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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目标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

主义论》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毛泽东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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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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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民主主义国家

的国体和政体 （1）“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

位。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

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

反封建的人们在内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2）“政体

”是指政权的构成形式，即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采取什么形式

来组织政权机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

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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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的主

要经验和主要纲领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

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早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国民党



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就提出了建

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的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在农村革命根据地

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工农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

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

和国的目标。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理

论的具体体现。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明确提出并系统阐

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理论。 可以说，在中国实行人

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 南京国民政

府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残酷压迫和剥削中国的各阶层人民。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

然而，由于帝国主义不容许其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

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不是变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国

际社会主义力量不容许其支持和援助中国革命，当然不希望

在革命胜利后中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民党统

治集团不允许他们竭力镇压革命和民主力量，维护其一党专

制；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力量弱小，并具有软

弱性、妥协性，不可能领导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所以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中国共产党主张在

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政

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

争的胜利进展和有效的统战政策，赢得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

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拥护。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总结中国革命

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人

民民主专政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衔接了两个革命阶段。



第二，它扩大了人民民主的范围。第三，概念表达准确鲜明

。 4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基本内容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

政权。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系统

地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完整地提出了人民民主

专政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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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专政作为

一种国家制度，是民主和专政的辩证统一。民主和专政这二

者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两者相互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

政。 第二，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阶级基础是

工农联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民主政权的

参加者。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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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破坏，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对内是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保护人民的民

主权利，组织和管理国家的经济建设，促进中国由农业国向

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并最终实现消灭

一切阶级和一切国家的远大目标。 第四，人民民主专政的组

织形式是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 总之，人民

民主专政既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有着本质区别，又与马克思

、列宁论述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完全相同。它是马克思主义的

国家学说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

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独特创造。这一理论的形成，为新

中国政权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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