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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光谱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个最耀眼的族谱，在两种社会形态下，
又衍生了特征各异的社会发展模式。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从来就不是单一的。
在人类历史进化的过程中，多种社会形态、众多发展模式并存，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往往以时代、世纪为单元，缓慢、沉重、有力地折射
出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陷入低潮。
各种对社会主义的责难之声不绝，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崩溃”，已是“历史的终结”。
与此同时，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了以私有化为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现
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在近二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掌握着世界经济的话语权和控制权，西方的政要
、学者洋洋得意地宣称，只有资本主义才是引导人类走向富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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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谁掌握了未来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崛起的中国》。
该书力求从立体的视角展现了中国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跨入21世纪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力求抓住
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与重点，从高山看平地，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避免扁平式的平铺直叙
；力求跳出经济去看经济社会的发展，选择有特色、有代表性、有启迪意义的事物去突出其特色；力
求立体地、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概括出其发展模式的基本框架，从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制度特征、运
转机制、社会现实方面勾勒出这个国家波澜壮阔的画卷，使读者对其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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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党和政府编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
“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历时5年，并五易其稿，最终在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通过。
概括地说，“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
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
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
步基础；基本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一五”计划的实施直接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首先，国家采取建立合作社的方式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
方法使农业自愿联合起来”；毛泽东还提出各地党的一把手要亲自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县区干部的
工作重点要转到农业合作社来，以解决该时期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过快而引起的农副产品供应紧张问
题。
于是，农业合作社数量发展非常快，远远超出了原定计划的规模，产生了不少问题。
对此，邓子恢提出要对合作社进行整顿和巩固，但是遭到毛泽东的批评。
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中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批评使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进一步诱发了
加快高级社发展的速度，至1956年底，参加高级社的农民占入社农户总数的90％以上。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了，集体所有制在农村中基本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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