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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套装全2册）》以时间先后为序、以中共中央在陕北
十三年为历史主体进行史料整理，《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套装全2册）》由中共
中央文件、西北局文件、边区政府文件三部分资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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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目录：
序
第一章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
一、推动“三位一体”联合与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一）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形成
（二）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地位
（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新发展
（一）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发展
（三）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试点和推广
四、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方针的提出
（二）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的召开
（三）中国共产党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五、中国共产党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二）重庆谈判
（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决维护政治协商会议成果
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
（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
第二章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一）关于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
（二）关于工农联盟重要性的认识
（三）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思想的演变
（四）关于灵活务实、广泛结盟的策略思想的形成
（五）关于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统一战线方针
（六）关于合作共事、互相监督思想的形成
（七）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思想
二、抗日救国是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的大目标
（一）从新的视角探讨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
（二）社会学的超级目标理论与统一战线理论
（三）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治实践
三、延安精神与延安统一战线
（一）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政治
（二）保障抗日和民生的民主政治与统一战线密不可分
第三章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统战部门及其他统战机构
一、中共中央统战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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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迫切需要成立中央统战机构
（二）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时的统战工作
（三）中央统战机构的成立
二、边区中央局、西北局统战机构
（一）边区中央局、西北局统战机构的设置
（二）边区中央局、西北局统战机构的职能
（三）边区中央局、西北局统战机构的运作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统战机构——延安交际处
（一）延安交际处的成立
（二）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
（三）延安交际处的历史贡献
四、其他统战机构
（一）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统战部门
（二）军队系统统战部门
（三）地方统战部门
第四章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
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政权性质的转变
（一）西北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发展
（二）统一战线与两个政权对立的结束
（三）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建立与性质
二、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
（一）“三三制”政权的历史背景与实质
（二）“三三制”政权在边区政权机关的实施
（三）“三三制”政权的内部阶级关系和政治基础
三、边区参议会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机关
（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性质与特点
（二）参议会的选举为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创造了前提和基础
（三）参议会和政府中的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
第五章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
一、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区的形成
（一）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区的出现
（二）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区的基本政策
（三）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成立
二、保卫边区河防斗争中的统一战线
（一）陕甘宁边区河防保卫战概况
（二）河防斗争中的统战工作
三、陕甘宁边区对周边地区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
（一）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周边地区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
（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周边地区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
第六章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
一、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政策
（一）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禀赋及历史的经济背景
（二）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总方针
（三）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具体政策
（四）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政策的统一战线性质
二、陕甘宁边区五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
（一）陕甘宁边区公营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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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陕甘宁边区合作经济的发展
（三）陕甘宁边区个体经济的发展
（四）陕甘宁边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五）陕甘宁边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三、统一战线政策与劳动立法的转变
（一）苏区的劳动立法
（二）抗战时期的劳动立法
（三）统一战线政策与劳动立法转变的内在关系
四、陕甘宁边区的移民工作
（一）陕甘宁边区移民的来源与规模
（二）陕甘宁边区的移民政策
（三）陕甘宁边区移民工作的效应
五、陕甘宁边区的商会工作
（一）陕甘宁边区商会的建立
（二）陕甘宁边区商会的主要工作
第七章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土地问题
一、陕甘宁边区基层统一战线问题
（一）关于统一战线与统一战线理论
（二）延安时期土地政策的制定和演变
（三）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政策的调整
二、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土地问题
（一）减租减息在陕甘宁边区的实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
（二）对新式富农的提倡：“吴满有方向”和“张永泰道路”
三、土地改革与统一战线
（一）土改初期陕甘宁边区对土改统一战线的实行
（二）土地改革与统一战线的成熟
第八章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
一、统一战线与知识分子政策
（一）大力吸收知识分子
（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
二、统一战线与文化教育思想理论
（一）文化教育事业是党和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
（二）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和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
三、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发展
（一）统一战线与边区小学教育
（二）统一战线与接收、改造绥德师范、米脂中学
四、统一战线与边区文艺事业发展
