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 

第一，中国的人口太多，没有饭吃；
第二，西方新思想的传入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1948年8月 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
依据



认清国情，乃
是认清和解决
革命问题的基
本依据。

1.近代中国国情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
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开端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1．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约9.82亿两，以海关税、常
关税和盐税作担保。
2．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
3．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帝国主义列强可在自
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12个地方驻扎军队。
4．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的组织，违者
处死。各省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录用。
凡发生反帝斗争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
5．对德、日“谢罪”。
6．惩治附合过义和团的官员。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
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封建制度的根
基——地主阶级对
农民的剥削依旧存
在，而且同买办资
本和高利贷资本的
剥削结合在一起。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
经济地位脆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
济的主要形式。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封建专制政权被推翻，代之而起的先是
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
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社会性质 主要矛盾 根本任务

半殖民地

半封建

帝国主义
与中华民族

封建主义
与人民大众

推翻帝国主
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的
统治。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1840年
鸦片战争

1919年
五四运动

1949年
新中国成立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

2.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领导

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

革命目标：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

2.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1.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呼唤新的革命理论的诞生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1.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呼唤新的革命理论的诞生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1.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呼唤新的革命理论的诞生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1.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呼唤新的革命理论的诞生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1.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呼唤新的革命理论的诞生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理论形成的基础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理论形成的基础

二大制定的最低纲领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
族完全独立；

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理论形成的基础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须知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
论断。

1924-1927第一次国
共合作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理论形成的基础

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没
有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
结，也就不会有新民主主
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
基本纲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
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
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
线和总政策。”

—1948年4月《在晋绥干
部会议上的讲话》

领导 动力

对象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封建主义

帝国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第一敌人，最凶恶
的敌人

帝国主义统治中国
的主要社会基础

大资产阶级竭力扩
张官僚资本，企图
扼杀中国革命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帝国主义

军事上的侵略：1、签订不平等的条约2、抢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
范围，强占租界3、勒索巨额赔款4、大肆屠杀中国人民5、抢夺中国
财物和文物古迹
政治控制：1、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内政2、操纵
中国外交3、享有领事裁判权4、把持中国的海关5、镇压中国人民的
反抗斗争6、扶植和收买代理人
经济掠夺：1、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广州、厦门、宁波、福州，上
海、天津、登州、台湾、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镇江、
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宜昌、芜湖、温州、北海）2、掠夺中国
关税自主权3、倾销商品4、对华资本输出5、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在中国设立银行
文化渗透：（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鼓吹侵略有功论、种族优劣
论、为侵略华制造舆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外滩13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
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
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其
中，在1937年12月13日后的6个星
期内，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就杀害了
30万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封建制度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和封建军阀实行专

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也是中国经
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封建主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

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
买办性、封建性和垄断性

蒋介石

宋子文

孔祥熙

陈果夫

官僚资本主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无产阶级

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领导力量

革命的主力军

可靠的同盟者

革命的动力之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
中心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
心问题。区别新旧两种不同范畴的民主主
义革命，根本的标志是革命的领导权掌握
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无产阶级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为什么中国
资产阶级不能担
当领导责任？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优点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
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但集中在沿海、
沿江大中城市，便于组织。



四点半之后，当晨光初显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巷子
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她们有的在水
龙头旁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紧粘在头发
里的棉絮，有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
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
的拿着一叠叠的名册，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
火车站剪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
破被之类收拾了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
放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
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
中央。她们的伙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午饭由老
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
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粥菜？
这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
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如何实现对被领导阶级的领导？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
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二、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
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基本经验有哪些？

必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实现领导
权的关键。

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
原则，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这是坚持领导权的基本策略。

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强大的革命武装，是
保证领导权的坚强支柱

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实现领导权的根本保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哪里？新

第一，中国革命发生
在一个新的时代——
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革命的时代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哪里？新

第二，有个新的革命领
导力量：中国无产阶级
及其先锋队——中国共
产党

1925年5月上海五卅运
动抗议日商纱厂枪杀工
人顾正红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哪里？新

第三，新的指导思
想——马克思列宁
主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哪里？新

第四，革命的前途不同，它不是造成
资产阶级专政，而是造成各革命阶级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下的专政，
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第一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
压迫，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属于新民主
主义革命。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毛泽东：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广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第二步：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上海人民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
胜利

上海工商界
庆祝公私合营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

²区别：革命性质不同
A.性质不同: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无产

阶级性质的革命。

B.对象不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C.任务不同：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D.目的不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

联合专政；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²联系：必要准备；必然趋势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
命的必要准备

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必然趋势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1945
年在七大的报告《论联合政府》阐述了新民主主
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政治纲领
国体：各革命阶级

联合专政

政体：民主集中制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

²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

治，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

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工人阶级、农
民阶级、城市
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经济纲领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用，

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
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保护民族工商业。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1）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内容。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
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最
根本的就是土地问题。

