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云生毛泽东思想概论讲义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4/2021_2022__E6_B1_AA_

E4_BA_91_E7_94_9F_E6_c67_214574.htm 重点问题(1) 革命的

前途：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2) 对

资产阶级：基本理论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3) 革

命的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了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4) 党的建社和中共十六大文件相结合(5) 新民主

主义文化(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章节排序：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活的灵

魂1、中国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1)社

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矛盾是中华民族和帝国

主义、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规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

力、性质，但不规定革命前途。(2)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

和革命的两大历史任务的联系和区别：A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和革命任务有联系B富民强，没有直关联，关键是革命任务

为之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2、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1)革

命对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帝反封建

的基本内容是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消灭地主土地所有

制和打倒军阀。因为官僚资本主义只有封建性，买办性，是

帝国主义走狗，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消灭。(2)直

接目标和跟本目的：革命是一种手段方法，不是根本目的，

根本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直接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

，建立民主共和国，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目的服务和奠

定基础。(3)革命动力：工、农、小、民、开明绅士(4)革命领

导权：实践说明资产阶级无力领导民主革命，而中国无产阶



级的三大特点和三大优点，决定民主革命在中共领导下走向

胜利。(5)革命性质和前途：动力、背景和指导思想不能决定

性质，革命对象决定革命性质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非

资本主义的：(1)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因为有中共领导和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2)非资本主义概

念太笼统，不清晰明确：毛泽东说这是非资本主义的，也非

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4、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的三种主张：(1)三步走学说：革命对象不同，革命动力

不同，革命性质不同，革命方式不同，领导阶级相同，指导

思想相同，最终目标相同，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

和基础，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2)二次革命

论割裂二者关系，否定自已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3)一次革命

论混淆两者区别，多一个革命对象，少一个革命动力5、中共

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1)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

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2)官僚资本主义是革命对象，具

有封建性和买办性，阻碍资本主义发展。没收官僚资本具有

双重性质，是国营经济建立的主要途径，为社会主义革命奠

定了经济基础和提供了物质保证。(3)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动

力，具有两面性。因为是民主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性质，要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资本主义是保护先进生产力

，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历史的进

步。(4)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有利于资产阶级，更为无产阶

级创造物质基础，有利于整个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性质是帮

助社会主义。6、新民主主义纲领、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文化联系。(1)性质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而

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前期是宣传科学和民主，是旧民主主义文



化，五四后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2)和社

会主义文化联系：都维护现有政权，`传承文明和文化，都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都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不同点和侧重点不同，前者是革命的文

化，体现反帝反封建性，后者是建设的文化，培育四有新人

和三个面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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