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案例分析 

 

案例一  同仁堂的新生 

提起同仁堂，家喻户晓，它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中医药企业，始创于清康熙八年，距今

已有 330多年的历史。 

北京解放前夕，同仁堂的经营状况十分危急，只能勉强度日。1949年 3月，同仁堂成

立国药业基金工会，乐松生任总经理，通过不断学习，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

有了基本认识，坚信个人在政治上、企业经营管理上必须紧紧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

要决策听取职工意见。在后来的“五反运动”中，同仁堂也经受了考验，经过审查核实，

被评为基本守法户。 

同仁堂作为民族工商业，有其代表性，而所经营的中药又是人民生活所需。因此，一

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怀。彭真市长亲自支持乐松生开展中医药研究，开发新品种的

工作，并成立了中药提炼厂。在党的关怀下，同仁堂在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工人生活稳

定，而且质量有了很大提高。1953年，同仁堂赢利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

奖、资方股息分红四部分分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党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和总任务。北京市积极响应，很快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措施，

并召集在京民族工商业者召开工商业联合大会，会上，同仁堂总经理乐松生积极发言，拥

护总路线。会上，市地方工业局拟选同仁堂这个国药大户首先进行试点，为全行业合营扩

展影响，奠定基础，积累经验。 

这一变革，不能不引起同仁堂乐氏家族的震动。他们因将失掉生产资料占有权、企业

管理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这是切肤之痛。乐松生先生作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对其家族已经经营了 200多年的同仁堂药店面临着抉择。经过反复思考，他深感这是大势

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同时也看到，共产党和职工群众仍让自己做同仁堂

的总经理，生活待遇不薄，这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因此必须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

路。于是他毅然决定同仁堂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乐松生当选为工商联

执行委员，推动了同仁堂实行公私合营的进程。 

1954年 2月 16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关于北京市工业公私合营工作计划中明确提

出同仁堂是第一批合营的单位。同年 8月 9日，在大栅栏同仁堂成立了公私合营筹备工作

委员会。27日，同仁堂彩旗高挂，在庆乐戏院召开了庆祝公私合营大会，锣鼓喧天，鞭炮

齐鸣。全体员工欢欣鼓舞，这家古老的私营企业在风雨飘摇 258个春秋之后，迈进了社会

主义大门，开辟了同仁堂历史上的新纪元。 

合营后，一切涉及公私关系问题的事情，乐松生总经理都和公方代表协商。针对一部

分老职工怕合营后遭退休、怕降低工资等问题，工会通过多次不同层次的座谈会，政策交

心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向职工讲同仁堂合营的措施和合营后的前景，使大家认清形势，



了解各项政策，清除各种疑虑，职工们纷纷表示，要为同仁堂出力，多作贡献，使合营工

作得以顺利进行。此外，合营后的同仁堂，还进行了资产清算，确定了资方资本和应得的

股息。面对合营后的新情况，同仁堂党支部领导全体职工先后进行人事劳动纪律、经营思

想的整顿，并相应建立了劳保条例、成本核算、生产统计、质量检查、专人配送料、出人

库等制度；制定年度、季度生产计划，和用户建立供销合同，改变生产的盲目性；增加设

备，改进工艺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特别注意了建立公私方共事的制度；使

资方有职有权。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开始体现了合营优势，职工的情绪也空前高涨。 

经理乐松生满意地说：“别家的流水日益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

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么快，这下可放心了。” 

同仁堂率先实现公私合营，对其他国药店、行、栈影响很大，而且影响到全市的私营

工商业者。中央和市委领导对同仁堂非常关怀，1955年初，彭真同志亲自到同仁堂会见乐

松生经理，听取合营后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对各方面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乐松生还以北京

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身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在同仁堂的影响下，全市私营国药业，于 1956年 1月 13日被北京市政府批准全行业

