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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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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为了深挖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

底，辽宁省委宣传组理论问题讨论会在狠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

领之后，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集中研究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

关系问题。现将《关于阶级关系问题的讨论情况汇集》翻印下发，仅供参考。 

~~~~~~~~~~~~~~~~~~~~~~~~~~~~~~~~~~~~~~~~~~~~~~~~~~~~~~~~~~~~~~~~~~~~~ 

一、关于阶级关系的三个基本问题 

1.为什么要研究阶级关系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重视阶级关系问题，列宁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

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

正确立场”。早在五十年前，毛主席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

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

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又

提出：“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

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

个斗争的大方向。” 

研究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明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这是我们正确理解、自觉执行党的

路线、政策的必要前提。列宁说：“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

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

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毛主席也曾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

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

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

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联系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

争的现实，学习这些教导，大家认识到，只有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特别



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看到资产阶级在哪里，我们才算正确理解了无产阶级专政

的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从而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2.研究阶级关系的变化，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①注意分析社会的基本矛盾。今天，特别要注意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

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例如，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表

现之一，如果不加以限制，使其逐步缩小，反而维护它，扩大它，就必然引起阶级关系的

变化。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直接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这种情

况，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就是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②注意分析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是要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这对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变化，各自力量的消长，要特别注意无产阶级这

个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不然的话，就难以看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一提起资产阶级，

就只盯着早已被打倒的、党外的老牌地主资产阶级，而看不到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这个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 

③注意每次大的革命运动之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总是

在不断地变化着，在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之后这种变化尤其显著。列宁说过：“在无产阶级

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

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毛主席在生产资料的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曾指出，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

方面的大变动，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来。分析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不仅要看到人们

经济地位的变化，更要看到政治态度的变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影响极为

广泛，极为深刻，也必然对各个阶级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当前研究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必须注意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3.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们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研究阶级关系问题，就要着力研究社会主义革

命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 

毛主席早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国

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告诫我们，一些在拿枪的敌人面

前不愧英雄称号的人，有可能在资产阶级的糖弹面前打败仗。 “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

况”。在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又指出：“被推翻的地主买

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

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一九七四年

底，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明确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

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

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

主席的这些指示，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时其阶级关系变化的科学分析和精辟论述，是我们研



究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唯一准则和锐利武器。 

那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同志们认为： 

①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变成了执政党；由于阶级和

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党内一部分人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腐化堕

落，不想革命或反对革命了，开始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和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压迫人

民群众，维护既得利益，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成了新

的资产阶级，成为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 

②老牌的资产阶级丧失了政治权力之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以后，又完全丧失了原有的经济地位。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没有力量和无产阶级较

量，于是就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身上。他们对党员干部的腐蚀拉拢

活动更加猖狂。 

③小生产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多数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集体化，但在一部

分人中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仍然很严重，仍然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工人阶级

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失去了“五张皮”，有些人向无

产阶级靠了，但有些人却是梁上君子，不大愿意粘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处于十五个吊桶

打水的状态。这些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的对

象，始终在不断地动荡和分化，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会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站到无产阶级

方面来的，极少数人可能要带着花岗岩的脑瓜去见上帝。 

 

二、关于资产阶级在哪里的问题 

…… 

大多数同志认为，“资产阶级在哪里”，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它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也关系到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方

向。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是

完全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的，符合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主要是

从四个方面来理解的： 

1.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看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世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

的，都存在着对立的统一和对立的斗争两个方面。党也不例外。 

毛主席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

中、右”。这就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可以分析的。在我们党内，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动摇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修正主义者，这就是党内的左、中、右。我们党内产生资产

阶级是不足为怪的，这不仅因为党在一个一个的革命高潮中会带进一些泥沙来，从而造成

成份不纯，而且还因为党在革命斗争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被急速前进的列车甩下

来，不再前进甚至反对前进了。走资派就是党内反对无产阶级的一个派，这个派就是党内

的资产阶级。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这

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生死斗争的旋涡里，抱着善良愿望、好心肠，

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走资派的辩护士。我们敢于承认党内存在着阶级斗争，并为实现共产



主义而积极地开展阶级斗争，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彻底的辩证唯物论。 

