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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532043.htm 第9题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

题，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在

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分别提出过工农民主政权、

抗日民主政权、民主联合政府等政权主张。试结合中国革命

的历史进程，说明“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和

主要纲领”。 【提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完整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在革命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革命的具体形势，

提出了不同的政权主张。1940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

纲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以往政权主张的经验教训，规定了

革命的政治目标，明确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经济纲领2007

年第36题考查过，而文化纲领的内容相对简单(考虑与社会主

义文化的对比)，因此，政治纲领的相关内容更应该引起考生

的关注。2009年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角度： (1)结合中国共产

党在革命不同时期的政权主张，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

纲领。 (2)分析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三种不同政权主张的实质。

(3)结合国家的本质和职能，分析“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

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 相关知识点1 国家的本质和职能

1.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

产物和表现，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表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国

家本质上是一个阶级概念、政治范畴，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关。 2.国家的本质是



通过国家的职能，即国家的社会作用表现出来的。国家职能

就是与国家根本任务相适应的国家活动的基本方向和最主要

方面。 相关知识点2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不同时期的政权主张

1.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

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这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包括小资产

阶级在内的工农民主政权。工农民主专政基本上属于新民主

主义政权性质，其具体的实施形式是工农兵代表大会。 2.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

“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

政权形式，不同于工农民主政权。在政权组成人员上，共产

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

间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 3.抗

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

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 4.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

政权主张。 5.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政治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无产阶级

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领导的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

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

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2)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

毛泽东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3)

新民主主义政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革命进程中一定时期

所采取的过渡性质的国家形式。这里面既有社会主义因素，

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领导的人



民军队和马列主义的指导将保证它向社会主义转变。 相关知

识点3 三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和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

》) 1.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指出，“即使把日本帝国主

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

、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

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2.代表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等进步力量建立

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和加强大地主大资产

阶级统治，实际是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

。 3.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也在积极活动，主张建立资产

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资产

阶级共和国道路走不通，原因在于：(1)帝国主义国家不允许

。(2)国际社会主义力量不允许。(3)中国工农大众不允许。(4)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4.中国共产党主张建

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要求真

正的和平、民主、统一，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联合政府

主张是根据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比提出的，民主联合政

府中既包括了革命阶级，又包括了国民党集团，是中国共产

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根据革命形势的灵活运用，是能为全

国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建国方案。 共产党领导人们“建设一个

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

、富强的新中国”的有利条件包括：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

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第三，有全

国广大人民的援助.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

助。 5.因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使中国继续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命运，民族资产阶级改变不了“老中国”的命运。

只有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

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 相关知识点4 人民民主专

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 1.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是新型国家，它是从有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人

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对人民的民主

与对敌人的专政的统一体。 2.人民民主专政之所以是主要经

验：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革命的首要

任务是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中国无

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小

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人民民主专政

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加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成功，这一主张最终成为

现实。 3.从中国革命经验看，三条主要经验即三大法宝集中

到一点上，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

专政。从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看是武装斗争和军队.从阶级关

系看是统一战线，从领导力量看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4.

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因为中国革命是分两步走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还只是第一步，接着还要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要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条件，

使中国有可能在共产党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 5.毛泽东和中国共

产党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理论，充分认识到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

面又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理论，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系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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