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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和发展的历史时期和标志是什么？来源

：www.examda.com 答：党的创立和国民革命时期：MZD思

想萌芽，标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是中国着眼于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调查和革命规

律的探索，初步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土

地革命前期：来源：www.examda.com MZD思想形成，标志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土地革命

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MZD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

而达到成熟，1945年党的“七大”，MZD思想被确定为中

国GCD的指导思想。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MZD继续得到

发展，这里，既有对已经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完

善，更有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2 MZD思想的科学

含义是什么？怎么正确理解MZD思想？来源

：www.examda.com 答：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MZD思想。MZD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GCD集体智慧的结

晶。MZD思想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在六个方面，即（1）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3）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4）关于政

策和策略（5）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6）关于党的



建设，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源

：www.examda.com 3 MZD思想的活的灵魂？ 答：MZD思想

活的灵魂，是贯穿于MZD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从而使MZD思想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事求是、群

众路线、独立自主，是MZD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这是MZD思想的精髓，或称根本点。 4 什

么叫实是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

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第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第三，独立自主。是人中国实际出

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独立自主，就是

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

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5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和形

成的标志、主要矛盾、历史任务？ 答：特点：第一，两种经

济同时并存，其中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了，

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

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相结合。第二，政治上主权沦

丧，资本帝国主义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而且操

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第三，中国的封建势力与帝国

主义相勾结，构成统治中国的社会的政治基础。第四，地方

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中国实际上

的不统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第五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广大民众，特别是

农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

穷和不自由的程度，为世界所仅见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是中

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标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主要矛盾：1）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2）封建主义

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历史任务：（1）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2）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6 为什么说五

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答：在五四运动中，中国

工人阶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

史舞台；一批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

识分子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在革命阵线上，它不再属于资

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而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7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

象、任务、领导者、动力是什么？ 对象：1.帝国主义 2.封建

主义 3.官僚资本。任务：进行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

革命，求得民族独立；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

级压迫的民主革命，求得人民解放。内容：土地革命动力：1

、工人阶级 2.农民阶级 3.城市小资产阶级 4.民族资产阶级。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则是在中国GCD领导下的工人阶级

。 8 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只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而不反对

一般资本主义？ 答：民主革命是不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的，因为相对于封建主义而言，资本主义是先进的生产关系

。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情况及其特殊，资本主义

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划分为两部分：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

资本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就划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

资产阶级。其中的民族资本主义是要保护和发展的，官僚资

本主义则是民主革命的对象，只有官僚资本主义才是要反对

的。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是因为

这种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地主阶级和旧式富

农密切的结合着，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垄断性。这种经济



的政治代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直接为帝

国主义所供养，并与封建统治阶级相结合。尤其是国民党统

治时期逐步形成的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

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成

为买办的、垄断的资本主义，成为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

础。 9 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

？ 答：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

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式，使之变成

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

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

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关于民主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党内曾发生过两种错误倾

向：一种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把中国革命过程中

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没

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要在两个阶段之间硬插一个资产阶级

专政的阶段。另一种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主张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混淆

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试图把两种不同性质的

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

观点只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没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 上述

两种观点都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10 新民主主义革命

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是什么？ 1）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

民主共和国。 2） 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3

）新民主主义的政体：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4）前途：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

非社会主义因素，将来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和国⋯⋯新

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1）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

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中心内容）。土地革命

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土地革命的演变：①中国GCD的第

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GCD

实行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二五减租、一分减息）。

③1946年“五四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

的指示》④1947年10月，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⑤1950

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2）没收官僚资本归新

民主主义国家所有，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的又一项重

要内容。~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3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极具特色的一

项内容。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保护的政策，不但有利于资产

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文

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