公私合营。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代表。乐

松生代表工商界登上天安门，手捧巨大报喜信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 

公私合营使同仁堂获得了新生，解放了生产力，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企业面貌大改

观。1959年比解放前夕的 1948年，职工人数由 190人增加到 539人，增长了近 2.4倍；

产值由 16万元增加到 1 251.9万元，增长 78.3倍；蜜制丸药 140万丸，增加到 6864.2丸，

增长了 49倍；水泛丸由 4000斤增加到 31.38万斤，增长 78.5倍；虎骨酒由 3万斤增加

到 30.5万斤，增长了 10倍。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同仁堂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新的辉煌。 

 

一、思考讨论题 

1．结合案例，从同仁堂的合营前后的发展变化，谈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重大历

史意义。 

2．从同仁堂合营所发生的变化评价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采取的“和平赎买”政策。 

 

二、问题分析 

1．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改造与实行赎买的方针下，

在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下，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考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经过

学习，受到了实际的教育，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思想认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他们中的大



多数人看到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壮大，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越来越认识到在中国不可能

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接受改造，通过和平转变，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还切身感受到在

接受改造过程中，通过国家赎买、政治安排和工作安排，也确实得到了实际的好处。他们

逐步有所进步，并涌现出成批的进步分子。北京同仁堂的乐松生总经理就是他们的典型代

表，这部分进步分子比较了解政策，能看清国家和自己的前途，靠拢党和政府，赞成社会

主义，宣传社会主义，走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前列，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推

动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改造过程中，起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是共产党员和工人

阶级中的积极分子起不了的。著名企业同仁堂合营前后的变化，是比政策更具说服力的事

实。正如后来邓小平所指出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取得，“是由于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

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2．本案例讲述了久负盛名的中国老字号同仁堂药店的公私合营过程，通过个典型的

民族工商业的合营道路，展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就。本案例以翔实的数字对比，生

动地表现了同仁堂合营前后的巨大变化，学生通过案例可以看到，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改造是适时的和成功的，从而彻底否定了那些对改造持怀疑态度的认识。 

3．本案例学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本案例的学习过程中，应注意同仁堂合营前后的发展变化，要通过同仁堂经理乐松

生的表现和行动，使同学们认识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当时是得到了

民族资本家的拥护和认可的，它确实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任何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

改造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案例二  建国初期的治理 

建国初期，国际国内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在国内，解放战争并未结束，除台 湾外，沿

海岛屿还有舟山、马祖、金门、海南尚待解放；在大陆上，两广和西南的云、贵、川以及

新疆、西藏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战争还要继续进行，军费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几百万军政人员，到 1950 年最高峰时，这些俘虏达到 550 万人，

加上国民党政府的 350 万公职人员，共计 900 万人。他们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

对他们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  

旧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极其落后，从 1937 年到 1949 年，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新中国建立时，工农业生产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从农业来

看，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产量为 2800 亿斤，而 1949 年大约只有 2240 亿斤。 

1950 年计划增产 100 亿斤，距离战前最高水平还差很远。棉花生产的情况更坏，只有战



前的一半左右。当时农村每人每年的收入约 400 斤粮食，需要向国家缴纳 80 斤公粮，这

个负担是相当重的。  

1949 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7% ，主要产品同历史最高年产量比较，

煤减少 48% ，铁减少 86% ，钢减少 83% ，棉纺织品减少 25% 以上。由于农业生产没有

恢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维持正常生产都很困难，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

现了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极为混乱。以上海为例，与战前相比，物价上涨高达 200 

倍，城乡人民购买力低下，商品卖不出去，使工业受到极大的影响，大批工人失业。  

交通运输亟待恢复。当时全国有铁路 2 万多公里，除了东北（占 40% 左右）因解放

早得到恢复外，关内的铁路尚在逐步恢复之中。航运可供使用的船只很少，大都是吨位小

的沿海、内河轮船，许多海轮被国民党胁迫到台湾或香港。  

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商品流通不畅，这就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当时农村负担占国

家财政收入的 41.4% ，城市负担占 38.9% ，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

税等，很大一部分还要转嫁到农民身上，国家企业收入只占 17.1% ，以上三种税收政策收

不够国家的支出，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在编制 1950 年国家预算时，支出的 82% 