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
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
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
农业生产。

原因

措施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2）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
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没收官僚资本具有双重革命的性质

一方面,反官僚资本
就是反买办、反封
建，具有民主革命
的性质。

另一方面,剥夺大
资产阶级，反对
垄断又带有社会
主义革命的性质。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3）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
义经济纲领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内容。

这是由中国落后的生产力
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所决定的。

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为什么
要保护民族工商业而不消灭？

民族资本主义
与先进生产力
相联系，对于
发展现代技术
社会生产力具
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生产力）

革
命
性
质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文化纲领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

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白毛女》剧照
女作家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
务团是抗战时期的宣传工作主
力之一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民族的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中国气派、中国作风）

科学的文化（反对封建，反对迷信）

大众的文化（被人民所接受，所理解）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
度里进行革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的和
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这条新道路就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提出

（1）建党初期和革
命初期，我党照搬
“城市中心论”。

1921年毛泽东去安源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提出

（2）大革命失败后，

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

农村。

²南昌起义

²秋收起义和向井

冈山进军

²广州起义和各地

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提出

三湾改编：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
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

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
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会师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提出

1928年《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
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
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提出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1938年《战争和战略问题》提
出“先占乡村，后取城市”的思
想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2．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第一，中国革
命必须以长期
的武装斗争为
主要形式。

第二，中国革
命必须走农村
包围城市的道
路。

是由中国的具
体国情决定的。

农民占全国人口的
绝大多数，是革命
的主力军和无产阶
级可靠的同盟军；

内无民主制
度而受封建
主义压迫

外无民族独
立而受帝国
主义压迫

①必要性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2．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②可能性

“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
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
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
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
当的条件。”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2．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②可能性第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革命能够

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的根本条件（客观条件）。

经济不平衡：地
方性的自给自足
的农业经济为主。

政治不平衡：国内
处于军阀割据与混
战状态。

“ 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
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
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2．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新老军阀割据示意图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2．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第二，人民革命

愿望强烈，国民革

命的政治影响及良

好的群众基础（客

观条件）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2．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
（客观条件）

第五，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正确的政策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3．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及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干什么？

怎么干？

在哪干？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3．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及意义

• 土地革命是基本内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3．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及意义

• 武装斗争是主要形式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3．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及意义

• 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战略阵地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十八年的经验，已经使我们懂
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
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
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1939年10月，毛泽东
《〈共产党人〉发刊词》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1．统一战线 （1）中国革命建立统一战线的
必然性

• 中国社会两头
小，中间大，
无产阶级革命
性坚定，但人
数太少，力量
薄弱。

第一

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

地主阶级

无产阶级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1．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及其发
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

第二

南京国民政府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1．统一战线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的
存在决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可能的。第三

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一样深受压迫，
革命要求强烈。
（左翼集团）

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排挤、压迫，在一定
时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参加革命，或保
持中立。（中间集团）

敌人内部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激
烈的斗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可与其某一部分、某一派别结
成暂时的统一战线（右翼集团）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1．统一战线

（2）统一战线中两个联盟及相互关系

工人阶级同农民、
知识分子和其他
劳动者的联盟

工人阶级同非劳
动人民主要是民
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在这两个联盟中，第一个联盟是基础
第二个联盟为革命胜利提供了完全保障。

两个联盟

关
系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1．统一战线
（3）党在不同时期的统一战线

�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容：工、农、小资、民资
�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内容：工、农、小资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容：工、农、小资、民资、地主

、大资产阶级
�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容：工、农、小资、民资、各民

主党派、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同胞和海
外侨胞

� 爱国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
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2．武装斗争

①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国情所决定的。
中国无议会可用，工人
没有罢工的合法权利，
人民没有言论结社的自
由。

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2．武装斗争

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军队建设思想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2．武装斗争 三大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说话和气；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偿；
不打人骂人；
不损坏庄稼；
不调戏妇女；
不虐待俘虏。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2．武装斗争

战略思想：根据地战略；游击战争战略；持久胜
敌战略；积极防御战略；武力威慑战略。

战术思想：

土地战争期间：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作战原则。游
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实行“高度的运动战”
和敌后战场实行“基本的游击战”
解放战争期间：提出了以打运动战和歼灭敌人有
生力量为主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的战略方针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3．党的建设

�原因之一：
农民小资产阶级党员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党内无产
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原因之二：
长期在农村发展，且处于战争环境，使党组织建设
容易涣散。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3．党的建设

思想建设

延安的整风

战士在学习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3．党的建设

组织建设

首先是扩大党的组织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实行正确的干部路线
和干部政策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3．党的建设

作风建设

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3．党的建设

政治建设 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
法，确定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
以此教育党员和干部，使他们在政
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 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
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
了中国人民社会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开创了中国历史的
新纪元。

※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
主义的斗争，增强了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