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说起近代中国你会想到什么？

革命战争、危机、冲突、矛盾

说起近代中国，许多人脑子里面就会出现非常多关于革命战争的一些片段，
确实近代中国曾经发生了许多革命，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
命、第一次国内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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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一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１、近代中国的国情

认识国情三要素：

一是国家的社会性质

二是社会的发展阶段

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1.近代中国的国情：
（１）社会性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２）发展阶段：

封建社会晚期和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３）主要矛盾：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1.近代中国的国情：

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

推翻三座大山：

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康有为认为，甲午海战之后的中国已处在“覆屋之下、

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

四万万民众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宰割，此四千

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2.当代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旧民主主义革命
（1840—1919)

分水岭：1919年
五四运动

新主主义革命
(1919—1949)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呼唤新的革命

理论的诞生



党的“一大”
（1921）

党的“二大”
（1922）

党的“三大”
（1923）

党的“四大”
（1925）

1926年前后

开始把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

提出了彻底的反帝
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提出了建立国共合
作统一战线的思想

第一次明确提出坚
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和农民同盟军思想

党逐步形成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基本
思想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统
一战线、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早期革命生涯里痛失爱妻

课堂拓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前中期，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

本思想。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新民

主主义基本纲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

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思想得到展开。

1938年毛泽东撰写
《论持久战》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完整表述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从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

想，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

思想。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是什么？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形成

1939年毛泽东发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首次提出新民主

主义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

的基本内容

1948年毛泽东发表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完整地表述了

新民主主义总路线内容



新民
主主
义革
命的
总路
线

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
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

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的对象

革命的动力

革命的领导力量

革命的性质

革命的前途 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
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分清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
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夺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
达白银1000亿两。其中仅《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条约就勒索赔款白银19.53
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而日本仅通过《马关条约》就勒索赔款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
日本国家财政四年半的收入。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
经济损失过5000亿美元。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是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和一切灾祸的总根源。推翻帝
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国走向富强和独立的前提。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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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社会进
步的主要障碍。



官僚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官僚资本主义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对广大劳动
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对民族工商业巧取豪夺，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
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
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中
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发展
而产生的，而且是伴随着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
经营企业而产生的。

中国革
命最基
本的动
力

中国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
会过程中最早
出现的一个新
的社会阶级

是新的社会生
产力的代表，
是近代中国最
进步的阶级，
是中国革命的
领导力量

无产阶级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
命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
争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工人阶级只
有与农民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形成强大的
力量，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工人阶
级对农民的领导，是实现革命领导权的基础。没
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农民的革命动力作
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占全国人
口的80%
以上

受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
压迫最重

具有强烈
的反帝反
封建的革
命要求

农民阶级

中国革
命的主
力军



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
公朴、邹韬奋

城
市
小
资
产
阶
级

知识分子

小商人

小手工业者

自由职业者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是无产阶级的
可靠同盟者，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

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
的束缚

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

同帝国主义和
封建势力有矛盾

在革命中容易
动摇和妥协

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实行
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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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区别新旧两种不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的
根本标志是：革命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
阶级手中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
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
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前途是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是世界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新内
容和特点

中国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是世界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01

02

03

04

05



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
革命性质

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范畴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在政治上争取和联
合民族资产阶级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在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容许有利
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

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
剥削制度和改造小生产的私有制

01

02

03

04



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

政治纲领 经济纲领 文化纲领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
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
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
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
主义的共和国。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
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
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
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
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
民大众的反帝反封
建的文化，即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是什么？三



1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党成立初期——“城市中心
论”，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
城市，领导工人阶级，开展
工人运动，这样有利于扩大
党的阶级基础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
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
割据”的思想

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时
期——毛泽东提出以乡
村为中心建立红色政权，
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
政权的思想



1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延安时期——毛泽东系统
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与
可能性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
立了经过长期武装斗争，
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
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
路



2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的压
迫，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
的压迫。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
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
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相应的主
要组织形式必然是军队。



