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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甘宁边区史纲》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根据地相比，有代表性和特殊性，它的建设时间之长、内容之广泛、影响力之
强，都是其他根据地所不及的。
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既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老课题，也是新课题。
本书以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示范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试验区”和新中国的
雏形为主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对陕甘宁边区史进行研究，从而形成这部新的陕甘宁
边区史研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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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到陕甘宁边区的改制第一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一、大革命
失败后的陕西政局二、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
展四、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发展第二节 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
北一、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西北革命根据地二、中共中央对陕北错误“肃反”的纠正三、红
军东征、西征与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西北四、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第三节 西安事变的和平
解决与国内和平局面的出现一、瓦窑堡会议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二、中共对东北军、西北
军的争取与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三、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第四节 工农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
主政权的转变一、瓦窑堡会议精神在西北根据地的贳彻二、国共两党关于陕甘宁边区改制的谈判及苏
维埃政权向特区政权的转变三、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与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四、陕甘
宁边区选举制度的确立与第一次民主选举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及各项建设的肇始第一节 陕甘
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二、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及行政组织与区域三、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立及第一届第一次参议会四、《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的颁布五、边区
双重政权局面的形成和结束第二节 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安定社会秩序一、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留守兵团
和边区其他军事组织的建立二、保卫河防与打退日军进攻三、陕甘宁边区的反“磨擦”斗争四、剿匪
锄奸与安定边区社会秩序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一、边区中共组织的建设二、边区各级抗日民
主政权机构建设三、边区各界群众团体组织的建立四、边区的法制建设五、边区党政联席会议的召开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一、休养民力与发展农业二、边区的工商业三、边区的盐业和交通运输
业四、边区金融和财政体制的初步形成第五节 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文化建设一、抗战爆发前边区的文化
教育状况二、边区干部教育水平的提升三、边区国民教育的普及四、边区社会教育的发展五、边区文
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在困境中巩固和发展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困难局面的
出现一、皖南事变及其形势二、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加剧对边区的封锁三、边区连年的自然灾害及其
影响四、边区战胜困难的各项对策第二节 “三三制”新型政权在陕甘宁边区的建立一、“三三制”建
政原则的提出二、“三三制”政权的民主选举三、“三三制”政权在边区的建立四、中共与非党人士
民主合作制度的初步形成五、“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边区政府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颁布
和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一、《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颁布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内容三
、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的召开四、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讲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
精兵简政”一、“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二、边区的三次精兵简政三、《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
的颁布四、边区精兵简政的主要成效第五节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一、大生产运动的缘起和指导方
针二、大生产运动在边区的广泛开展三、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及历史意义四、大生产运动中的劳模
群体和劳模精神第六节 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一、整风运动在边区的开展二、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
召开三、边区整风过程中的审干与“抢救”运动四、边区整风运动的成就和经验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各
项建设的全面发展（上）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在边区初步形成一、边区发展经济的基本方针和
政策二、建立和发展公营经济三、扶持和发展合作社经济四、保护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发行
边币与稳定金融第二节 减租减息政策在边区的贯彻一、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土地状况二、减租减息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第三节 边区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一、边区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二、边区科学
技术事业的发展三、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四、边区体育事业的发展第四节 边区人民新文化的大繁
荣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歼二、文学艺术的新发展三、新闻出版和科学研究的新成就四、边区文教
工作大会的召开第五章 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的全面发展（下）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一、陕
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成立二、边区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三、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新
的进攻四、边区周边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改造一、移风易俗，改造社会旧习
二、优待难民、移民三、边区的社会保障及成就四、改造“二流子”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的对外关系一
、边区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二、边区交际处的成立和活动三、外国友人在边区四、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五、爱国侨胞在边区第六章 陕甘宁边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召开
一、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的召开二、毛泽东发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三、边区各界人民响应和拥护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第二节 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一、中共七大的筹备与召开二、陕甘宁边区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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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七大召开三、边区学习和贯彻中共七大精神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人民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边
区支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日反攻二、边区发起筹备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三、爷台山反击战
的胜利四、边区各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七章 陕甘宁边区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第一节 抗日战
争胜利后边区的形势与任务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和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二、陕甘宁边区的形
势与任务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各界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一、边区各界声援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
动二、边区各界民众公祭“四八”烈士三、加强边区周边的统战工作与国民党军的反内战起义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新发展一、边区的第三次民主选举二、边区第三届一次参议会的召开三、《陕
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的颁布四、军政人员的复员与精简机构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军民加紧自卫战争的准
备一、边区军事力量的精简与整编二、边区军民的练兵运动三、边区的生产与减租、查租四、《五四
指示》与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的颁布第八章 陕甘宁边区军民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军民反对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一、全面内战的爆发和边区的形势二、边区民
众的参军支前热潮三、挫败国民党军夹击边区的斗争第二节 延安保卫战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一、国民
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和边区自卫战争的部署二、延安保卫战三、中共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的
历程第三节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一、青化砭战役的胜利二、羊马河战役的胜利三、蟠龙
战役的胜利四、真武洞祝捷大会第四节 人民解放战争内线反攻的胜利一、中共中央小河会议二、西北
人民野战军的建立三、榆林、沙家店等战役的胜利四、边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第五节 陕甘宁边区的土
地改革、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一、边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广泛开展二、边区的整党运动二、西北野战军
的新式整军运动第九章 陕甘宁边区迎接新中国的建立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发展的新阶段一、中共中央
十二月扩大会议的召开二、边区学习贯彻中共十二月会议精神三、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扩大联席会
议的召开第二节 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和延安光复一、宜川、瓦子街战役的胜利二、中共中央机关
和毛泽东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三、西府、陇东战役与延安光复四、西北野战军进军关中五、陕中战役与
西安解放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区域的扩大和各项建设的恢复一、边区人民战胜“胡祸”与天灾的斗争二
、边区行政区域的扩大三、边区各项建设的恢复四、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与晋绥代表联席
会议的召开五、边区党政军机关进驻西安六、边区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第四节 解放大西北一、扶眉战役
的胜利二、解放目肃、青海、宁夏三、进军河西走廊四、国民党新疆当局和平起义第五节 西北军政委
员会成立和陕甘宁边区历史使命的完成一、西北人民庆祝新中国的诞生二、毛泽东给延安和陕甘宁边
区人民的《复电》三、西北各省筹备新生人民政权四、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第十章 人民共和国在陕甘
宁边区奠基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圣地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
政治指导中心三、新型和谐社会的典范四、延安精神的家园第二节 中共中央和中共领导人对陕甘宁边
区建设的领导和指导一、对边区政治建设的领导和指导二、对边区经济建设的领导和指导三、对边区
军事建设的领导和指导四、对边区文化建设的领导和指导五、对边区干部队伍的培养和教育第三节 陕
甘宁边区建设的历史经验一、坚持与时俱进开创新民主主义制度二、坚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制定
政策的依据三、坚持建设清正廉洁和人民满意的政府四、坚持培养和造就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队伍五
、坚持把党的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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