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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十个春秋，按中国传统旧历，已是足足一个甲子，要开始新一轮
干支纪年了。
孔子有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如果说，“知命之年”意味着生命的成熟，表示了阅历、知识和经验的丰富性，那么，“耳顺之年”
则是意味着生命的从容和淡定，胸襟的豁达和兼容并蓄的文化包容能力。
六十年华诞的人民共和国，正是为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使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
事着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
社会的和谐，是多主体的共和，多文化的共荣，意味着宽松、宽容、宽厚的文化品格，公正、公平、
公开的规则理念。
从昨天的“阶级斗争为纲”，到今天的构建和谐社会，共和国走过的这个历史跨度实在是太大了，可
以说是一场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
提出和谐社会目标这一事实本身，就显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已具有了进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自信心，说
明了共和国正在以民主共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来造就海纳百川、欣欣向荣的未来气象。
　　共和国这六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是中国乃至世界极富有戏剧性的一段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上，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而建立起来的。
实现现代化是贯穿共和国史各个方面的一条主线。
从现代化的社会变迁方面讲，中国的现代化既有后发现代化国家一般存在的共性问题，又有自己历史
发展的独特性问题。
对于经历了百年内忧外患，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国际国内条
件是十分苛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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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权威、最全面、最系统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研究的学术性著作。
全书以中国的现代化为经，以历史时期为纬，列有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国际关系、军队
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专题近130个，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重大事件、人物均有涉及。
此次修订跟踪学界的最新研究动向，除对原专题修改补充或重写，更增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杨奎松、沈
宝祥、刘小萌等撰写的新专题。
充实了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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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Ⅰ 开国创业　　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形成和确立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
成立，历经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熔炼，通过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农
村革命根据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建立起一种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人民政
权。
这种崭新的政权模式，最初分散在中南、中西部几省交界处的小块红色区域内。
它们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相对立而存在，在曲折斗争中走向不断发展，逐步摸索和积累
了一套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民主政权建设的经验。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产党以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取代原来“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的口号，将以往在狭小范围内的建国实践扩展到空前的规模，为党的建国理论趋于成熟创造了
必要条件。
在全民族的艰苦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在广大区域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名副其实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
。
　　1940年1月，毛泽东在他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提出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自由
、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总路线和总纲领。
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
的联合政府”的口号，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应该实行的政
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和政策。
总的来说，抗日根据地业已建立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实际上为民
主共和国奠定了地方基础，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和全国的普遍意义。
当时设想，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将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待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
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这种在局部地区建立政权，逐渐在区域和规模上向外扩展，直至取得中央政权，在全国范围建立新民
主主义制度的模式，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治国理论及其实践的一大特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尽了最大的努力，却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
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极力阻挠和破坏，国共两党以“建什么国”为焦点进行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
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一系列复杂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迅速走上直接夺取全国
政权的道路。
至此，制定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大政方针的任务，已迫在眉睫。
经过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1949年1月政治局会议的充分酝酿和准备，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届中央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制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并规定了党在
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
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规划了清晰的蓝图。
　　国体和政体的确定　　国体，即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是建立新国家必须首先回答的基本问题
。
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初步提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
合专政”；后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
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虽然没有改变，但国民党再度破裂统一战线，国内阶
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将要建立的新国家的国体，必然与原先设想的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有着重要区
别。
但是，如果重新采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又存在明显的缺陷，不能反映党对
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
随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壮大，无产阶级由政治上、军事上不占优势到占有
极大的优势，一向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根据形势的根本性变化，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国体问题作了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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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国体问题的关键，在于提纲挈领地概括各阶级在未来新国家中的地位。
自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行动纲领之后，毛泽东
多次强调在新中国政权中应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参加。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中，专门
论述了政权问题，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
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和其
他劳动人民为主体。
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
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
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
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①这段论述，比较清楚地阐明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各阶级在未来新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同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论述革命统一战线十分广大的时候，进一步
说明了人民大众的范围“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
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②。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明确将国民党反动派排除在民主联合政府之外。
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列
宁在这本书中所说的，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今天在我们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并说明二者在内容上的历史
区别：“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种革命的社会性质，不是推翻一般资本主义，乃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
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中共中央在党内文件中最早使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解释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里在确定的意义上采用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
他进一步分析说：“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大革命时期我们提的是‘联合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来革命。
后来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
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
合作是后来发生的，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在革命中的正确时期。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
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
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
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
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及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毛泽东在1949年1月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深入浅出
的解释。
他说：“人民民主专政也是独裁，人民民主独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人民内部是民主，对敌人是独裁。
”“对这个问题宣传得不够，甚至党内也有人弄不清，一听独裁就脸红，其实独裁是对敌人，对一切
反革命分子阶层、集团、党派。
这是基本问题，必须讲清。
讲清就有主动权，否则就没有主动权，没有道理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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