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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门公共必修课，是为了帮助大学生系统掌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发展、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

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课时：72学时。其中理论54学时，实践18学时。

 实践内容包括：社会实践周，假期社会调查，各

类学校实践活动。

 考核：平时成绩占40%，期末考试占60%。

 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考勤、提问、作业、各类学

校实践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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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课程介绍



 努力掌握基本理论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培养理论思考习惯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
创造的奇
迹

实现了中华民族从
东亚病夫到站起来

的伟大飞跃

实现了中华民族从
站起来到富起来的

伟大飞跃

实现了中华民族从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才能发展中国

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01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
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

02

就是总结和提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从而
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内容；

03
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
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请按格式修改名片

视觉a班01王五

视觉b班01王五

新能源2班01张三

新能源3班01李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社会主义进入改革开放新的时期）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

思考题：

毛泽东思想主要都包括

哪些主要内容？



第一专题 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一专题 毛泽东思想

你眼中的毛泽东是什么形象？为什么？





 毛泽东（1893～
1976）：伟大的马克
思主义者，无产阶级
革命家、战略家和理
论家，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
缔造者和领导人。



少年时代（1893－1910）

 1893年12月26日生于
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
农民家庭。

 8－13岁在私塾念书。
在读经书岁同时，读
了不少中国古典小说，
比如《三国》、《水
浒》、《西游记》等。



游学生涯（1910－1918）
1910年，毛泽东到离家70
公里的东山高等小学（洋
学堂）。开始接触新思想。
大大开阔了眼界。1911年
参加了湖南革命军即新军，
1912年春，离开部队，继
续求学。1913年，在湖南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
在第一师范的五年半时间
里，他在书边空白处或笔
记本中写了不少于百万字
的分析、观点评注。

1913～1918年 毛泽东在此求学



毛泽东的求学经历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

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

一、毛泽东生平简介



毛泽东的求学经历

一、毛泽东生平简介



1918年8月——1919年3月第一次来到北京，曾在北
大图书馆任助理员； 1919年12月——1920年4月第

二次来到北京。

北
大
红
楼

1920年留影

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者（1918－1920）



调查研究、把握国情（1921
－1927 ）
经过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
开展农村调查、农民运动讲
习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和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形成了
较为深刻的认识。为他此后
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
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参
与
建
党



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



长

征



1936－1945













永远的毛泽东



性格：不怕邪恶、满怀信心、百折不挠。

境界：献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
扭转乾坤的壮志；
能纳五湖四海的胸怀；
坚忍不拔的意志；
高瞻远瞩的眼界等。

修养：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哲学理论。

第一专题 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简要生平



毛泽东简介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

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

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

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

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党章

（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正确认识两个方面的问题：

1、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

毛泽东晚年脱离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错误的东西，就不属
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

2、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犯有严重错误，而怀
疑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

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与毛泽东思想体系分属于不同的
概念范畴，它丝毫无损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价值。

（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5



40

1、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条件



（1）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

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国作为一个当时已经落后

的东方大国同 样未能逃脱被侵略瓜分的命运，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

20世纪初这个历史节点上中 国可谓是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



思考：图中各种不同动物与图案分

别 代表哪个国家？

熊代表俄罗斯；太阳代表日本；

香肠 代表德国；狗代表英国；鹰代表美

国；蛤 蟆代表法国。这幅图形象地为我

们呈现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

的被帝国 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

42



1900年8月28日，由俄军、日军、英军、美军、法军、德

军、 意大利军、奥军组成的八国联军在紫禁城举行阅兵和游行。



太平天国运
动

洋务运
动

戊戌
变

法 义和团运
动

辛亥革命

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革命理论，新的革命阶级，新的革命领导力量来实现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

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为苦苦

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 民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革命的实践证明，简

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 无产阶级革命的一

般原理 和照搬俄国十月

革命城市 武装起义的经

验，不但无 法解决中国

的问题，而且 使中国革

命遭受了严重挫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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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战后世界划分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

 在两极格局的世界体系中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

维 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成为当时时代背景下新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之一；并且在以美

国为首 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华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

环境下如何 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也是必须解决的时代课

题。



在美苏争霸的两极世界格局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

则， 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使毛

泽东 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上得到了继续发展，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做 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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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

中国共产党失败的惨痛教训和
成功的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
成功实践

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

1

2

3

2、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
（现兴业路76号）

嘉兴南湖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



（三）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分析了中国社会各
阶级在革命中的地
位和作用，提出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基本思想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
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反对本本主义》

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

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

提出并阐述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的思想

1、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形成标志：提出并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视频

1、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农村革命根据地示意图

视频资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mp4
视频资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mp4


