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中国现代史



中国现代史是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国和国成立至今的历史，又称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三大改

造基本完成）与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至今）两大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也是中国

人民建立政权、巩固政权、探索和发展，使中国走向富强、民主、自立的一段发

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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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年10月，伟大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从此进入现代化时期。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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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政协会议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中国共产党，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解放军，各人民社团，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

的代表出席大会，讨论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大会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大会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毛泽东当选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为副主席。会议决定改北平为北京，为新中

国的首都，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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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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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2.《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除序言外，分为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

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共7章60条。它肯定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宣告了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

体。它确认“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

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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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它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宣布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

权；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并且规定了新中国的各项基本政策和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义务。由于它所规定的是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及各项基本政策，并且它

是由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因此，虽然它还不是

一部正式的宪法，但不管从内容上还是从法律效力上看都具有国家宪法的特征，起到了

临时宪法的作用。它是建国初期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前进的政治基础和战斗纲领，对于巩

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加强革命法制，维护人民民主权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方面都

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的许多基本原则在制定1954年宪法时都得到了再次确认和进

一步发展，因而在我国宪政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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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

社会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

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军民进行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东北、华北等老

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党中央明确规定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

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新解放区土地改

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将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

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地主分子，同样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

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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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颁布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该法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

法律依据。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

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

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同时还把过

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

资产阶级。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到1953年春，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

外，我国大陆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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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

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约3 000万吨以上的粮食地租。土地改革真正实

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希望获得土地的愿望，使农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从而最深入、

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农村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土

地改革还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引导亿万农民走上集

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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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2.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采取武装干涉政策，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

门发表声明，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同日，联合国安

理会通过决议，联合国会员国要派兵随从美国军队入朝。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号

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台湾及干涉亚洲事

务的罪行。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

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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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

并肩抗击美国侵略者。经过五次大的战役，中朝部队一起将侵略军赶回到“三八”线以

南，1953年夏，美国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我国经济

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第
一
节

二、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第一个五年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

产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

占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编制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它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有

步骤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

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是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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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

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指标都大幅度超额完成，

这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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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大改造

三大改造是指1953—1956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资本主

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

三大改造的重点。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转

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国家

需要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因为它存在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工商业又影响着国计民生长久发展，这就出现了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为了把

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从1953年起，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果断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

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

变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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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1954年底，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已经通过公

私合营的方式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商业方面，则在国家掌握一切重要货源的情况下，

使私营商业执行经销代销业务的方式，逐步向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转变。1955年下半年，

不少大中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趋势。11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开会议，加强了对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领导。这时，农业合作化

高潮兴起，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已经成熟。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

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使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

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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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广州、

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在

1956年的第一季度末，全国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私营工业已达到99%，私营商业达到85

%，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

改造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过急、过快和过粗的做法。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顺利地开

展和完成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为新中国从新民

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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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

1954年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这部宪法于1954年9月20日在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并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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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同时又是《共同纲领》的继续和发展。

《共同纲领》中有关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

的基本原则，均被实际生活证明符合中国的国情，在1954年宪法中被再次肯定。宪法结

合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及现实这一任务的具体

方法和步骤，对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也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1954年宪法

总结了长期以来我国人民坚持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

设的经验。它的颁布、实行，对于巩固胜利成果，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

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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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折中前进

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

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只得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做法。这

在当时是完全有必要的，但这种做法缺乏创造性，有时不符合我国国情。显然不应当是

长久之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已经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的初步经验。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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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折中前进

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

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

重要指标已提前完成。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

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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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折中前进

1956年秋，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大会完全肯定了党中央从七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

的，同时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

确定党的工作重点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会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

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

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质上是先进

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

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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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折中前进

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的看法，把中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

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

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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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折中前进

1.“大跃进”运动

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

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

彻底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主要标志是

盲目求快，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的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3年间，基建

投资总额高达1 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3

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

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大跃进”开始三年，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了严重的

经济困难。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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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提出后，党中央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化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

就越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1958年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在农村建立人

民公社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降低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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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困难的出现和调整

1959年夏，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促使全国开展起“反右倾”斗争。“反右倾”斗争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再加上自然灾害严重，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

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1959—1961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面对严重困

难，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初，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

进”中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党中央的这些措施，鼓舞了全国各族

人民，从1962年起，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开始发展。到1965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调整国民

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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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的发展

我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战胜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经济建设方面，

建成大中型项目500多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近60%。武汉、包头两大钢铁基地，大庆油田、胜

利油田、大港油田相继建成投产。到1956年，以往依靠“洋油”的我国，石油已经全部自给。

电力工业也增长很快。新建铁路八千多公里，建成兰新、包兰等铁路。在科技上，成功试射了第

一颗原子弹，研制成了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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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十年。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

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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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反革命集团利

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党内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到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了严重的错

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着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为此，他

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

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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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中涉

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 ”），试图将批判的范

围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文化大革命”，同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

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

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 由无

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被江青等人把

持，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陈

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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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

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次发动。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

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不在马

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文

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上述论点曾被

概括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在晚年提出这些理论以及其实践严重

地背离了客观实际，并被他重用过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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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

合中国的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国内阶段形势以及党和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

大革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是非，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进

行了否定，实际上这也是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的否定，对全国各族人民

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奋斗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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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由张春桥、姚文元等策划，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

的党政领导大权，即所谓“一月革命”。毛泽东和“文革小组”支持上海夺权。在夺权的过程中，

各地造反派组织普遍形成两大对立面，加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推波助澜，全国

进入了“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面中。他们将矛头指向老一辈革命家，如刘少奇、邓小平等。

同年2月前后，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不同会议上，谭

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

强烈的批判。然而，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和打击。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

抗争被压下去以后，社会上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揪斗、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浪潮，

林彪、江青一伙把刘少奇定为所谓的“叛徒、内奸、工贼”，并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将他永

远开除出党，造成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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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化大

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

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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