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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83_BD_E6_95_99_E8_c73_454710.htm 一、重要会议简记 一

大奋斗目标提，革命对象错确认；二大高低两纲领，秋白统

一战线提； 三大国共合作忙，思想组织要独立；国民一大新

三民，联俄联共扶农工； 四大首分两资产，无产领导工农盟

；五大工农小资产，新创民族独裁制； 八七独秀枪杆子，革

命起义总方针；六大新民革命定，无产基础批左右； 古田军

队服从党，党建军建纲领文；六届四中王明左，革命质形路

军乱； 瓦窑堡民族抗日，老毛提马主中化；遵义中共首自决

，老毛领导地位立； 洛川抗日有措施，减租减息转游击；六

届七中尊老毛，若干问题有决议； 七大少奇改党章，三大作

风论联合；七届二中贺胜利，农村转城两务必。 二、历届重

要会议 1. 一大 （ 1921.7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一大立党，二大立纲） 贡献：

①提出党的奋斗目标；②确定革命对象（可惜错了）。③ 中

共诞生，并提出了最高纲领 2. 二大 （ 1922.7 ）半殖半封；资

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性质；民主纲领：消内乱，打军阀，建和

平最高纲领 --- 共产主义；最低纲领 --- 民主共和国； 提出了

最低纲领（找到了革命的对象） [ 提出革命纲领的因素 ] ①主

观上：马中结合；国情认识 ②客观上：时局变化；列宁帮助

[ 意义 ] ①分析社会和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②明确

两步走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 ③ 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

主革命纲领 ；④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3. 三大 （

1923.6 ）①国共合作，党内合作，②提出“真正的平民政权



”； ③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 左 ” 右两种错误倾

向 --- 陈右倾，提到但没有做斗争 献：提出党的奋斗目标 国

民党一大 （ 1924 年 1 月）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② 

国共合作的基础：新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核心是

民权） 4. 四大 （ 1925.1 ）讨论问题： ①无产阶级领导权；②

工农联盟 [ 功绩 ] ： ①提出 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 ② 

国民党分为左、中、右（ 扩左、争中、反右 ）；工农运动；

③明确将资产阶级分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5. 

五大 （ 1927.4 ）纠正陈的机会主义（对待农民问题的错误）

没有真正改正 提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独裁制”。五大

实际上并没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6. 八七 （ 1927.8 ） 提出枪

杆出政权 ；纠正陈右倾；总方针：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秋

收起义 7. 三湾 （ 1927.9 ）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组织、政

治、思想建军 8. 六大 （ 1928.6 莫斯科） 没收一切土地，依靠

贫雇、联合中农 ；批判王 “ 左 ” 右倾和陈右倾 1 ）肯定国

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确

定①革命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中心任务：工农民主

专政的实现和发反帝反封建；③革命的力量：工农阶级；④

革命的前途：社会主义；⑤ 革命的形势：两个高潮之间，新

的高潮即将到来 2 ）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左倾

盲动主义，提出 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 3 ）缺点：对中间阶

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认识的估计和政策

4 ）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 9. 古田 （ 1929. 12 ）

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 六届四中 全会 （ 1931 年 1 月）王明

的左倾占统治地位，主要表现有： 1 ）在革命性质上：混淆

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把反资和反帝并列



2 ）在革命形式上：强调革命高潮的到来 3 ）在革命道路上：

坚持以城市为中心 4 ）在军事方面：军事教条主义，用所谓

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 10. 遵义 （ 1935.1 ）①讨论军事路

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注：没说政治路线问题） （ PS ：政策问

题－瓦窑堡；思想问题－延安整风；作风问题－七大） ；② 

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 ；③是幼年党向成熟党转变的标志。

11. 瓦窑堡 （ 1935.12 ）① 中共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②将

“ 工农共和国”变“人民共和国”； ③无产阶级和全民族（

两个先锋队） 榜罗镇会议 ：正式确定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

的大本营。 12. 洛川 （ 1937.8 ）全面抗日路线（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无产阶级领导权；减租减息解决农民

问题 13. 六届六中全会 （ 1938 年）总结抗战经验，纠正王明

右倾投降主义； 毛提出“马克思中国化” 14. 六届七中 （

1945.4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历史经验；确立

毛泽东思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 建党学说重要内容（思

想建党）；世界观和党性（作风建设）；整风处理党内矛盾

；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国民参政会 （ 1944 年 9.15 

）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正式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

张 15. 七大 （ 1945.4 ） 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第一

次总结 ； 确立毛思为党的指导思想 ； 《论联合政府》提出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区别他党的标志）； 作风建设 （世界观

和党性原则） 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最终目的 （解放、发展先进

生产力，由落后农业国变成先进工业国） 刘少奇《关于修改

党的章程的报告》群众路线 （根本政治和组织路线） 群众路

线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群众

负责；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 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 上（ 1948 年 9 月），毛泽东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

问题 16. 七届二中 （ 1949.3 ）① 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

两个转折、两个务必） ②毛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现状以及

党应采取的基本政策；③ 毛第一次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 17. 

七届三中 （ 1950.6 ）国民经济恢复期主任务及战略和策略方

针；毛提《不要四面出击》。 [ 实现任务三条件 ] 土改完成；

工商业合理调整；国家机构经费节俭。 [ 过渡时期总路线 ] 一

化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对（农、手工、工商的社

会主义改造）－建设与改造并举 七届六中 （ 1955 年 10 月） 

， 初步形成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 一届人大 （ 1954 年 10 月

）， 通过第一部《宪法》 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 知识分子会

议 （ 1956 年 1 月），周恩来表述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 18. 

八大 （ 1956. ９）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 [ 国内外形

势和国内主要矛盾 ] 工业国与农业国；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

要与不能满足需要 [ 主要任务 ] 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

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方针）

： [ 经济 ]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管理

体制）适当扩大地方权限，并调整一些经济管理体制－陈云 

“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 （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

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

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 [ 政治 ] 扩大民主，建立健全法制－董

必武：依法办事是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必须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党和各民主党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坚持党

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 任务：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

，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科学文化指导方针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对外政策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八大二次 会议（



1958 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八

届九中全会 （ 1961 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三

届人大第一次会议 （ 1964 年 12 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

议，第一次公布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 邓

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上（ 1979 年 3 月），

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果断停止

“以阶级斗争为纲”，纠正“文革”中和以前左倾错误，这

是党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马克思同中国实

际相结合第二次飞跃的起点。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 1981 

年 6 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确立

了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

路线，独立自主 中共十二大 （ 1982 年） 1 ）对毛泽东思想的

科学含义作了重要补充：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2 ）提出：走

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 ：明确规定邓小平理论为中国国家与中国各族人民的指

导思想。 十三大 （ 1987 年）：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党的基

本路线；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十四大 （ 1992 

年 10.12 --18 ）：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十五大 （ 1997 年 9.12--18 ）：进一步阐

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1 ） 高举

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和指导意义 2 ） 进一步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和基本纲领。 3 ） 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

文化做全面部署 4 ） 确立跨世纪发展宏图 5 ） 明确回答了邓

小平死后中国怎样继续前进这个重大问题。 十四届五中全会



1995 年和 97 年 十五大 把第三步再分为三个小阶段： 1 ）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

，比较富裕，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2 ）再经

过十年，到建党一百周年时，经济更加发展，体系更加完善

3 ）到建国一百周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

家。 三、 25经典文献 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1925 年） 毛泽东最早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文章 1 、分

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

问题。 2 、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

中国革命的敌人； 3 、资产阶级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

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软弱性、妥协性。 4 、

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农民是最可靠的同盟

军； 5 、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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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