劳资关系所做的新的界定。毫无疑问，它应被视为前一阶 

段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总的来看，从 1948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中国革命胜利的即 

将来临，毛泽东改变了对私有经济以保护和鼓励为主的方针， 

开始采取利用与限制并举的政策。这一变化固然与这一时期 

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转变有关，但也表明，毛泽东在对私营经 

济的看法上，在对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设想上 

有了较为全面和成熟的考虑和更为长远的打算。对带有社会 

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大力扶持与倚重，是同 

对城乡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有伸缩性的限制”相伴随的。其目 

的在于，通过“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 

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5 (p130)。以便确立公有制经济在未来 

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领导地位，逐步建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是标准的新民主主义 

经济，它不同于以往那种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雏形的根据地 

经济。因而，在政策上发生显著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纵观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私营经济的认识轨迹，我 

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 

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坚持将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 

经验教训。毛泽东关于发展私营经济的思想是给后人留下的 

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 

首先，毛泽东始终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作为判定一切方针 

政策的最终依据。鉴于近代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毛泽东坚 

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他在七大的书面报告 

‘论联合政府>中有一段名言：“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 

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 

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 

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p1o79)。他还一再强 

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 

利”【 (p467)。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 

工业化，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为以后 

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必需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关于生产力标 

准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发展。他把生产力标 

准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无疑是 

完全正确的。 

其次，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断在 

实践中加以发展和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 

品质。在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毛泽东反对那种 

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僵化认识，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建设新 

民主主义并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物质条件。同时，他还打 

破了当时流行的斯大林模式中那种将社会主义片面地界定在 

所有制关系上的僵化做法。强调社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 

定作用，强调所有制关系的改变必须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为基础。毛泽东多次批评党内存在的民粹主义思想，认 

为那种忽视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片面追求改变所有制 

形式的看法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毛泽东主张经过新民主主 

义社会这一过渡性的发展阶段，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国家 

的工业化，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这无疑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 

最后，透过毛泽东对私有经济的认识轨迹，我们不难发 

现，毛泽东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放在首位，始终把是否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党 

的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始终 

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也集中反映了 

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实践证 

明，只有我们党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代 

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只有我们党才 

能坚持人民群众的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一致的原则。自始 

至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此，历史早 

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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