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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B2_E5_AD_A6_EF_c73_113054.htm 第七章 南京政府的建

立和苏维埃革命的兴起第一节 南京政府的建立及全国的“统

一”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

立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原江苏省议会举行

成立典礼。形成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南京国民政府、奉系军

阀张作霖把持的北京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

（二）宁汉合流国共合作分裂后，国民党内部形成蒋介石派

、汪精卫派、胡汉民派以及西山会议派。其中，主要表现为

宁汉双方的对立和斗争。1927年8月8日，宁方的蒋介石、李

宗仁、胡汉民等11人发出通电，表示欢迎武汉重要分子至宁

“柄政”。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至1928年2月掌

握了党、政、军大权。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

军总司令。二、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和东北“易帜”（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蒋、冯、阎、桂四派新军阀对

奉系军阀的“北伐”。1928年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

北伐”。5月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6月4日凌

晨，张作霖被日军炸后不治身亡。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

一”告成。（二）东北“易帜”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威胁和阻

挡，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

政府，改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

。三、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内政外交（一）国民党一党专政

的政府体制的建立1928年8月8日至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五

中全会，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会议通过了25



项议案，体现了“以党治国”、“以党治政”、“以党治军

”的原则，初步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二）

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南京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就在全国建立了

“清党委员会”。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制

止共产党阴谋案》。为了对人民实行高压统治，国民党先后

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三）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国民

党政府除出卖国家主权向帝国主义借债外，还通过增加税收

、发行公债、进行金融投机等各种手段，加重对人民的剥削

，掠夺财富，逐步形成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

官僚资本主义。（四）外交政策1．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奉行对

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2．改订新约运动1928年－1931年评价3．

对苏联采取了强硬的反苏政策第二节 新旧军阀的混战蒋、冯

、阎、桂四大军阀集团之间的混战。一、蒋桂战争1929年3月

，首先爆发了为争夺两湖地盘的蒋桂战争。二、蒋冯战

争1929年5月，蒋冯战争打响。三、中原大战1930年春，中原

大战终于爆发。通过中原大战，蒋介石确立了在各派军阀中

的优势和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第三节 中共领导的武装斗

争和红色根据地的建立一、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一）八

一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李立三、叶挺、朱

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发表了《八一起义宣

言》。意义。（二）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为了

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新的路线和政策，在汉

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

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著名论断

。意义和局限性。（三）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



秋收起义爆发。三湾改编。（四）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

，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举

行了广州起义。意义和教训（五）其他起义1927年秋至1928

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还先后发动了多次武

装起义。二、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一)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创立和发展至1928年2月，先后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

三县的工农兵政府和赤卫大队，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的

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1928年4月，朱德、陈毅与毛泽

东所部胜利会师。5月，先后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

赣边界特委和以袁文才为主席的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7月，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及其周

围地区，面积达7000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65万。在军事战

术方面，毛泽东、朱德总结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游击战基本原则，从而为红军

战略战术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

历史意义。(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开辟1．赣南闽西根据地2.

湘鄂赣根据地3.闽浙赣根据地4.鄂豫皖根据地5.洪湖湘鄂西根

据地6.广西左右江根据地总之，从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到1930

年，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遍及10多个省区的15块农村革命根

据地，正式红军已发展为13个军7万余人。(三)土地革命的广

泛开展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1928年12月

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

地法。它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其缺点是

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仅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及土地所有

权属于政府，禁止买卖。1929年4月制定和颁布了《兴国土地

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



“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7月，在上杭召开

的中共闽西“一大”上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了

“分田时以抽多补少为原则”。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

，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从而有

力地推动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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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