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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也是在局部范围执政的过程
。
在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新民主
主义理论和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终取得了在全国范围的执政地位。
本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在江西瑞金召开
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这是在当时的中国，同国民党政权根本对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人民政权。

第二个时期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实行以“三三制”为
特点的新型抗日民主政权。
这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一次成功尝试。
第三个时期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在领导全国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了华北人民政府，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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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深入研究党的执政历史，科学把握党的执政规律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政权思想
 一、“统 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思想
　二、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政权的思想
　三、“平民主义”的政权思想
　四、共产党人早期建立政权的尝试
第二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一、各地武装起义蜂起
　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筹建
　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第三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建设
 一、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
　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
　三、法律、司法体系建设
　四、勤政、廉政建设
　五、“左”倾教条主义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危害
第四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
　二、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
　三、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
　四、财政金融
　五、“左”的政策对经济建设的危害
　六、教育事业的初兴
　七、革命根据地的新闻报刊
　八、医疗卫生和体育事业
第五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党的建设
 一、重视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
　二、形成共产党人的良好作风
　三、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
　四、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总体评价
第六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建设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机构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力量
　三、苏维埃建军路线和军事理论
第七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局部执政的经验和教训
 一、局部执政的成就
　二、局部执政的经验
　三、局部执政的教训
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思想的飞跃
 一、长征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二、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的转变
　三、富农政策及 一系列政策的重大改变
　四、抗日民主政权思想的形成
第九章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第一�>>

 一、陕甘宁边区政府
　二、晋察冀边区政府
　三、晋西北行政公署
　四、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五、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
　六、华中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
　七、华南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第十章 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一、实行广泛的民主选举
　二、建立“　三　三制”政权
　三、保障人权
　四、勤政、廉政
　五、重视法制建设
第十一章 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一、休养民力，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
　二、生产自给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方针的制定
　三、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重大举措
　四、发展根据地农业的 一些主要措施
　五、根据地的工业建设
　六、根据地的商业建设
　七、根据地的金融和货币
第十二章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一、党在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方针和政策
　二、蓬勃发展的文艺工作
　三、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
第十三章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建设
 一、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济工作
　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救济工作
　三、军人优恤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救助工作中占有突出地位
　四、战时救助的特点
　五、陕甘宁边区婚俗变革
　六、开展破除迷信的科学宣传活动
第十四章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外交活动
 一、积极开展多方位的外交活动
　二、党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三、党对英、美外交政策的演变和与美国官方的关系
　四、党在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意义
第十五章 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权思想的深化
 一、国共在政治思想战线的论战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民主政权建设的论述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丰富
　四、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意义
　五、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解放区的实施
第十六章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
　三、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内涵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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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大行政区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一、华北人民政府的建立与影响
　二、东北、中原、西北地区的人民民主政权
　三、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
第十　八章 波澜壮阔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
 一、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二、制定和落实《中国土地法大纲》
　三、翻身农民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第十九章 接管城市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
 一、恢复城市秩序与生产
　二、沈阳、北平、天津、上海的接管经验
　三、努力发展城市经济
第二十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对全国政权的筹建
 一、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筹建新中国
　三、从局部执政到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经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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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党在苏维埃中的任务。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苏维埃成分之中”，“一定要组织共产党的党团”，通过党团领导苏维埃。
“党团的领袖应该是最积极和最守纪律的党员，最好是党部委员会的委员。
”党团必须服从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党部委员会应当有系统的领导党团工作，坚决的从根本上预防
党团的某些同志，尤其是整个党团不肯执行党的指示的最小企图”。
共产国际还规定了党团的任务：一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草拟苏维埃法令、决议、提案。
“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首创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委员会的发起人。
”党团要在工作的那一政权组织每一会议前，召集党团会议讨论在会上怎样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是经常的惯例”。
二是监督苏维埃政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党团必须注意整个苏维埃的工作及苏维埃每个委员的工作情形，并须留意不要使富农、已经被剥夺
选举权的人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仇敌混进了苏维埃。
要把广大的无产阶级雇农与贫农及红军士兵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
”　　关于苏维埃的选举原则。
共产国际特别强调阶级成分，尤其是工人成分。
“当苏维埃选举的时候，革命委员会须公布地主，绅士，土豪，军阀及经常雇用劳工（雇农工人）的
富农，以及使用一个雇员以上的商人一概剥夺其选举权。
其他民众，产业及手工（业）工人，雇农，苦力，贫农与中农以及各级红军士兵等的有选举权与被选
举权。
”为了保障苏维埃政权中无产阶级与雇农成为骨干，共产国际在选举比例上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工
人，雇农与苦力可以由二十五人选出一个代表，而红军士兵就由五十人，贫农与中农则由一百人选出
一个代表”，即使“在工人雇农与苦力的人数没有到选举的法定数目的场合下，也必须使他们有自己
的代表参加苏维埃”。
　　关于各级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性质、机构设置和任务。
共产国际指出：苏维埃是“国家政权的机关”，必须依据工人、雇农、苦力与乡村贫民等组织起来。
村苏维埃政权是最低一级苏维埃，叫某村工农兵代表会议。
“不满十户的小村必须联合两至三个同样的小村选举共同的苏维埃（某某几村工农兵代表会议），各
村苏维埃及有几个小村联合组成的村苏维埃，必须选举代表与候补代表共五人，组成乡苏维埃（以某
镇为中心）。
”乡苏维埃的任务是召集会议，“讨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通过他们应提出的临时法律，并以该苏维
埃的名义创立新的革命法令，重新分配土地给农民”。
为了更切实地解决具体问题，共产国际要求，在苏维埃之下组织各种委员会，如经济、财政、教育、
总务等委员会。
当然，还要选举执行委员会。
不过小地方，如九人以下组成的村苏维埃，只需选出一个书记经常在苏维埃工作即可。
“镇苏维埃（包括许多村而以某镇为中心的乡苏维埃）的执委会，须由三人至五人组成之。
小城市（县）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应按照代表人数的多少与苏维埃工作之轻重，由二十五至三十五
人组成之，并选出三人至五人的常务委员会，候补常务委员二人。
”而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从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基层选出。
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解决全省的重大事务，选举省执行委员会”。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任务是通过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指示并确定省、县以及村、镇
苏维埃的工作，决定各省、县一致的法规、选举代表的条例及组织红军等等，并“最后选举中央执行
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临时革命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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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第1卷）（1921-1949年）》为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庆祝建党90周年重
点图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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