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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战线 1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策略路线 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反

对最主要的敌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无

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策略路线。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中国

革命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

在阶级构成上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作为领导

阶级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是中国革命中最先进的力量，但是

人数少，反革命力量异常强大，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

是不能胜利的。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团结

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问题

，实质是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它是关系到中

国革命能否成功的重大策略，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基本

特点，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 统一战线在中国革

命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 2统一战

线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国民革命、土

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几个阶段，中国革命

统一战线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与特点。 第一次国共合

作：中共三大制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针。共产党员以个

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新三民主义是

它的政治基础。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

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陈独秀右

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主导地位，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



权问题上采取了退让政策，导致了国民革命的失败。 工农民

主统一战线：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同蒋介石、

汪精卫集团分裂，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和小

资产阶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作最

危险的敌人之一而加以排斥、打击，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及会后毛

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阐述了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在警惕右倾投降主义倾

向的同时，着重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圆满地解决了

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后，中共由“九一八”事变后的“反

蒋抗日”到1936年5月改为“逼蒋抗日”，再到西安事变后改

为“联蒋抗日”。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

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

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庐山

谈话，标志着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式形成。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

主要阵线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多党合作为主要内容，以

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对统治为主要

任务。这个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都要巩固，

使反动统治更加孤立。 3实施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和主

要经验 (1)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及其关系。统一战线中有两

个联盟：一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无产

阶级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二是工人阶级同可以

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的联盟，也包含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

阶级、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联盟。 背诵提示： 两个联盟



：劳动人民/非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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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推动中间势力向革命靠拢，才可建立、巩固

第二个联盟，最终孤立、分化、瓦解直至消灭敌人。 统一战

线本身可以说是上述两个联盟的对立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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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对同盟者的领导必

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

必须力争并牢牢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领导权问题，是革

命统一战线中的最根本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革命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要实现对

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①率领被领导者(同盟

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②对被领导

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予

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

导。 (3)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对资产阶级又联合

又斗争的方针。 ①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

的独立自主的原则。 所谓独立自主，是指在统一战线中，无

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要做到既讲统一性，又讲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地

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自己在统一战线



中的领导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背诵提示： 在统一战线

、对外关系、活的灵魂等很多个地方都提到了独立自主，注

意这些不同地方的独立自主有不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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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且在特定条件

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所谓斗争，就是在思想

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以斗争

求团结。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分裂统一战线

时，要敢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

续争取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 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

命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根本上而言，是为

了实现本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

国走上自由、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旧民主主

义革命的道路，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所不答应的。因此，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必须对资产阶级及其政

党进行必要的斗争，克服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性和对于革命

的不彻底性。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大资产阶级那么

多的对抗性和反动性，而且基本上没有掌握过国家政权和武

装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是基本上没有武装

力量的联合和斗争，主要是政治上的联合和斗争。斗争的主

要手段是批评和教育，其目的是团结。 必须注意克服两种错

误的倾向：一种是“左”倾关门主义，即忽视资产阶级在一

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另一种是右倾

错误，即主张无原则的合作，无条件的合作，主张一切经过

统一战线，从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 点评： 关于两面性可

以出大题：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革命性、妥协性），抗



日战争时期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抗日性、反动性）。要联

系不同时期统一战线的内容，以及党的对策、错误倾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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