2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
的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
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深入农村，
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入手，组织、发动和武
装农民，使革命战争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
加，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基础。



2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功的原因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四分五裂，军
阀割据，存在不少的统治薄弱环节可能性

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多重压迫和剥削，
人民革命愿望强烈，加之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革命的群
众基础好

群众基础性



2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客观条件

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坚强后盾

党的领导的有力量及其政策的不错误主观条件



3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及意义

土地革命 武装斗争 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

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
三者的密切结合和有机统一

民主革命的
基本内容

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
农村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
的强有力保证

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阵地，是
进行武装斗争和开展土地革
命的依托



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

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3

3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及意义



统一战线

党的建设

三大法宝 武装斗争



第
二

中国革命面对的中外反动势力异常强大。革命具有残酷性、
长期性、发展不平衡性。

1 统一战线

关键词

建
立
统
一
战
线
的
必
要
性

第
一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
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群众是农民、城市小资产
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
建军阀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
统一战线

（1924—1927）

反抗国民党的
反动统治

工农民主统
一战线

（1927—1937）

反抗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1945）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建立新民主主义国
家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5—1949）

1 统一战线



1 统一战线

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
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
劳动者的联盟，主要
是工农联盟

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巩
固工农联盟，争取农民、知
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才
能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权

两
个
联
盟



1 统一战线

两
个
联
盟

工人阶级和非劳动人
民的联盟，主要是与
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壮大自己，孤立主要的敌人，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掌握
中国革命的全部领导权，中
国革命的胜利才有完全的保
障



1 统一战线

党建立、巩固和发展统
一战线的实践经验

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要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
阶级

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

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宋
庆
龄
的
选
择

典型案例



2 武装斗争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
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
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中国共产党
所领导的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
人取得的。坚持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
民的一切，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课堂拓展

蒋介石为何败给了毛泽东？



2 武装斗争

党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
期开展武装
斗争的革命
经验

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要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

要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中
共
最
牛
美
女
间
谍

典型案例



3 党的建设

中共党员中工人所占的比重变化图

58% 58%

10% 7%

70%

中共三大 1926年 中共五大 中共六大 1929年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
员占多数，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3 党的建设

必须把思想建设始终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必须重视党的作风建设

丰富经验 必须在任何时候都重视党的组织建设



①黄克功16岁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二渡赤水、夺取娄山关的战斗中立过大功。曾任团政委和旅长。

在抗大学习后留校任第六队队长。他年轻而又功勋卓著，颇受人们瞩目。

②16岁的刘茜是山西定襄人，初在太原求学，1936年8月投奔延安，

进抗大学习，遂与队长黄克功认识，被黄克功追求不已，渐涉恋爱。

③然而两人各自经历、性格爱好多有不同，矛盾纠葛日益增多。

刘茜对黄克功的感情日渐淡漠，当黄克功发觉刘茜疏远自己

并另有所爱时，怒不可遏。

④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把刘茜约到延河边，

要求与刘茜公开宣布结婚。刘茜不从，并提出终止恋爱关系，

黄克功拔枪恫吓，刘茜毫不屈服。黄克功感情冲动，失去理智，

不顾一切地下了毒手。

⑤“黄克功事件”发生后，延安党政军机关反映强烈，

纷纷痛斥黄克功惨无人道的行为，要求严肃革命纲纪，

杀人偿命。但也有些人认为，黄克功毕竟才26岁，

为革命立过大功，应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⑥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大操场

公审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延安各界数千人参加了大会。公诉

人在会上宣读了起诉书。审判长雷经天宣判将黄克功执行枪决，

并宣读了毛泽东给高等法院的亲笔信。

典型案例

黄
克
功
事
件



影片推荐



典型案例



01
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了在一
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
大国里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02 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革命的
发展阶段问题

03 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新民
主主
义革
命理
论的
意义



04 指导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

05 有力地支持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信心

新民
主主
义革
命理
论的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