1、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中国革命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其合理性是什么？



《实践论》

《矛盾论》

《〈共产党人〉发刊词》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

• 系统地总结党领导中国
革命特别是全民族抗日
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

1945年党的

七大将毛泽

东思想写入

党章，确立

为党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

导思想。

遵
义
会
议
后

• 系统阐述了党内“左”的
和右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 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对象、动力、领导力
量、性质和前途

• 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总路线

• 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具体目标

• 详细论述了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
基本规律和内在联系

（三）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

2、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成熟标志：系统阐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
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
重要的扩大会议。

2、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这次会议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
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当、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

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论人民民主专政》

《论十大关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

•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 关于严格区分和正
确处理两类矛盾的
学说特别是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和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后

找出在中国
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道路

（三）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

3、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有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探
索这条道路的最初成果。阐述了社
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十大关系：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
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
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
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
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
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
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
的关系。

3、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作 业

1、试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进程。

2、到图书馆查阅毛泽东传记，谈谈感想。



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
活的灵魂





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要坚持和运用好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

么？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一）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
设理论

革命军队建
设和军事战
略的理论

政策和策略的理论

思想政治工作
和文化工作的

理论

党的建设理论

主要内容



（一）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主要是对这一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前途以及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的论述。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毛泽东：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和解决

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国情 任务

互动：1、同学们了解自己吗？

2、你的奋斗目标是什么？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社会主要矛盾

……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统一、社会稳定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近代中国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

的不断入侵，改变了中国社

会发展的轨道，使社会性质

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

独立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

地的中国；封建的中国逐步

变为半封建的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前，

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

国家，随着封建社会内

部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

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

义的萌芽。

①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近代中国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同英、
美、日、俄、德、法、奥、意、
比、西、荷共11国在北京签订
了《辛丑条约》

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
手段，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半殖民地化。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
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为中国资本
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但并没有使中国发展成为资
本主义国家。

①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争做债主开银行：

汇丰、德华、横滨正金、东方汇理、华

俄道胜、美国花旗等银行进一步控制了中国

的金融财政和海关大权。

外资企业的垄断

地位严重阻碍了

中国民族资本主

义经济的发展争夺路权强掠夺：

沙俄——中东铁路

英国——山海关通往东北的铁路，

山西、河南、广九铁路

德国——山东胶济铁路

美国——粤汉铁路

争相设厂攫利润：

至1990年列强在中国办厂矿约1千家



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帝国主义与
中华民族的矛盾
（最主要的矛盾）

封建主义与
人民大众的矛盾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

根本任务

推翻帝国主
义统治，求
得民族的独
立和解放

推翻封建主
义的反动统
治，实现国
家富强和人
民富裕



十

月

革

命

1919年1840年 1949年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
世界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时代

 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①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①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的历史新纪元

十月革命标志着人类历史

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

转变的进程，中国的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

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俄国十月革命



 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①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五四运动的爆发为标志，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时期。五

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开

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

五四运动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070505/newgx463bbd8e-1064124.shtml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070505/newgx463bbd8e-1064124.shtml


分水岭：1919年
五四运动

 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
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旧民主主义革命
（1840—1919)

新民主主义革命
(1919—1949)

①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第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呼唤新的革命理论。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

探索奠定了革命理论形成的基础。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第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呼唤新的革命理论。

太平天国运动 戊戌变法 义和团运动 辛亥革命

历次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教训告诉我们，旧民主主义

革命的理论和道路，不适应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无法指导

近代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近代中

国革命的实践中应运而生，它的形成包含了对旧民主主义革

命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www.cq-zs.com/szll/%CF%C4%C5%E0%D2%AB-%CE%EC%D0%E7%B1%E4%B7%A8%C1%F9%BE%FD%D7%D3.jpg&imgrefurl=http://www.cq-zs.com/szll/xpy.htm&h=841&w=750&prev=/images?q=%E6%88%8A%E6%88%8C%E5%8F%98%E6%B3%95&svnum=10&hl=zh-CN&lr=&ie=UTF-8&inlang=zh-CN&sa=G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www.cq-zs.com/szll/%CF%C4%C5%E0%D2%AB-%CE%EC%D0%E7%B1%E4%B7%A8%C1%F9%BE%FD%D7%D3.jpg&imgrefurl=http://www.cq-zs.com/szll/xpy.htm&h=841&w=750&prev=/images?q=%E6%88%8A%E6%88%8C%E5%8F%98%E6%B3%95&svnum=10&hl=zh-CN&lr=&ie=UTF-8&inlang=zh-CN&sa=G
http://www.infos.cn/subject/155474/rss_news
http://www.infos.cn/subject/155474/rss_news
http://bbs.billwang.net/bbs/showthread.php?p=3985858
http://bbs.billwang.net/bbs/showthread.php?p=3985858