我们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我们党公开申明

党内存在着这种斗争，经常地发动群众进行整党，从组织到思想，不断清洗自己的不纯，

吐故纳新，吸进新鲜氧气，吐出二氧化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性。这恰恰表现了我们

党的彻底革命精神，证明我们不仅能够战胜拿枪的敌人，而且能够战胜修正主义，挖掉从

自己身上长出来的痈疽和毒疮。我们这样做，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党的光辉，恰恰说明我们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请问，有哪一个资产阶级的党、修正主义的

党，敢于这样做呢？都是不敢的。因为他们是反动的，不革命的，一旦实行彻底的辩证唯

物论，进行革命，他们就要垮台。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十次大的分裂，但是却越战

越强，日益兴旺，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它是在斗争中

诞生的，也是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今后它仍将经历十次、二十次大的斗争和大的分裂，

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但它也必定能经得起这种分裂，从而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 

 

2.从建国以来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来看 

早在同高、饶反党集团斗争时，毛主席就指出，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 

在总结同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经验时，毛主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

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

斗争的继续。” 

当毛主席觉察到刘少奇搞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时，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出修正主义，

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还指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并且指

出，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

社会主义的人。” 

一九六五年九月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尖锐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

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

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

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

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是

炮打刘少奇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主席后来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

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

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 

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指出，一九五七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

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

令部的斗争。 



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毛主席又提出了“党员一部分”也有产生资本主义和资

产阶级的情况，告诫全党：“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主席的一系列论述，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在党内，就连资产阶级司令部

都在党内，资产阶级怎么可能不在党内呢？两条路线的斗争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

阶级在党内的大搏斗。 

3.从建国以来的斗争实践来看。 

建国以来，特别是反右斗争以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同党

内走资派的斗争上。 

经过反右派斗争，被剥夺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不仅失去了经济上同无产阶级较量的实

力，而且在政治上已经声名狼藉。于是他们就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党内出修正主义上。 

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带领他的军事俱乐部的大小喽罗，向我

们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向共产党夺权。

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很快摧毁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俱乐部。 

随后，刘少奇又跳了出来。他网罗了一伙叛徒、特务、走资派，组成资产阶级司令

部，向无产阶级发动全面进攻。他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打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幡。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

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接着，林彪反党集团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抢班夺权，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他们甚嚣尘

上，杀气腾腾。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 

当前，邓小平又逆流而上，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推行一条与毛

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组织“还乡团”集结反革命力量，大刮右倾翻案

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妄图颠覆无产

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斗争实践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发展

的必然规律。 

4.从苏联变修的情况看。 

苏联变修的根本原因，一不是外来帝国主义的颠覆，二不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

新上台，而是苏联共产党内部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篡权复辟。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

的出身看，有的是矿工，有的是机械工，还有的是乞丐。就是这些人，后来变成了旧土壤

上长出的新毒草、资本主义的复辟狂。这些人上台，是以老干部、老党员、革命功臣、红

色专家的外衣作掩护，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当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苏联共产党正是对

这样一批头戴光荣帽的资产阶级分子放松了警惕，以至让他们把好端端的苏联变成了社会

帝国主义，这个教训也清楚地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是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 

为了深刻理解“资产阶级在党内”的问题，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

论和历史唯物论，弄清“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哲学依据；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

学，弄清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社会根源；深入学习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两条

路线斗争史，认识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必然性。 



三、关于为什么党内会产生资产阶级的问题 

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产生资产阶级，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的。在学习讨论中，同志们由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入手，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

础、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分析了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  

1.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

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是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根源。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剥削阶级

思想的臭气和毒菌，残存在各个角落，并且毒害着我们党。我们推翻了旧社会，然而旧社

会还在用千万条绳索捆绑我们的手脚，拉我们后腿。特别是那些妄图侵略和颠覆我们的帝

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那些早已被打倒但复辟之心不死的老牌地主资产阶级， 总是千

方百计地用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向我们党进攻，腐蚀我们的党，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

理人，这是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

资派，之所以对教育、科技那么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们要夺回这些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世

袭领地，用来培植复辟势力，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2.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 

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

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虽然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

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

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

派那么拼命地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这块旧土壤上培

植新毒草。 

 

3.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领导干部是当权派。手中有权，这是一

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党员干部向资产阶级演变的一个方便条件。 

在分析了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客观条件之后，同志们还进一步讨论了其主观原因。 

毛主席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同

是当权派，同样处于上述那种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中，一些同志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而另一些人却为什么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了资产阶级了呢？这

就不能不从主观上找原因。 

第一、这些人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端正。他们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是干什么的，怎么

干法，所以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人民服务，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为少数官老爷

服务。他们不抓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迷信唯生产力论，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竭力强

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党和人民给的职权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特权，走后门、拉关



