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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产阶级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也有其妥协性和动摇性

的一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既

支持又动摇，既拥护中国共产党，也与中国共产党存在分歧

。试分析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是如何处理与资产

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的。 【提示】 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复

杂关系，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策略问

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之所以复杂，主要是因为：

第一，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复杂，既有官僚资产阶级、大资

产阶级，又有民族资产阶级.第二，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

，既有革命性的要求，又有妥协性的一面.第三，革命不同时

期，资产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也有所差异，中国共产党必须

适时调整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方针和政策，是考

研试题中反复涉及的一个知识点。2009年考生主要应关注以

下几个命题角度： (1)结合近代中国的阶级状况，分析无产阶

级应如何正确区分“敌、我、友”。 (2)结合革命不同时期革

命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分析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

性。 (3)分析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及其相互关系。 (4)

结合中国资产阶级的特征，分析中国共产党处理同资产阶级

关系的方针政策。 相关知识点1 分清敌我友是中国革命的首

要问题 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不同的时期，由于革命的主要任务有所

不同，主要矛盾有所不同，革命集中反对的主要敌人也有所



不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以国民党为

代表的封建主义和站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反共剿共的帝国主

义势力.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及

其在中国的走狗，而需要同国民党以及美英帝国主义结成统

一战线共同对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则是美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 2.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

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

民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

可靠的同盟军。这里主要指城市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

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因而不能划到资产阶级的队伍中。民

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

，决定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对他们政策的两面性，即实

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无产阶

级政党必须注意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即“左”倾关门主义政

策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相关知识点2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1.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特殊重要性和现实可能性。(1)特殊重要

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

会，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否率领他们去打倒共同的敌

人，其关键是能否在一定的形式下同他们建立并保持革命的

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这就导致了中国

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

必然导致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2)现实可能性：近代中国是

世界上各种矛盾的焦点，造成了中国最广大的各阶级、阶层

民众处于被压迫受剥削的痛苦境地，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问题上，又不断发生推移、转化



和变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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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切爱国的、不甘心受

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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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统一战线的具

体形式。(1)国民革命时期国民革命联合战线。领导力量是资

产阶级及其政党，统一战线的主体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

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统一战线形式具有高度统一的

特点。(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

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的主体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一时期党在统一战线

中忽视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犯了“左”倾关门主义

错误。(3)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领导力

量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主体是一切抗日

的力量，策略总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

顽固势力，根本策略原则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广泛的民族性和极大的复杂性.国

共两党两个政权、两个军队的合作.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

同的政治纲领.处于既有利而又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4)解放

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

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以蒋介石

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为主要任务。 3.统一战线中的两个

联盟。(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一是

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二是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

非劳动人民的联盟。(2)在这两个联盟中，第一个联盟是基本

的、主要的。参加这个联盟的是属于进步势力的阶级、阶层

和集团，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政治上具有极强的革命性，是



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首先巩固和发展这个联盟，统一战线

才能从根本上坚强有力，使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深厚的

群众基础，才能建立、巩固第二个联盟。(3)中国共产党必须

正确地处理这两个联盟的关系，一方面放手发展和加强工农

联盟，使它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依靠.另一方面，尽可能扩

大第二个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两个联盟之间

互相促进。 相关知识点3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

级的基本关系 1.革命时期对资本主义的基本政策。(1)中国的

资本主义分为两个部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官僚资本主

义是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动力，是要保

护的对象。(2)保护、发展民族资本的理由：首先，在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生产力.

其次，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即使新

民主主义社会中，民族资本主义仍然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

，因此仍然是保护和发展的对象。(3)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必要

的限制、节制，在不允许其操纵国计民生的前提下，保护它

、发展它，要对它唯利是图的一面进行限制和引导。(4)官僚

资本是革命的对象之一，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对官僚资本

主义的企业采取没收的政策。 2.必须坚持在革命统一战线中

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这是由资产阶

级的两面性决定的。(1)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

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必须进行必要的斗争。斗争的主

要手段是批评和教育，其目的是团结。(2)在抗日民族战争期

间，亲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有抗日的一面，无产阶级应该联

合它们，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大资产阶级出

于其本性又有反共和对日妥协的一面，对此无产阶级必须保



持高度警惕，进行坚决的斗争。(3)如果不能全面认识资产阶

级的两面性，往往会导致“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或“一切

联合、否认斗争”的“左”或右的错误倾向。(4)只有对资产

阶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才能有效贯彻无产阶

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持思想上、政

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既讲统一、又讲独立，牢牢把握统

一战线的领导权。 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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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