中共一大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
相结合。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

理论形成的基础。



党的二大

第一次提出彻
底的反帝反封建的
民主革命纲领，开
展工人运动，形成
工人运动第一次高
潮。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

理论形成的基础。

中共二大会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党的三大

提出了建立国
共统一战线的
思想（忽视领
导权问题）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

理论形成的基础。

中共三大会址（广东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



党的四大

第一次明确提
出了坚持无产
阶级领导权和
农民同盟军的
思想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

理论形成的基础。

中共四大决议案和宣言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

理论形成的基础。

党的八七会议上，

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

教训，提出“须知政权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汉口八七会议会址

http://www.59766.cn/redtravel/169.htm
http://www.59766.cn/redtravel/169.htm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

理论形成的基础。

根据地时期，初

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这

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

命道路。

农村革命根据地

http://ls.nje.cn/bashang/WYK/new_page_185.htm
http://ls.nje.cn/bashang/WYK/new_page_185.htm


抗日战争时期，党历经长

期的革命斗争考验，积累了丰

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对中国革

命的认识趋于成熟，逐步形成

了系统化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

理论形成的基础。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

理论形成的基础。

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时期，

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
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
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
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
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
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
理论是在总结革
命斗争正反两方
面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形成的。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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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

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的基本内容；1948年，他在《在晋

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表述了总路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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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A.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帝国

主义

封建地主
阶级

官僚资本
主义

首要
对象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

1842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

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约为：折合白银13亿两。

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5倍。

(12元人民币/克，折合人民币7800亿)

A.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图上的虎
代表英国，熊
代表俄国，鹰
代表德国，蛙
代表法国，太
阳代表日本，
鹰代表美
国。
中国人民从

此陷入了无穷
的黑暗之
中·····
·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

A.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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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

A.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档案 2016 他为南京大屠杀留下铁证 160817_标清.flv


帝国主义是近代
中国最大的压迫
者，是阻碍社会
进步和发展的首
要因素，是贫穷
落后和一切灾祸
的总根源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

A.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推翻帝国主
义的压迫是
中国走向独
立和富强的

前提



 封建地主阶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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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反封原因剥削和压迫农民 阻碍中国社会前进
而没有丝毫进步的阶级

中国经济现代化和
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对民族工
商业的巧取豪夺，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A.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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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滥发纸币和国债



课堂发言

你对四大家族知多少

蒋介石 宋子文 孔祥熙 陈立夫

http://www.santage.com/whys/2007/1116/article_2648.html
http://www.santage.com/whys/2007/1116/article_2648.html
http://www.ehappystudy.com/html/5/292/332/2006/8/li65261124961860024257-0.htm
http://www.ehappystudy.com/html/5/292/332/2006/8/li65261124961860024257-0.htm
http://news.21cn.com/renwu/fwrw/2006/08/29/2958406.shtml
http://news.21cn.com/renwu/fwrw/2006/08/29/2958406.shtml


A.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从总体上说，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但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由于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革命对象是不同的。

革命阶段 主要革命对象

国民革命 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

土地革命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新
军阀

抗日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

解放战争 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



B.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动力

之一

•主力军•基本

动力
无产

阶级
农民

民族
资产

阶级

城市小
资产阶
级可靠

同盟军



B.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

互动：

1、近代中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产生的先后？

2、近代中国最早出现无产阶级的时期？

第一批无产阶级

产生于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列强创办的企业里

第二批无产阶级

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中

第三批无产阶级

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近代企业中



B.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

无产阶级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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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无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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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城市小
资产阶
级

谁赢得了农民，
谁就赢得了中国

--- 毛泽东

占全国人
口的80%
以上

与无产阶
级具有天
然的联系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受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
压迫最重



B.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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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

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受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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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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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为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

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
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们不愿意也不能够
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的彻底性



C.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

 具有与先进
的生产方式
相联系

 没有私人占
有的生产资
料

 富于组织纪
律性

一般

优点

自身特点和

优点

 身受三重压迫，
革命斗争中坚决
和彻底

 分布集中，有利
于组织团结和传
播革命思想

 和农民有天然的
联系，便于结成
亲密的联盟，共
同团结战斗



C.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

 具有与先进
的生产方式
相联系

 没有私人占
有的生产资
料

 富于组织纪
律性

一般

优点

自身特点和

优点

 身受三重压迫，
革命性最为彻底

 分布集中，有利
于组织团结和传
播革命思想

 和农民有天然的
联系，便于结成
亲密的联盟，共
同团结战斗



C.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不是自然而
然得来的，而是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
实现的。