靠各种收入， 7% 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  

解放初期水旱天灾相当严重，全国有 1.2 亿亩耕地 4000 万人受灾，对这些灾民，人

民政府不能置之不顾，必须采取紧急救济和生产自救等措施，这也要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看不起共产党，认为这些“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

能够治农村，管不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有人说：“共产党军事 100 分，政治 80 分，

经济是 0 分。”一些投机商公然和政府较量。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与扰乱，也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当时沿海港

口的海运极为困难，南方许多岛屿还被国民党军队所盘踞，对外贸易主要是与苏联及东欧

国家进行。许多我们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  

形势确实是严峻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总是盼望着共产党失败，他们说：“共产党马

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有些民主人士也担心共产党缺乏经验，治理不好国家。  

全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毛泽东说：“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

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于经济建设之中。三年之中，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从根本



上扭转了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许多生产项目

取得超过预期的成就，国民经济的恢复提前实现了。  

一、思考讨论题 

建国初期我国的国情是怎样的？  

二、问题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过渡的新的历史阶段。但是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幅繁荣昌盛的

景象，而是一个烂摊子，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经受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

方面的考验。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奠

定了基石。  

案例三“银元”、“米棉”之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面临着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市场不稳，

物价飞涨，这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为了制止由于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

的市场混乱，稳定物价，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人民的支

持，果断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次大

的“战役”。  

首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明令严禁

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

货币。投机商对此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上海，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

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1949 年 6 月 1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动军警查封了金银投机大

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首要投机分子 238 名，学生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巩

固了人民币的地位，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银元之战”之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靠

政治力量取胜的，就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

全国物价一日三涨，上海涨价尤其。这时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

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面对投机商人的猖獗活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平抑物价的工作，经

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批示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中财委，依靠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社会主义



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机集

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打击。中央人民政府从 11 月 15 日至 30 日，每日从东北

调动 1000 万至 1200 万斤粮食入关，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积压的纱布运至西安。

在此期间，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都准备了足够抛售的粮食、棉布、棉纱等物品。经

过周密布置和充分准备之后，选择市场物价达到高峰之机，于 11 月 25 日在全国各大城

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大量物资涌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吞食不下， 26 日

市场物价立即下降。连续抛售 10 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 30% 到 40% 。投机商人

哄抬物价的阴谋破灭竟相抛售存货，但是市场已经饱和，愈抛愈贱，愈是不易脱手。不少

投机商人借高利贷抢购囤积的，结果不驻所囤货物亏本，而且还要付出很亮的利息，两面

挨耳光，其中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不得不宣告破产。  

一、思考讨论题 

什么是“银元”、“米棉”之战？“银元”、“米棉”之战有何重要的意义？  

二、问题分析 

建国初期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党中央作出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

决定，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使国内外那些对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持怀疑态度的

人士也不能不对共产党表示钦佩。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

利，而且也能把经济工作做好。  

案例四  《甲申三百年祭》的回声  

似乎毛泽东早有预感， 在全国解放前四五年，就提醒全党同志要戒骄戒躁，防止当官

做老爷的思想，适逢李自成打入北京、明朝灭亡三百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写了一篇《甲申

三百年祭》，对李自成的历史功过进行了评价，特别是对他进京以后，重蹈历代帝王的覆

辙，骄傲、腐化、追求享乐、使艰苦打下来的江山，不久便被清军覆灭这段历史经验进行

了总结。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认为正是教育全党的好教材，把它定为了整风文件。为全

党同志打好预防针。 1949 年，北平解放一个月了，大家准备着进入大城市，既兴奋，又

紧张。毛泽东又旧话重提：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

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

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毛泽东跟警卫员们聊起进城后要干些什么？有的说，进城后要买块手表，看时间。有

的说：进城后，不吃小米，吃小米都吃伤了。毛泽东一听就说：我们就是用小米加步枪，



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进了大城市，也不要忘了这些。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

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

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

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  

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离开了西柏坡，踏上了进入北平的旅途。毛泽东感慨地

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答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

东笑答：“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一、思考讨论题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面临着什么新的考验？ 

二、问题分析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不仅是指在全新的任务面前要排除万

难去学会全新的本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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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