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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准确表述 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

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做了科学概

括，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

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条

总路线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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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

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正确地解决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

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革命的学说

。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改

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换句话

说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它

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严重束缚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最落后的

生产关系和最腐朽的上层建筑，是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只

有推翻三者的统治，中国的生产力才能获得解放，中国社会

才能进步和发展。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统治的革命直接目标是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新民

主主义革命之根本目的前提，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分清敌友，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 1）革命对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2）主



要对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3）最主要对象：帝国主义 4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

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

两头小、中间大，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占少数，最广

大的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大中间阶级。 (1)农民

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中国农民

阶级历来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农民阶级包括富农、中农、

贫农三个阶层。富农约占农村人口5％左右，一般地能够参加

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反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

也可能保持中立。中农约占农村人口20％，贫农、连同雇农

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的70％。农民主要是指贫农和中农，是

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坚固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①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第一，农民是中国工人的

前身、工业市场的主体、中国军队的来源，是无产阶级天然

的、最可靠的同盟者。第二，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

民革命消灭封建土地占有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

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是

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核心问题。第三，约占农村人

口70％的贫农和雇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最深，生

活最悲惨，革命愿望也最强烈。 ②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第一，农民人数最多，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第二，农

民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大的掠夺对象和剥削对象，历来

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 （2）小资产阶级是无产

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

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他们是小私有者

、劳动者。他们和农民中的中农的地位有些相像，都受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

的境地。所以，他们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

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不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他们

也是劳动者，不属于剥削阶级。 （3）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

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 中国民族资

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由于深受帝国主

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有矛盾，因而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可以

成为革命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

政治上的软弱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

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易

于同敌人妥协，常常发生动摇。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从娘肚子带出来的先天性特点就是其软弱性。 民族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出的这种进步、革命与妥协、软弱的

两重性，使得他们虽然能成为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无法

充当革命的主要力量。同时，也决定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

革命中对他们必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这是中国革命

的特点之一。 易混点： 小资产阶级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民

族资产阶级不是革命对象是保护对象。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领导权 1925年，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

联盟的思想。无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是新旧民主革

命区别的根本标志。 (1)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取

得胜利 ①这是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对象

异常强大，中国要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有一个强

有力的领导阶级，联合各革命阶级，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农民阶级由于



其小生产者的局限性，资产阶级由于其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

底性，都不能担当起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领导任务。中国无产

阶级顺应时代的要求，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②这是无

产阶级自身的特点和优点所决定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比

民族资产阶级早，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比资产阶级广大

的多。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中国无产阶级不占有任何

生产资料，它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

。除此之外，中国无产阶级还有自己的许多特殊优点：第一

，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具

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彻底。

同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

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除极少数工贼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

命的。第二，中国的产业工人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农民

有一种天然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第三，中国

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但分布相当集中，便于组织起来。 ③

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自己的政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中

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实质上就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 ④由中国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来领导中国

革命，不仅是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

革命成败的关键。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 （2）中国共产党争

取和实现革命领导权的基本经验 ①坚持和把握无产阶级的领

导权，必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统一战线，这是实

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个关键。 ②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

线时，实行独立自主、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是保持无产阶



级领导权的基本策略。 ③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是保证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坚强支柱。 ④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是

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保证。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

，中共党内曾经出现过“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右的倾

向是放弃领导权，“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的错误是

把自己孤立起来，“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6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①它有了新的领导阶级。这个革命不再由资产阶级来领导

，而是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掌握了革

命的领导权。这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 ②它发生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范

畴，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 ③它有了新的

指导思想。这个革命不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指导，

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理论武器。 ④它有了新的前途。

这个革命不再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的，而是要在无产阶

级领导下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

而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⑤它有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即

反帝反封建的明确方针。 ⑥它有了新的革命方法。中国革命

不再像辛亥革命那样，不敢发动群众，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革命

的大联合。 7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

问题实际上是怎样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者的关系

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

，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

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

革命。两者的关系犹如文章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只有上篇

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因此，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

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

清二者之间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

导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内在革命的前途问题上曾经有过两

种错误倾向：一种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把中国革命

过程中两个紧密相连的阶段割裂开来，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区

别，没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要在两个阶段之间硬插进一个

资产阶级专政的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另一种是以王明为

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企图把两

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

的胜利。这种观点，只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忽视了两者之

间的区别。 背诵提示： 两种错误倾向： 右倾机会主义，陈独

秀的“二次革命”论 左倾冒险主义，王明“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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