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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535540.htm 第一部分：备考预测 1.正确认识

和处理中国革命中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背诵要点]一、

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中

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一)由于旧中国

经济落后，民族资本主义是进步生产关系；在不操纵国计民

生范围内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有益于社会进步。(二)民族资

产阶级是革命动力之一。 三、官僚资本主义具有买办性、封

建性和垄断性，阻碍生产力进步，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对象。 [

出题形式]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两部分以及官僚资本主义

的特性可考多选。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背诵要

点] 一、中国无产阶级一般特点和特殊优点：(一)一般特点：

一是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二是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三是

历史上最进步阶级。(二)特殊优点：一是深受三重压迫，具

有革命彻底性；二是分布集中，便于团结斗争；三是与农民

有天然联系，便于结成结盟。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核

心和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无产阶级对革命

的领导权，百考试题祝你好运。 三、无产阶级领导实质：共

产党领导。 四、我党争取和实现领导权基本经验：(一)责任

：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二)关键：建立统一战线；(三)策

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又联合又斗争方针；(四)支柱：建

立革命武装；(五)保证：加强党的建设。 五、批判在领导权

问题上所犯的两个错误：(一)陈独秀右的错误：“把整个队



伍送出去”，放弃领导权，导致国民革命失败。(二)王明“

左”的错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把自己孤立起来，成

了“无兵司令”，也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出题形

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核心和无产阶级领导实质可考单选

。中国无产阶级一般特点和特殊优点、我党争取和实现领导

权基本经验和批判在领导权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可考多选。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特点。 [背诵要点] 一、决定革命性

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 二、半殖民地半封

建中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即资

产阶级性质革命。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是一般的旧式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

新式、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新的领导阶级：无产

阶级；(二)新的革命阵线：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

三)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四)新的前途：社会主义。

[出题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特点可考多选。 4.人民民主专政

理论。 [背诵要点] 一、提出：(一)1948年在《将革命进行到

底》中首次公开使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二)1949年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

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 二、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主要经验

和主要纲领：(一)主要经验：1. 国家政权成分：武装斗争和

军队；2. 阶级关系：统一战线；3. 领导力量：党的建设。(二)

主要纲领：由于中国革命两步走，人民民主专政是从新民主

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根本政治保证。 三、人民民主专政理

论内容：(一)民主与专政辨证关系：1. 人民民主专政本质特

征、最显著特点：对人民民主(建国初期工人、农民、小资产



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范围)，对敌人专政；2. 民主与

专政是互为条件、辨证统一关系。(二)各阶级地位：1. 领导

者：工人阶级；2. 阶级基础：工农联盟；3. 团结对象：民族

资产阶级。(三)职能和任务：1. 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维护

国家独立与安全以及世界和平；2. 对内：(1)镇压敌人，保护

人民；(2)管理经济，发展生产；(3)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由新

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实现共产主义。 四、人民民主专

政的实质是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人民民主专政

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1. 领导力量都是工人阶级；2. 阶级基

础都是工农联盟；3. 主要任务都是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

；4. 历史使命都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二)人民民主专政特

点：1. 衔接两个革命阶段；2. 扩大人民民主范围；3. 概念表

述准确鲜明。 [出题形式]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提出可考单选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以及人民

民主专政理论内容和实质可考多选。 5.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

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 [背诵要点] 一、土地革命时期：没收

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一)《井冈山土地法》：一方面

具有伟大意义：我党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另一方面也有缺

点：没收一切土地而不只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权属于政

府而不属于农民个人；(二)毛泽东制定《兴国土地法》：提

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原则性修改)；(

三)1931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强调农民不仅要取得土

地使用权还要取得土地所有权；(四)1931年土地革命路线：依

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

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五)1931年土地分配办法

：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



少、抽肥补瘦。 二、抗战时期：减租减息。 三、解放战争时

期：土改：(一)1946年《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

即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变为土改；(二)1947年刘少奇制定的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彻底的比较完善的土地纲领；(三)1947

年十二月会议毛泽东提出土改必须注意的基本原则：一是必

须满足贫雇农要求；二是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四)1948年《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土改总

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

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四、建国初期：保存富农经济

。 [出题形式]不同时期的不同土地政策可考单选或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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