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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5/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88_90_c66_475956.htm 怎样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

的资产阶级革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区别） 先答新民主主义

三点路线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

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再答

两点革命性质（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毛主席指出"决

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

中国革命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主要的革命者

是工人阶级。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 它们之间主要区别表现在： 一是革命的领导权不同；五四

运动前，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是资产阶级；五四运动后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是工人阶级，其政党是中国共产

党； 二是革命的时代条件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处于世界资

产阶级革命范畴；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属

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范畴； 三是革命的指导思想不同：旧民

主主义革命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新民主

主义革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四是革命的前途不

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在中国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

国家。 中国革命为什么分两步走，关系是什么（新民主主义

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先答两步走的内容 毛主席指出

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性质，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

，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再答民主革命

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必要准备、必然趋势） 第一步是民

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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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答两种错误的路线 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的关系问题，曾经发生过两种错误倾向： 一种是陈独秀的右

倾路线：割裂两个革命的衔接，提出"二次革命论"，只看到

了两者的区别，忽视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一种是王明的"左"

倾路线：混淆了两个革命的界限，主张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只看到两者的联系，忽视了两

者的区别； 上述两种观点都违背了中国革命发展规律。 新民

主主义基本纲领的内容（政治、经济、文化） 三条政治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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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过渡形式，将来必然

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三条经济纲领 没收封建地主阶

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保护民族工商业； 四条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

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论述述人民民主专

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先答内容（必然性、各阶级地位关

系、本质特征、职能任务、组织形式） 第一， 论述了在中国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性； 第二， 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各阶

级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及关系。 人民民主专政

国家的阶级构成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城市资产阶级



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人民民主专政

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

主要是工农联盟；此外还包括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

殊联盟； 第三， 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是对人民

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 第四， 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

职能和任务：对外是防止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颠覆和破

坏，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对内是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保

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第五， 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是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

普选方法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各

级人民政府。 再答特点（国体、政体） 国体：人民民主专政

衔接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时期；扩大了民

主的范围民族资产阶级包含在内； 政体：政权组织形式是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的政党制度； 简述新中国建国初期，全党全人民的主要任

务（两大任务） 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①解放全国大陆，

建立各级地方政权；②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

国营经济；③完成土地革命；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国民

经济的恢复：①稳定物价；②统一财政经济的管理；③开展"

三反""五反"运动； 简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必然性 第一， 实

现工业化，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 

第二，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实现工业化，建设社会

主义的需要； 第三， 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是发展农

业和社会生产力的需要； 第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人

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迅速发展，为转变提

供了坚强的政治、思想和物质保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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