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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教程》是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一份薄礼。
其特点和优点是：第一，结构新颖，思路清晰。
分上、中、下三编，即“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叙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的三次历史性转变
。
第二，观点明确，分析透彻。
充分吸收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关于党的历史的新概括、新结论和学术界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感，努力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第三，内容丰富，史料翔实。
把党的历史放在国际国内大背景下考察，注意考察每一个时期的党的状况，着重写党及其领导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尽可能讲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第四，详略得当，文字清新。
有些内容，如“改革开放的起步”，浓墨重彩，全方位地再现了那段历史。
《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教程》主要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本科各专业选用，也可选作各级各类党校
、干部学校学员的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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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上编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l——1949）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投身国民革命的
洪流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一、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二、新文
化运动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四、五四运动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一、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活动二、中
共一大：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和历史意义三、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四
、党领导的早期工农运动第三节 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革命的开展一、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
定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三、国民革命的开展四、中共四大和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的初步探
索第四节 国民革命由胜利转向失败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二、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高涨三、中共五
大和国民革命的失败四、国民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
新道路第一节 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时局和党内状况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二、“第三党”的
主张三、革命低潮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二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辛探索一、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新方针的
制定二、中共六大及其制定的基本正确的路线三、农村包围城市新道路的开辟四、古田会议决议：党
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五、土地革命的深入和红军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六、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
争的坚持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三、全国各界抗日运动的起伏第四节 土地革命战争的曲折发展一、“左”倾错误
及其对革命的危害二、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失败和长征的开始三、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
命时期的历史性转折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第五节 为实现由国内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而
斗争一、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二、瓦窑堡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
略新方针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努力四、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五、加强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和
政治建设第三章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第一节 党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一、全民族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二、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三、全面抗战路线和持
久战方针的确立四、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动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五、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第二节 党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一、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际国内时
局二、敌后游击战争的深入和根据地的扩大三、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而斗争四、抗日根据地
的建设五、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六、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七、党在国民党统
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八、对外工作的初步开展第三节 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二、中共七大和毛泽东思想在
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三、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壮大第四章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一、战后的国际格局二、战后国内各阶级各党派不同的建
国主张三、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四、针锋相对，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第二
节 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一、全面内战的爆发和党领导人民打败蒋介石的基本方针二、挫
败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三、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第二条战线的开辟第三节 中国革命战争
的历史转折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展开二、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和各项建设的开展三、夺
取全国胜利纲领的制定和实施四、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第
四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一、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决战二、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人民解放军占
领南京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确定组建新中国的基本方略四、人民政协的召开和《共同纲领》的制
定五、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和基本经验本编小结中编 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49——1976）第五章 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第一节 新中国的成立及初期的形势一、
新中国的成立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环境及党的主要任务第二节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一、全国大陆的完全解放，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镇压反革命三、中共七届
三中全会四、土地制度改革的完成五、其他领域民主改革的开展第三节 恢复国民经济一、没收官僚资
本企业二、打击投机活动，统一全国财政三、合理调整工商业四、开展“三反”和“五反”运动五、
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国民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第四节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
步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第五节 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建
设和发展一、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四、着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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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人民军队五、开展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第
六节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一、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
立及其意义第六章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一节 探索的良好开端一、探索任务的提出
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关系问题的新方针三、中共八大的探索成果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五、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全党整风的
开展第二节 探索的失误和纠“左”的反复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二
、在初步纠“左”中继续探索三、纠“左”的中断和“反右倾”斗争的开展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调整以
及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再度“左”倾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二、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
义和修正主义三、科学教育文化政策的调整和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再度“左”倾四、十年建设的历史
总结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的形成一、批判《海瑞
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二、“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三、“大串联”和“一月夺权”：全国动乱局面的形成和升级四、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五、
中共九大：“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合法化第二节 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一、
“斗、批、改，，运动的全面展开二、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的覆灭三、国民经济的起伏和调整四、
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及其受挫五、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第三节 1975年的全面整顿和江青集团的覆
灭一、中共十大及其后围绕四届人大同江青集团的斗争二、1975年的全面整顿及其反复三、粉碎“四
人帮”的胜利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四、“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本编小结下编 党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6-）第八章 实现伟大转折，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新局面第一节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一、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伟大转折三、改革开放的起步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五、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和拨乱反正任
务的完成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一、中共十二大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二、改革
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三、对外关系的调整和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四、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五、整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三节 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一、中共十三大和“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提出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三、经受国内外政治风
波的考验第九章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一、
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实施宏观调控三、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四、中共十五大和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第二节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受风险考验中奔向二十一世纪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战胜风险考验中全面
推进二、祖国统一大业的新进展：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三、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四、国防和军队建设迈
出新步伐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系统阐述第十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第一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中共十六大：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制定二、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促进社会全
面进步四、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第二节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新胜利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中共十七大：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二、抗震
救灾的重大胜利和成功举办奥运会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四、推进西藏、新
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五、开创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六、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七、科学发展，强国富民本编小结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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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失败和长征的开始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
飞机，自任总司令，并聘请了德、日、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对根据地发动了更大
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
国民党总结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改变了过去“
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采取了“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战略，在根据地周围修筑了
近3000个碉堡，企图通过逐步压缩根据地来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
红军的目的。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
人李德指挥军事作战。
他们放弃前几次反“围剿”作战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
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采取了以堡垒对堡垒的单纯防御打法。
在反“围剿”战争中，先是实行“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方针，命令红军主力
北上应敌，向敌人的巩固阵地进攻；红军在广昌战役中遭受很大损失后，继而采取消极防御方针，主
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
红军战士虽然英勇奋战，给敌人以大量杀伤，但由于战略指导上的根本错误，根据地被敌人日益紧缩
，反“围剿”战争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1933年11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福建前线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在
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的领导下宣布抗日反蒋，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
政府），推举李济深为主席，这就是“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期间，福建人民政府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毛泽东等提出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堡垒线，进入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一方面打破敌人“围
剿”，一方面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但是博古等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
出的正确意见，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
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于1934年1月很快失败，红军丧失了
同十九路军配合作战的良机。
蒋介石在平息福建事变后，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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