实现领导权的关键：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
战线

保持领导权：建立和发展人民的革命武装力量



D.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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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民主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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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有新的内容和特点



D.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不同

新民主
主义革
命

社会主
义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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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改造小生产的私有制。



D.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互相联系、紧
密衔接的，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喻为文章
的上篇和下篇。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政治纲领

经济纲领

文化纲领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A.政治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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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A.政治纲领

国体 政体

几个革命
阶级联合
专政

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

过渡性质

014命运决战_高清.mp4
12政治协商会议.mp4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B.经济纲领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保护民族工商业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B.经济纲领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B.经济纲领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军管会接收江
南造船厂命令

军管会没收中央
银行命令

没收官僚资本，包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B.经济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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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视察上海申新九厂

在中国，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新
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
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拿资本主义的
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
义的压迫，不但是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
避免的过程。

——毛泽东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B.经济纲领

作为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同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为
何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中确对它们采取不同的态度，
即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

认清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区别及它们对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作用

保护民族工商业对发展现代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

保护民族工商业不是无条件的，需要保护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是有利
于而不是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操纵国计民生
的资本主义。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C.文化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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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

就其内容说是反对帝国
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
族的尊严和独立；就其
形式说是具有鲜明的民
族风格、民族形式和民
族特色，要有中国作风
和中国气派 抗日电影—《中华儿女》

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秧歌剧
《兄妹开荒》

http://cyc69.cycnet.com:8090/xuezhu/918/content.jsp?ar_id=5381
http://cyc69.cycnet.com:8090/xuezhu/918/content.jsp?ar_id=5381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C.文化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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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

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
迷信思想，主张实事
求是、客观真理及理
论和实践的一致性

战士们学习科学文化

http://www.lianghui.org.cn/culture/txt/2007-06/28/content_8454102.htm
http://www.lianghui.org.cn/culture/txt/2007-06/28/content_8454102.htm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C.文化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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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的

民主的文化，
坚持为人民
大众服务的
方向 延安大戏台—

延安军民经常
在这里集会和
进行文娱活动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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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面
对和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
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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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面
对和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
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A.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党对这一问题
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党成立初期，首先

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

开展工人运动。

五卅工人运动

http://news3.xinhuanet.com/photo/2006-06/18/content_4712440.htm
http://news3.xinhuanet.com/photo/2006-06/18/content_4712440.htm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A.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党对这一问题
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农

村。

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

什么能够存在

http://www.yichun.gov.cn/Public/STYC/hswh/C/1162004944937.html
http://www.yichun.gov.cn/Public/STYC/hswh/C/1162004944937.html
http://bbss.buyershow.com/forum-12/show_thread--1--4206588-.htm
http://bbss.buyershow.com/forum-12/show_thread--1--4206588-.htm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0%C7%D0%C7%D6%AE%BB%F0,%BF%C9%D2%D4%C1%C7%D4%AD&in=59&cl=2&cm=1&sc=0&lm=-1&pn=58&rn=1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0%C7%D0%C7%D6%AE%BB%F0,%BF%C9%D2%D4%C1%C7%D4%AD&in=59&cl=2&cm=1&sc=0&lm=-1&pn=58&rn=1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A.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党对这一问题
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分

析了近代中国的国情，进一步丰富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理论。

战争和战略
问题

1938年11月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A.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时间 历史事件 道路的确定

建党初期 城市为工作重心
缺乏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建立农村
根据地重要性认识

1927年 大革命失败
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建立井冈
山根据地

1928年

10－11月
白色政权包围

“工农武装割据”，奠定农村包围
城市道路理论

1931年1月
党内对形势的悲
观思想

初步形成以乡村为中心的红色政权
和准备夺取政权全国政权

1938年11月 长征胜利后
先占领农村，后夺取城市，最后夺
取全国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B.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走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
政权道路的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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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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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无民族独立—

帝国主义的侵略

内无民主制度—

百姓寄希望于清官

农民武装自卫队

http://hi.baidu.com/洪宪皇帝袁世凯/album/item/3d281dcfbf910b2cb700c878.html
http://hi.baidu.com/洪宪皇帝袁世凯/album/item/3d281dcfbf910b2cb700c878.html
http://www.3608.com/article/2007-5-31/134353286.html
http://www.3608.com/article/2007-5-31/134353286.html
http://dj.ustb.edu.cn/study.asp?txtid=44
http://dj.ustb.edu.cn/study.asp?txtid=44
http://www.zszx.info/imagematerial/view.asp?id=26958
http://www.zszx.info/imagematerial/view.asp?id=26958