系，多吃多占，挥霍浪费，大刮资产风。在他们掌权的地方，按劳分配实际上已经变成了

按权分配，不劳而获，劳而不获的现象重新出现，领导和群众之间平等的同志关系已经变

成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群众已经丧失了

主人的地位，由于分配和人们相互关系方面这些变化的反作用，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或

集体所有制已经名存实亡了，实际上变成了他们所有。就这样，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无

本获万利，成了暴发户，成了走资派，成了新的资本家，新的资产阶级。这种经济地位，

决定了他们的反动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极端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

大革命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由欺压群众的官老爷变成了受群众审查的对象。有

的还被降了职，有的还下了乡，失去了小洋楼，失去了小汽车，子女也不得不和工人子女

一样上山下乡，总之，建设寄生虫的天堂的美梦被打破了。这比掘了他们的祖坟还厉害，

比死了亲妈还疼心，他们怎能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呢？这样，他们怎

能不成为资产阶级呢？ 

 第二、这些人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毛主席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

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

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有许多党

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

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

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

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有的人，

特别是一些老干部，往往以“老革命”、“老党员”、“老功臣”自居，不注意改造世界

观，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对党的最低纲领是赞成的，也是拼命干了的，因为

这能给他们带来某种利益，可是，对党的最高纲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既得利益一到

手，革命也就到头了，该轮到我捞一把，专心致志地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因此，他们总

是埋怨革命的车子走得太快了，“过站了”，总是力图把头脑中的资产阶级王国变为现实

的资产阶级王国，由不想革命，到反对革命。这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修正主义路线一

出来，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一拍即合，跟着拼命干了。 所以，一个领导干部，掌权人，

如果不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会变成走资派，变成新的资

产阶级。这是毫无疑义的，非常危险的。 

四、关于怎样认识走资派是资产阶级的问题 

大家认为，按照通常的理解，资产阶级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并且利用其占有的生产资

料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我国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

产阶级，他们所以是资产阶级，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资本，他们是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

者，这是资产阶级的根本标志。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所有制变更

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在我国已经基本消

灭。党内走资派就其个人来讲，并不象过去资本家那样拥有资本，占有生产资料，那他们

为什么会成为资产阶级呢？ 

同志们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权”是关键所在。老资产阶级是靠占有

资本的多少，决定其社会地位高低和权力的大小。在旧社会有钱就有权，“有钱的王八大

八辈”就是这个道理。而今天的走资派却是靠篡夺党和人民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管理、支配生产资料和分配产品，逐步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成为走

资派所有制，无偿占有社会财富，剥削工农群众。所以说，走资派是有权就有钱。如果把

权夺掉，他们就狗屁不是。 



为了便于理解这个问题，大家把走资派所有制和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作了比较，觉得有

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走资派是通过篡夺领导权，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拚命扩大资产阶

级法权，来取得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管理、使用和支配的权力，他们表面上承认生产资料

是国家的财产，并不改变全民所有制的名义，但却是在这个名义的掩护下，把社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的实际内容抽掉，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是这样。如果走资派篡夺了

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就会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即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走资派所有制，是走资派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并不属于那个走资派个人所

有，而是走资派通过国家的名义集体占有。这一点有它的欺骗性。走资派所有制比资本家

私人占有制的垄断程度更高。走资派之间的联系，比资本家之间的联系紧密得多。他们彼

此照应，相互依赖，结成一个链条，“更有计划地搜取利润”，更残酷地榨取劳动人民的

血汗。 

第三、走资派所有制，在分配方面，是打着按劳分配的幌子，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之

间按权力大小进行分配。 

第四、走资派所有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但是却披上

了“国家”、“党”、“上级”的外衣，对工人农民进行压迫，他们可以用国家的法令、

政策、制度、党的纪律、上级指示等手段，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统治。 

从以上特点中不难看出，虽然走资派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实际上却享受有比过去

资本家更大的支配生产资料和产品分配的权力。走资派之所以有更大的欺骗性，就在于他

表面上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 

怎么识别新的资产阶级呢？同志们认为产生资产阶级的因素是复杂的，有经济的原

因，也有政治的原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要注意下列的情况： 

第一、要看其经济地位。新资产阶级不仅享有“三四百块一栋楼，汽车警卫样样有”

的既得利益，而且还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面扩大资产阶级法

权所带来的种种利益。他们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获得大量货币和商品，大量无偿地占

有别人的劳动。 

第二、要看其政治态度。环境可以影响人，经济条件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但是人也

是可以改变环境的。有些人虽然有“三四百块一栋楼”的条件，但由于努力改造世界观，

就能够坚持继续革命。有的就躺在安乐窝里，闹享受闹待遇，不革命甚至反对革命。新资

产阶级分子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集中表现为疯

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竭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五、关于阶级关系新变化给我们继续革命提出什么课题的问题 

同志们都感到，搞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知道了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对

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认识得更深了，继续革命的方向看得更清楚了。

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究竟为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提出了什么课题呢？大家

着重谈了三点： 

1.必须把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注意力放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抓两条路线的

斗争。 

过去那种一提阶级敌人，就只盯住几个明牌敌人的旧观念应该破除。列宁说过：“使我

们的力量，使我们的精力增加十倍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危险的认

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而这种危险主要来自党内走资派。所以，我们



要把“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同走资派作殊死的搏斗，

“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集中表现为两条路线的

斗争。走资派往往以老革命的面目出现，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我们必须随着注意党内路

线斗争的动向，及时察觉走资派的阴谋活动，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象过去斗地主、资

本家那样去斗党内走资派。  

2.要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运用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

器，打退党内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

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因此，和党内的资产阶级作斗争，靠少数人不行。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就是动员亿万革命群众开展反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

初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

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

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

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重大现实意

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认真总结和运用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胜利地开

展反修防修的斗争。 

群众的觉悟，是能不能造成反对走资派的群众运动的关键，正如列宁所说的：“在我们

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

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这就要求我们经常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

育，使广大群众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识别能力，以便修正主义

一冒头，广大革命群众就能迎头痛击，战而胜之，从而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3.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 

党内出资产阶级这个事实说明，每个人都有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可能性。要使自己能

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不当走资派，不做投降派，就要

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用气力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从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迫切需要出发，彻底改造世界观。改造世界观，在当前主

要是清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半截子革命思想，不维护既得利益，不追求资产

阶级法权，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监

督，习惯于在“四大”中生活，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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