（一）文艺工作的群众路线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二）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文艺活动及成就
（三）统一战线与传统艺术形式和旧艺人的改造利用
第九章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问题
一、延安时期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的形成和成熟
（一）党的民族政策的发展
（二）党的宗教政策的成熟
二、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区域自治
（一）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发展
（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初步尝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史料选编 延安时期统>>

三、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教育
（一）民族教育的方针政策
（二）民族教育的重大实践
四、陕甘宁边区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独立
（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二）宗教与边区政府相适应
（三）开展与边区外的宗教交往
第十章上层统一战线策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来延安
一、中国共产党上层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和制定
（一）上层统一战线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
（二）上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和实践
二、国民党高层人士来延安
（一）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来延安
（二）国民党抗日人士邱琮来延安
（三）卫立煌假道陕北与毛泽东会谈
（四）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
（五）邓宝珊多次来延安
（六）续范亭赴延安密送情报
（七）张治中三到延安
三、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交往的统战智慧和统战艺术
（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增强民族凝聚力
（二）政策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三）得人心者得天下
第十一章统一战线与爱国华侨
一、延安华侨联合会的成立
二、爱国华侨为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
（一）爱国华侨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
（二）爱国华侨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
三、爱国华侨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一）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
（二）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从经济上制裁日本帝国主义
（三）宣传抗战，争取国际援助
（四）回国参战，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
（五）回国投资，开发战时资源
四、爱国华侨声援祖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一）反对国民党挑起内战
（二）谴责美国援蒋打内战
（三）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第十二章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国际友人
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二、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的贡献
（一）依据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指示，适时建立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二）独具世界战略眼光，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三）召开反法西斯大会，用实际行动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
（四）正确应对复杂的国际局面，始终维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三、国际友人在延安
（一）延安时期的国际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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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友人的主要作品
（三）国际友人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延安
四、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
（一）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为走向世界指明方向
（二）欢迎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迈出走向世界的坚实步伐
（三）促成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开始半独立的官方外交
（四）争取参加旧金山会议，公开亮相国际舞台
后记
⋯⋯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史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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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抗日救国是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的大目标 毛泽东曾说：“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
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
”事实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已经就统一战线的社会政治基础、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统一战线与武
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科学论述，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划时代理论创新，
对于指导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起了历史性作用。
这一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统一战线大目标原则。
近年来，有关学者对于统一战线的共同利益基础和大目标原则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一）从新的视角探讨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 近年来，我国研究政治统一战线的学者对于统一战线理
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中肯的观点。
 1990年，闫志民在他自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概论》一书中认为，统一战线中的基本矛盾是
同与异的关系。
1992年，朱真发表关于政治统一战线中基本矛盾的文章，认为政治利益上的同异矛盾是统一战线的基
本矛盾，并将认识和解决同与异矛盾看作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内容。
同年，王继宣发表文章，认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本矛盾包括统一战线中同与异之间的矛盾和领导
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
此后，论述统一战线中的同与异关系的文章连篇累牍。
 2002年，张树桐在由李景源主编的《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研究》一书的第三章中认为，“利益是统战关
系中的核心问题。
统一战线是既有不同利益与不同要求，又有共同利益与共同要求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结成的政治联盟
。
”这里所讲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这些利益构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也是政治统一战线的出发点。
统一战线成员之间的利益交叉构成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
这种共同利益构成统一战线存在的物质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统一战线矛盾的主要方面。
统一战线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异服从其共同利益，并构成矛盾的次要方面。
 从基于利益的同与异矛盾出发，学者们论述了同与异矛盾的要素和处理同与异矛盾的方法。
这些论述是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视角，对于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相关论述的系统阐发
。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强调，共同利益是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和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联合的
基础。
1851年，马克思说：“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
是和它相对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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