可能性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B.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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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革命愿望强烈，
革命的群众基础好

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

相当力量正式红
军的存在

党的领导的有
力量及其政策
的不错误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B.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近代中国众多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
民地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繁华的城市 凋敝的农村
手工纺纱织布 先进的资本主义工厂

http://cs.ttcn.cn/data/ttcn_resource/gzpd/xsxt/04-05shang/g1ls/07/data/zstz07.htm
http://cs.ttcn.cn/data/ttcn_resource/gzpd/xsxt/04-05shang/g1ls/07/data/zstz07.htm
http://gz.tfcx.com/cz/tbctk/bnj/rjblsxc/200606/248381.html
http://gz.tfcx.com/cz/tbctk/bnj/rjblsxc/200606/248381.html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B.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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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革命的兴起北伐战争

http://www.rqsz.com/rqxxzy/cz06-07-1/08/XK14_NJ08/ZY20060915124426765/TPJJ_ZOOM.html
http://www.rqsz.com/rqxxzy/cz06-07-1/08/XK14_NJ08/ZY20060915124426765/TPJJ_ZOOM.html
http://info.datang.net/B/B0659.HTM
http://info.datang.net/B/B0659.HTM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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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农村建设革命根据
地提供了客观条件。

全国都布满了干

柴，革命的星星之火必

将形成燎原之势。

——毛泽东

http://www.997788.com/mini/shopstation/SHOP_AUCTION/detail.asp?table=连环画&id=00294632
http://www.997788.com/mini/shopstation/SHOP_AUCTION/detail.asp?table=连环画&id=00294632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B.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B.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党的领导的有力量及其政策的不错误，为农村革命根

据地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主观条件。

http://www.tmsz.tjarts.edu.cn/xcgznew/mao2.htm
http://www.tmsz.tjarts.edu.cn/xcgznew/mao2.htm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C.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及意义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根本在于处理好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
地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C.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及意义

意义：

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主革命发展的
客观规律

开辟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独
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
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光辉典范，对于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

“正确地理解了这三

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
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
部中国革命。”

——毛泽东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A.统一战线

为什么要建立统一战线？

和哪些阶级建立统一战线？

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经验？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A.统一战线

为什么要建立统一战线？

第一，由中

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阶级状

况决定的。

农民、小资产
阶级及其他中
间阶级

无产阶级

←

←
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

80%以上→

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A.统一战线

为什么要建立统一战线？

第二，由中

国革命的长期性

、残酷性及其发

展的不平衡性所

决定的。

国民党的大屠杀 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的大屠杀

http://www.wangjingzhong.com.cn/article.asp?id=832
http://www.wangjingzhong.com.cn/article.asp?id=832
http://www.ccvic.com/news/photo/2008/916/089161365076D1F2D326788B779G4D.shtml
http://www.ccvic.com/news/photo/2008/916/089161365076D1F2D326788B779G4D.shtml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A.统一战线
为什么要建立统一战线？

近代中国
社会

1 2

3 4

5 6

地主阶级与农
民阶级的矛盾

无产阶级与资
产阶级的矛盾

资产阶级与封
建阶级的矛盾

帝国主义与中
华民族的矛盾

帝国主义
之间的矛盾

……

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
社会内部、外部的矛盾错综复杂。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A.统一战线
和哪些阶级建立统一战线？

两个
联盟

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

(工农联盟）

工人阶级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民族
资产阶级、一部分大资产阶级）

统一战线的基础

必不可少的联盟



国民革命
联合战线

工农民主
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

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

革命
任务

反帝反封建 反帝反封建 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

反对国民党
反动派

政治
基础

新三民主义 废除封建
土地所有制

共同抗日 争取民族独立
和民族解放

阶级
构成

工人、农民、
城市小资产阶
级和民族资产
阶级

工人、农民、

城市小资产阶
级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
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地
方实力派和亲英美派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

工人、农民、城市
小资产阶、民族资
产阶级、开明绅
士及各方面反蒋
爱国人士。

特点 党内合作 范围狭小，仅
以工农为革命
主体

党外合作，没有双方共
同遵守的共同纲领和固
定的组织形式。

规模空前，
非常巩固。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A.统一战线
和哪些阶级建立统一战线？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A.统一战线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主要经验 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经验？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B.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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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B.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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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经验

第一，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二，要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

第三，要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根本
原则

唯一
宗旨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C.党的建设

为什么要强调党的建设？

如何加强党的建设？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C.党的建设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

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

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

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毛泽东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C.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的特殊困难

第一，党的理论准备不足；

第二，党的成分十分复杂；

第三，党的建设是在农村环境下进行的，是在农

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进行的。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C.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第一，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第二，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党的组

