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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至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整整60年的历程。
与祖国五千年文明史相比，60年不过是白驹过隙，须臾一瞬间。
然而，这是极不寻常的60年。
60年来，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艰苦奋斗，开拓前
进，建设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1978年后，我们党又领导了以改革开放为内容的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社会的进步程度，各项事业的发展速度，各个领域的巨大
变化都是举世瞩目的，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纪年以60年为一个循环，为一个甲子。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为第一个花甲之年，在迎接这一大庆的日子里，我们怀着史学工
作者的时代责任感，编纂了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1949-2009）》，向国庆60周年献上一份贺礼
。
本书采用编年体形式，按时间顺序，逐年记叙60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以及
社会各个领域里发生的重要事件，特别是有“资政、教化和存史”价值的事件。
这些事件大到有关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战略目标，小到诸如居民身份证的发放、邮政编码的推行等
等，记录时代的变化，留住历史的足迹，力求客观真实、全方位展示共和国60年走过的光辉历程，勾
勒当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
　　历史是时空的结合，犹如一条斩不断的长河，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发展和延伸，这是一个新
陈代谢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历史嬗变过程中，新旧事物的消长，光明与黑暗的碰撞，逶迤曲折，前进后退，构成了这60年
社会变化的斑斓图景，其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每一步都值得回首品味。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不应全写胜利。
从历史的角度看，失败与成功同样有价值，成功往往是许多失败的总结。
成功使人鼓舞、振奋，失败使人清醒、思考。
我们的目的是总结历史，资政育人，探究规律，启示未来，使我们认识昨天，把握今天，预示明天。
积60年的经验，深知欲达到国家富裕强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的目的，必须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深信伟大的共和国必将迈开更加雄健的步伐，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画卷上，描绘出更新更
美的图画。
　　本书由李学昌总体策划、统稿定稿；由虞宝棠审阅初稿；撰稿人有李学昌、虞宝棠、崔美明、范
开庆、汤井敏、王得生、艾果任、陈同、李学明、李伟凯、陈麟辉、周同宝、钱丽明、顾清怡、缪国
方、贾秀堂、巫亮、王骁、贾吉丰、陈玲、谢永栋。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读者、同行、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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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自1949年至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经过整整60年的历
程。
与祖国5000年文明史相比，60年不过是白驹过隙，须臾一瞬间。
然而这是中国社会沧桑巨变的60年，是曲折奋进的60年。
近60年来，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前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生
活。
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各项事业的发展速度，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作为新中国的出版人，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日子里，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特别邀请
了一批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史学工作者们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的重新增补内容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
事典（1949-2009）》一书向国庆60周年献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1949-2009）》采用编年体形式，按时间顺序，逐年记叙60年来我国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着重于有存史价值的历史
事件，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诸如居民身份证的发放、邮政编码的推行等等，力求客观真实、全方
位展示共和国60年走过的光辉历程，勾勒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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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国大典新中国国旗、国徽、国都、国歌、纪年的确定
中央人民政府机构建立中苏建交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国少年儿童队建立中国科学院成
立两航起义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亚澳工会代表会议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云南、
西康和平解放封闭妓院，收容教育妓女抑制物价暴涨风潮全国范围调运物资各大区军政委员会成立亚
洲妇女代表会议各大军区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政务院公
布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没收官僚资本对城市的接管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台湾国民党当局推行“三
七五减租”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收回外国兵营地产全
国税政统一上海“二六”轰炸《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全国土改中对待富农的政策政务院发布
《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大会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管理蒋介石在台北“复职”海
南岛战役中国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全国物价开始稳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
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成立《婚姻法》公布整党运动工商业、税收的调整舟山群岛
解放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中国福利会成立月地运行仪发明城乡开展社会救济工作土地改革运动政务院颁
发保护古迹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力、法《人民画报》创刊台湾国民党“改造”运动中国政府任命出席
联大首席代表李安东、山口隆一间谍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治理淮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援越抗法中
国红十字会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扩大会议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参干运动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成立
外资企业的清理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批学者教授回国1951年接办教会学校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中国人民
赴朝慰问电影《武训传》受到批判“永灏”号油轮事件《暂行海关法》公布雷德蒙间谍案捐献飞机大
炮运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朝鲜停战谈判台湾国民党当局推行“公地放领”城市户口
管理制度建立取缔“圣母军”中国重申南沙群岛主权宋庆龄、郭沫若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农业合作化
运动旧学制的改革西藏和平解放《毛泽东选集》出版民主改革运动推广广播体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
动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祁建华创造“速成识字法”优抚工作的开展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上受批判1952
年“三反”、“五反”运动计划管理制度建立逮捕奸商王康年九龙“三一”事件学习罗盛教、邱少云
、黄继光活动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满载、超轴、五百公里
”运动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香港《大公报》停刊事件珠穆朗玛峰、冈底斯山正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成立荆江分洪工程完工成渝铁路建成通车中央政府机构调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中国新闻社成立中共代
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台湾国民党第七次代表
大会大行政区机构名称更改省市建制调整扫除文盲运动美国间谍受审中国红十字会全国工作会议苏联
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第一次全国工资改革国民经济的恢复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税制修正中共
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台湾国民党当局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婚姻法》的宣传全国哀悼斯
