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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B0_E6_B8_85_EF_c73_114615.htm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基本问题 一、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 (一) 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主要法宝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

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

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

个主要的法宝。”他还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

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

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统

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

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

等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此知识点在2002年理科多

选题第22题考查过) （二）中国革命必须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

主要形式。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 1、长期的武装斗争是中

国革命进程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法宝

。(1)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无独

立。(2)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是异常强大的，也是异常凶狠的，

不仅拥有强大的反革命武装，而且得到帝国主义经济、军事

和技术的援助。（3）“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进行武装斗争

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基本

经验之一。八七会议毛泽东首次提出。 2、中国的武装斗争

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第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

题是农民问题。第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第三，



农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军队的官兵基本是穿上军装的

农民。 （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基本理论。

1、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基本依据：暴力革命

，或武装夺取政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但武装斗争的具

体道路却因国情而有所不同。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

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

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

，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这些原因和条件是：(此知识点2000年文科第21题、理科第22

题、2005年第8题考查过)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

展的根本原因。第二，国民革命的政治影响是红色政权存在

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之一。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

展，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又一个客观的条件。第四

，人民军队的存在和不断壮大，这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

展的必要的主观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

策的不错误，这是保证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性的

主观条件。 2、“工农武装割据” 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

由之路：“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

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毛泽东

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

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

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标志着具有中国特

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



成。 （四）人民军队建设的原则：1、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

建设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在1927年9月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的

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最早体现了这一原则。1929年古

田会议确立了这一原则。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

的惟一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通过人民军队

的三大任务体现出来的。这三大任务是：第一，打仗消灭敌

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3、

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生命线。军队政治工作有三大原

则，即官兵一致原则、军民一致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

的原则。与军队政治工作原则相一致，还必须从方法上在人

民军队内部实行三大民主，即（1）政治民主；（2）经济民

主；（3）军事民主。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 

（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特殊重要性和现实可能性 1、统

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是中国革命的一大

法宝。 （1）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斗争中必须领导和组

织统一战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2）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中国在阶级构成上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

社会，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无产阶级虽然革命性最强，但人

数毕竟很少。因此，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键就在于结成最

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3）是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和敌我

力量对比的不平衡性，导致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不平衡性

，中国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取得全国胜利。

2、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现实可能性：（1）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中国社会，是近代世界矛盾的焦点，存在着内外部的多种

矛盾。（2）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最主要

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一历史条件决定了无



产阶级可以结成包括全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在内的最广泛

的统一战线。 （二）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的

革命统一战线随着一定时期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的变化而

不断发展。它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1）国民革命时期的

联合战线。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实现了国共两党首次

合作，标志着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组成部分为无产阶

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主张

新三民主义的爱国者。组织形式为改组后的国民党。 （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此知识点2002年文

科单选题第7题考查过)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

一战线，支持国民党的蒋介石集团。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的统一战线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基本上是三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故称为工农民主统一

战线。 （3）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统一战线。为了一致抗日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实现

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仅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

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还有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和中小地主阶级、开明绅士等，都可以加入到抗日民族资

统一战线中。 这个统一战线与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

相比，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复杂的

阶级性；二是国共两党各有政权和军队的合作；三是没有固

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只能采取遇事协商的方式

维系合作；四是国共两党经历了三年合作、十年分裂后的再

度合作，双方都有合作与分裂的经验教训；五是处于有利而

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此知识点1999年理科多选题第22题考

查过)上述特点要求共产党必须处理好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



关系，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4）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中共

建立了反蒋爱国统一战线，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参加者也

十分广泛，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

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各方面的反蒋爱国分子。 （三）实

现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经验。 1统一战线中的两

个联盟及其关系。（此知识点在2000年理科材料题第36题中

已考查过） 两个联盟：一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

，这个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二是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

非劳动人民的联盟。（此知识点在1999年理科辨析题第25题

考查过） （2）两个联盟的关系是：第一个联盟是基本的、

主要的，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同时必须注意巩固和发展第二

个联盟。具体说：第一，放手发展和加强工农联盟；第二，

尽可能扩大第二个联盟；第三，正确的发挥两个联盟之间的

相互作用，使它们相互促进。 2、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对

同盟者领导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第一，率领被领导者（同

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第二，对

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

者给以政治教育。（此知识点在2001年理科多选题第22题考

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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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