织建设；

第三，必须重视党的作风建设。

中国共产
党的三大
作风

密切联系
人民群众

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

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的核心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

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

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三大法宝

统一战线 党的建设 武装斗争

基本武器 根本保证 基本武器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A 具有独创性的革命理论

B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C 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D 增强了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力量



（一）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
设理论

革命军队建
设和军事战
略的理论

政策和策略的理论

思想政治工作
和文化工作的

理论

党的建设理论

主要内容



2、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主要是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人民民

主专政的国家学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的学说以及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



2、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3）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4）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5）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1）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

渡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

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

会形态，而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

过渡性社会形态。



1840 1919 1949 

1956 

近代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现代

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至今

过渡时期

新民主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1）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在新民主主义社

会中，存在着五种经
济成分，社会主义性
质国营经济、半社会
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
济、农民和手工业者
的个体经济、私人资
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
本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分析

五种成分 来源 性质 地位

国营经济 没收官僚资本 社会主义 领导地位

合作社经济 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
经济过渡

半社会主义

个体经济 个体农业

个体手工业

个体经济 绝对优势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民族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
主义国营经济过渡

社会主义

（1）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1）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无产
阶级
与资
产阶
级的
矛盾

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和其
他小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

社会
主义
与资
本主
义道
路的
矛盾

社会主义经济

个体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

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矛盾逐步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因素不

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居于领导地位，
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有很大比重。

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为了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我国
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适时地逐步过渡到社会
主义社会。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要过渡

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明确。但对

于何时过渡、怎样过渡的问题,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

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

二中全会上提出“使中国有
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
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
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即
“两个转变”同时并举的思
想。当时预计的过渡时间大
约10年、15年或20年。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C6%DF%BD%EC%B6%FE%D6%D0%C8%AB%BB%E1&in=2126&cl=2&cm=1&sc=0&lm=-1&pn=31&rn=1&di=63544682&ln=284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C6%DF%BD%EC%B6%FE%D6%D0%C8%AB%BB%E1&in=2126&cl=2&cm=1&sc=0&lm=-1&pn=31&rn=1&di=63544682&ln=284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在过渡的时间上，认为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

建设阶段，一般估计为15年到20年时间

在过渡的步骤和方式上，认为当工业发展了、国营经

济壮大了的时候，就可以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

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在转变条件上，认为只有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才能

实现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

1951年前后，党内大体形成了先用三个五年计划
搞工业化建设，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识。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而
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这是酝酿提出过渡时期
总路线的开始。

理由:经过三年的时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民主革命的
遗留任务已经完成，政治、经济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我国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在农村和
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为必要并有实现的
可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已经到来。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
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年12月形成
关于总路线的完整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
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
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被概括为
“一化三改”。

“一化三改”

“一化”
（社会主义工业化）

“三改”

（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

主体

两翼

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

时并举的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
主义改造的紧密结合，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
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
统一。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②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

过渡的思想。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②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提

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

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

会，需要经历一个从无产阶级夺取
政权、到利用国家政权对旧的生产
关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逐步消灭
私有制、确立公有制并大力发展生
产力的过渡时期，这是一切走向共
产主义的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②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转变思想。

列宁认为，改变资产阶级和

小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和习惯势

力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必须

经过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

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②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上述理论指导下，积极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

利后中国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

论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适时制定了党在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



（3）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三
大
改
造

农 业

手 工 业

资本主
义工
商 业

合 作 社

赎买、
全行业

公私合营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基
本
确
立



（3）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①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积极引导农民
组织起来，走
互助合作道路

遵循自愿互利、典
型示范和国家帮助
的原则，以互助合
作的优越性吸引农
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正确分析农村
的阶级和阶层
状况，制定正
确的阶级政策

坚持积极领导、
稳步前进的方针，
采取循序渐进的
步骤

A.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A.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

广东省中山县农民在学习毛泽东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的报告
农民社会主义改造宣传画



A.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

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农民踊跃加入农业合作社



A.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正确分析农村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制定
正确的阶级政策。

政府向农民
发放国家基
金贷款



A.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四，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循序

渐进的步骤。

过渡
形式

时间 生产资料 经营 劳动 分配 性质

互助
组

1949-1953
年

私有，对某些牲畜、
农具共同使用，有
少量公共财产

个体经
营

个体劳
动和集
体劳动

经营所得 社会主
义萌芽

初级
社

1953-1955
年上半年

土地、牲畜、大农
具共有，有较多的
公共财产

土地入
股，统
一经验

集体劳
动

土地分红和按
劳分配结合

半社会
主义

高级
社

1955年夏-
1956年底

土地及其他生产资
料归集体所有

统一经
营

集体劳
动

按劳分配 社会主
义



A.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到1956年底，加入高
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
数的87.8％，农业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