大林逝世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马分肥”分配原则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156项重点工程建设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
合会第二次大会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梁
漱溟受到批判粮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徐悲鸿逝世中华全国工商
业联合会成立鞍钢三大工程竣工投产中国无偿援助朝鲜国家公布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提出《斯大林全集》中译本出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宣传台湾“中央研究院”成立1954年国家经
济建设公债发行公私合营的扩展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台湾吴国桢事件人民调
解委员会建立成吉思汗归葬内蒙古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成立“劳卫制”
公布官厅水库建成技术革新运动中英互派外交代办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江淮流域发生洪水灾害《
劳动改造条例》公布棉布实行凭票供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公布半坡新石器遗址发掘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立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批判轻视中医的思想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击沉台湾海军“太平号”军舰中国援助越南建设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
约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青藏公路建成川藏公路建成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完成民主改革城市
居民委员会建立霍英东成立霍兴业堂置业公司1955年对台湾军队起义投诚人员奖励办法中国和南斯拉
夫关系改善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科学的战略决策一江山岛解放新人民币发行农村实行粮食三定政策卫
立煌返回祖国大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中国农业银行成立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印尼华侨双重国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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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胡风案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潘汉年、扬帆案中国收回旅顺主权开发克
拉玛依油田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台湾孙立人事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义务兵役制
推行黄河的治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中美大使
级会谈城镇居民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国家机关干部实行工资制军衔制实施中国佛牙出国巡行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成立钱学森回国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破获“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中医
研究院成立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列宁全集》中译本出版包玉刚创建环球轮船有限公司1956年全国报
纸文字改为横排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全国推广普通话定息办法推行先进生产
者运动台湾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第二次全国工资改革《
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重要文章在押日本战犯的处理毛泽东作《论十大关
系》的讲话毛泽东倡议实行火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昆曲《十五贯》演出受到奖励广
西“饿死人”事件陈镜开打破举重世界纪录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反冒进的提出宝成铁
路建成通车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李万铭诈骗案新型喷气式飞机试制成功齐白石
获国际和平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法的
变化台湾留港特务在九龙制造暴乱北京电子管厂建成中国与缅甸举行边界会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毛泽
东与工商界人士谈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出版建立职工家庭收支调查制度手工业改造任务完
成1957年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周恩来、贺龙出访苏联、波兰、匈牙利中国将一份玄奘顶骨赠送印度毛泽
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国家教育方针的提出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七种少数民
族文字方案公布武钢开始建厂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圻州轮”失事案周恩来谈对香港的基本政策整风运
动中央召开整风座谈会戚烈云创男子蛙泳世界纪录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台湾刘
自然事件国际舞蹈协会授予梅兰芳荣誉奖反右派斗争我国首次颁发科学奖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我国参加国际物理年活动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成立1957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妇女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
展纲要》公布⋯⋯1958年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1966年1967年1968年1969年1970
年1971年1972年1973年1974年1975年1976年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
年1986年1987年1988年1989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
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附录分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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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访苏期间，就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同斯大林和维辛斯基外长进行了认真、反复的讨论，决定于1950年2
月14日正式签订条约。
是日，毛泽东、斯大林等中苏两国领导人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隆重签字仪式。
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条约自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
条约主要内容有：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与其相勾结之任何国家的重新侵略与
破坏和平，当缔约一方受到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将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双方均不缔
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缔约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
的精神，并遵循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与巩固两
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等。
《条约》的签订使长期存在于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1979年4月3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使馆，通知苏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鉴于国际
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决定该条约于1980年4月11日期满后不再延长。
　　【全国土改中对待富农的政策】 1946年“五四指示”中规定，在土改中“一般不动富农土地”。
1947年9月《土地法大纲》规定解放区土改要“征收富农土地财产的多余部分”。
全国解放后新解放区的土改，对富农采取什么政策，中共中央作了慎重的研究。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就土改中对富农的政策问题从苏联致电国内的刘少奇。
在苏联期间，毛泽东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
斯大林认为中国富农与苏联富农不同，中国富农少，不像苏联富农那样反动，因此土改中宜暂不动富
农的土地和财产。
电报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
从苏联回国后，3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给中南局并华
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
通知提出在冬季开展的土改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
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
4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改革中宣传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的指示》，这一政策着重点在于稳定富农生
产情绪，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防止乱打乱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