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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956年9月）

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统战纪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开展，对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也迅速迈开了步伐。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
营，于 1955 年秋冬已在一些大中城市出
现。为了动员工商业者积极参加到改造的
高潮中来，1955 年 10 月下旬，毛泽东先后
两次邀请工商界代表、全国工商联执委会
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
题，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
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自食其
力的劳动者。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
大家的强烈反响，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李烛尘在会上提出要搞一个接受社会主义
改造的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搞高潮，要瓜
熟蒂落，水到渠成。对于接受“和平赎买”的
资本家，毛泽东强调“一个工作岗位，一个
政治地位，都要安排好”。

1955年11月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
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开展资本主
义工商业改造问题。

在毛泽东几次讲话的推动和鼓舞下，这次
全国工商联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一致通过了

《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在共产
党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次会议是
推动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动工商界人士接受党
的和平改造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

“一个工作岗位
一个政治地位
都要安排好”

在民革主要创始人何香凝漫长的革命
生涯和斗争岁月里，美术一直是她喜爱的
革命武器之一。其自述中说，在辛亥革命过
程中，“反清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
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
制的。”抗日战争时期，她为给八路军、新四
军筹款，华侨每捐一笔款，她就送一幅画。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
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在如此艰难的
条件下，面对中共中央毅然作出的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战略决策，全国人民都以自
身实际行动给予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支援。
何香凝一如既往、不甘人后，虽年逾古稀
亦积极发动义卖募捐活动，筹集经费支援
前线，并亲自到朝鲜慰问。

1951 年 5 月的一天，她听了中国人民
志愿军捷报后，乘兴创作一幅《喜鹊牡丹
图》。周恩来看到，欣然题写了12个字：“鹊
报援朝胜利，花贻抗美英雄。”题字中嵌上
了“抗美援朝”，配上何香凝的画，再好不过
地表达了祖国人民对抗美援朝战争必胜的
信念和对战士们的崇敬，也是对何香凝及
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参加抗美
援朝行动的充分肯定。

“鹊报援朝胜利
花贻抗美英雄”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开
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庄严
宣告成立，长安街上红旗如海、欢呼如潮，揭
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在共同纲领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位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掌握全国政权、领导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执政党。新生人民政
权将如何迈向前方？这个全世界都没有答案
可以借鉴的命题，等待中国共产党来回答。

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
国民经济，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
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
变。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
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三大运动中巩固与发展

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环
境和国内形势。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
悍然出兵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在中国人民志
愿军入朝作战的同时，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表
现出了高度的反帝爱国热情。各民主党派和
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
统一领导机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
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
美援朝运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皆建立了
捐献运动委员会，积极进行捐献工作。民建中
央副主席胡厥文除将自己资财捐献国家抗敌
之用外，还将儿子送到朝鲜前线参加战斗。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人民民主统
一战线空前巩固，早已写下序章。

1950年3月，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
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统
战工作会议，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致
使原定半个月的会议实际开了一个半月。

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共产党内出现
的“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严重阻碍统一战线工
作的开展，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和发展人
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会上，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了题为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
告。毛泽东主席听取了会议情况的汇报，针对
会议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作出“对于民族资产
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要采取既团
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
经济之目的”等重要概括，把统战工作的重要
性提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具有继往开来
的意义。

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党的七届三中
全会。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
话，指出：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
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
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为全面实施共同纲领
规定了明确的战略策略方针和行动纲领，也给
民主人士吃了“定心丸”。在党领导人民开展的
抗美援朝战争、土地制度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
大运动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受了重大考验
和锻炼，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写进宪法

经过3年艰苦奋战，新中国恢复
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新生的人民政权

得到了巩固。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

全国人大的职权。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
在中央人民政府及所属各部门中担负各种
职务，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共中央
要求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一定要同党
外人士沟通政策思想，要使他们有职有权，
做到“一份职务，一份权力，一份责任，三者
不可分离”。

1952年 12月，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扩
大会议，就中国共产党提议定期召开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交
换意见。会议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由全国政
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时期已经过
去，我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新时期，
为适应这一新时期的国家任务，必须召开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为此，应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
准备工作。

为了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能继
续充分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根据中央精神，
1953年 6月 25日至7月22日，第四次全国
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实行，决不意味着要削弱统一
战线，而是更应使之巩固和加强。在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实行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
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它作为统
一战线组织将继续存在。

1954 年 9 月 15 日，中南海怀仁堂，当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
张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在主席台上
出现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举行。

参加大会的人民代表均是在普选基础上
产生的。在全国人大1226名代表中，共产党
员 668 人，占 54.48%，党外人士 558 人，占
45.52%。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政权，仍然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阐明：
“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
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
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
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
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
挥它的作用。”

国家根本大法既肯定了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性质、地位、作用，又为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
保证。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后，人民政协
职能随之发生转变。1954年12月21日至25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章程》《关于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
告的决议》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
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宣言》。这次会
议解决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
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的问题，解决了政
协与人大、政府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的关系问
题，解决了加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
看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
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
讲话，在党与非党的关系方面，首次提出了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还指出：一
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
要团结……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
有利。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进一步确立，为正确处理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实行合作共
事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新民主主义迈向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
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在共同
纲领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
采取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
策，使私营工商业在短期内恢复了生产经
营，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
义经济之间的联系。

“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去？”经过3年艰苦奋斗，中国的发展面临着
新的形式和问题。1952年 9月，毛泽东在中
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到
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不是
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

这个大致设想，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破题。
李维汉率领调查组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

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研
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
中的公私关系问题》调查报告及有关说明的
报告，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
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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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工业和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
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
确定下来。

1953年 10月 23日至11月 12日，在贯
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中华全国
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华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当选为
主任委员。

会议经过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
和讨论，让大多数人受到了教育。黄炎培在大
会发言中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
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
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
他的话博得与会许多代表的赞赏。

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私营工业和公私
合营工业提供的产值，从1949年的约70亿
元增加到1956年的191亿元，增长超过1.5
倍，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
中，党总结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经验，创造了
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
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
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采用多种组织形
式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我国社会主
义改造的一条独创经验。

陈云在1956年 6月一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上评价说：“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
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
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
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
例的。”

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
改造的完成，标志着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社会
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了。

开 天 辟 地 新 中 国

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与会代表合影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与会代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