入社农户96．3%



B.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小资料：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从事手工

业生产的工人1500万至2000万人。1949年，中

国全部工业中个体手工业产值为32.2亿元，按

总产值计算占23%，按从业人数计算则占65%。



福建闽侯县的手工业合
作社工人在制造水车，为
农业生产服务。



B.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供销小组
（社会主义
萌芽性质）

手工业供销合作社
（半社会主义性质）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社会主义性质的
集体经济组织）



B.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采
取说服教育、示范和国家
帮助的方法，使他们自愿
参加到手工业合作社中来，
从而把手工业者的私有制
改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
有制。

一
九
五
三
年
毛
泽
东
在
武
汉
与
小
商
贩
交
谈



B.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入社手工业产值
93%

全国手工业总产值比例图

到1956年 ，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已占其总数

的91.7%，产值占全国手工业总产值的93%，全国

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过暴力没收和和平赎买这两种

方式，并认为如果能用赎买的办法变革所有制，将是

“最便宜不过了”。

列宁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

买，认为对无产阶级是最有利的事情。



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国家有偿地将私营

企业改变为国营企

业，将资本主义私

有制改变为社会主

义公有制。

不是由国家支付
一笔巨额补偿资
金，而是让资本
家在一定年限内
从企业经营所得
中获取一部分利
润。



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为什么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而
不是暴力没收？



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

国家资本主义，

就是国家直接控制和

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经

济。

接受公私合营的工商业者



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在1953年以前，主要实

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步是从1954年到1955年夏，主

要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

第三步是从1955年秋到1956年，

主要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步是在1953年以前，主要实行初级形式的

国家资本主义。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
购统销、委托经销代销等。

华北区百货公司等单位向私营企
业的订货档案。



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步是在1953年以前，主要实行初级形式的

国家资本主义。

这些企业的利润，

按国家所得税、企业

公积金、工人福利费、

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

行分配，即当时所说

的“四马分肥”。

国家
税收

职工
福利

企业公
积金

资本家
红利

国家税收：34.5%
职工福利：15%
企业公积金：30%
资本家红利：20.5%



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步是从1954年到1955年夏，主要实行

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

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
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

企业利润的分配仍
为“四马分肥”

国家派干部进入企业
内部，同资本家共同
管理和改造企业。

属于半社会主义性
质的企业

上海工商界代表
荣毅仁等带着申
请书参加公私合
营大会。

见证江南记忆之荣毅仁1956红色资本家.wmv


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步是从1955年秋到1956年，主要实行

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对

合营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定股定

息，国家委派人员负责企业的生

产经营管理，统一调配企业的人、

财、物，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

核定私股24亿元
定息：年息5%
付息10年
1956.1-1966年



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
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国家对资方在职人员和资方代理人采取“包下来”

的政策，以企业为基地，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

的原则，对他们在政治上适当安排、工作上发挥作用、

生活上妥善照顾，通过改造阶级成分的方式达到从整

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进入高潮。年底，全国99%的

工业企业和82%的商业企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这标志着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

完成。



上海永安公司
董事长郭琳爽在全
国政协二届二次会
议上表态： “企业
向国营商业看齐，
个人向工人阶级转
化”。





工商界人士和广大群众一同欢呼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4）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

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第二，采取积极引导、逐步

过渡的方式。

第三，用和平方法进行改造。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
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社会主义改造：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
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引导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
的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目
的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
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改造

归根到底是
为社会主义
工业化服务



第二、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

资本主义
工商业

创造出从初级直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
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避免“流血
革命”

手工业

不仅保护和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手工业
逐步进行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

突破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设想，创造出从互助组到初级
社，再到高级社等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的
过渡形式

农业

逐步过渡，避免了

剧烈的社会动荡和
经济破坏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政府坚持和平的
方法和自愿的原则 ，并用事实向农民表明

手工业者的情况和农民基本相同。

对资本主工商业的改造，我党以和平赎买
的方法完成了改造。同时对资本家实行团结、
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第三、用和平方法进行

改造
保证了社会主义
改造的顺利进行





•鞍钢工人学习“总路线”



（4）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在指导思想上有急于求成、不够谨慎，工作方法上过于简
单的因素。

 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而产生的认识上的一些问题,主要是：
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追求纯粹
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和
理解上过于简单化

 当时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理
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致使一些遗留
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

但是，不能因为出现这些失误和偏

差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



“判断历史的功绩，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

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

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

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

西。”

——《列宁全集》第2卷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上，
有两个事实是世界历史上各种革命大
变动中罕见的：

一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

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

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是这样的变革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极大地加强

了人民的团结，并且是在人民基本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



社会主义

改造

社会主义

改革
关联

相同

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都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都有
其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
否定，而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继承、
纠正和发展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改造过
程中出现了某些不足就否定社会主义

改造



 1956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

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和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5）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经济上：我国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
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已
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

（5）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5）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政治上：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治建设也在有步骤

地向前推进。

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基本政

治制度的确立，表明我国由一个新民

主主义的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1954年，毛泽东亲自修改
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



（5）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
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广大劳动人民从此摆脱了被
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成为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和社
会的主人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帝国主义被清除出中国

大陆

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

内地被消灭

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

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被改造

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

动者



（5）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第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

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



（5）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第二，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

性、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
值比1952年增长128.3%，
平均每年增长18%。

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
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
的35.5%提高到45% 。



（5）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第三，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5）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第四，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

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第五，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一个

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

题的系统回答和正确解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

革命理论在中国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



（一）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
设理论

革命军队建
设和军事战
略的理论

政策和策略的理论

思想政治工作
和文化工作的

理论

党的建设理论

主要内容



3、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

主要是对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宗旨和原

则的论述，以及游击战争思想和人民战争思想。

《抗日游击战争
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

略问题》



4、政策和策略的理论

主要是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思想，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以及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
策略等。

《目前抗日统一
战线中的策略问
题》

《论政策》 《论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的策略》

《统一战线中的
独立自主问题》



5、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主要是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
切工作的生命线的思想，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的思想，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
具有重要作用的思想，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的思想等。



1929年，毛泽东同志
亲手起草了“古田会议决
议”，首次总结思想政治工
作地位和原则。

1934年，红军首届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
线”这一口号。

5、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6、党的建设理论

主要是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的思想，
“三大作风”的思想以及党的建设的方针等。

毛泽东建党学说成功解决了如何

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

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他的党建思想

为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为党的建设指明方向。



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



1 实事求是

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理论联系实

际，坚持在实践

中检验真理和发

展真理。

实事求是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

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把
握事物内在必然联系，按照
客观规律办事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
识和正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
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2 群众路线

是一切为了群众，一

切依靠群众，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

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

群众的自觉行动。

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

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这一基本原理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
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



2 群众路线

毛泽东的相关经典论述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
拥护革命的群众。”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
作方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2 群众路线

转战陕北时，毛
泽东和乡亲们一
起进餐。

1939年毛泽东同杨家岭农民
亲切交谈



3 独立自主

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

，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

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

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

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

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独立自主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

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
国人民自己处理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

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展道路



3 独立自主

1970年3月19日西哈努克亲王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时，周恩来按照国家元首的礼遇迎接了这位流
亡的领袖

毛泽东支持西哈努克
并多次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对待柬埔寨



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如

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

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

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

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毛泽东
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毛泽东

第一个明确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科学命题和重大任务
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
极端重要性

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和正确途径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宽广道路，
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
成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
理论基础

理论通俗化的风格为新时期党的理论创
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
重要的启迪
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方向、
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指导着我们党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毛泽东
思想

01

02

03

04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毛泽东思想是
被实践证明了
的关于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正
确的理论原则
和经验总结

党领导全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找到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
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
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领导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
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
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毛泽东思想关于
社会主义建设的
基本思想观点，
仍具有重要的现
实指导作用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两类不
同性质的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等思想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

从思想上建党，加强执政党建设等思想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
过去几十年奋斗和前进的
历史科学评价

毛泽东和
毛泽东思想

正确认识毛
泽东思想的
历史地位和
指导意义

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
安定

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
发展前途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功

绩
是
第
一
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
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
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
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由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人
们对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还缺少规律性认识

错
误
是
第
二
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当时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

要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经过长期历史检验形成
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视频

视频资源/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p4
视频资源/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p4


习近平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

为什么？

（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1、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
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
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评价毛泽东



2、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
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
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
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
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
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
朽功勋。

（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评价毛泽东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
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
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

“我从未见过他，这是我一生的一大憾事，因为他是中国
的伟大领导人，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尊重纪念。我不知道中国
怎么说，但在世界许多国家他被看成是时代之父。他给予这
个国家以生机，关心人民，建立了能使整个国家走向富足的
制度。”

——澳大利亚前总理弗雷泽

（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的地位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他给
中国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美国发生的变化更
为重要。他的名次比拿破仑等人要高不少，因为
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

“毛泽东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历史，是20
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日本国会议员冈田春夫

（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美国总统也热衷
毛泽东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