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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概况 13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8年，中共中央在 

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协会 

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揭开了筹建新中国 

的序幕。1949年，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 

利。同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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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阐明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以及各阶级 

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和政策基础。中共中央原本定于1950年1月成立新的 

中央政府，但在听取斯大林的建议后，加快了建国的步 

伐。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会议代行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毛泽 

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 

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会议还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首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把北平改名为北京，以 

j《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采取公元 

1纪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 

i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开始进行各项政府工作。 

；同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在天安门隆重举行开国 

大典，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 
j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华人民 

j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极少数剥削者统 

［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i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代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 

扌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国人民从此成为新国 

家、新社会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国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基本国情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生 

］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总 

j和。具体包括8个方面：（1）地域辽阔，但经济发展 

.很不平衡；（2）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但文化、 

技术素质较低；（3）资源总量的大国，人均资源的穷 
［国；地下资源西富东贫，智力资源西贫东富；（4）经 

［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但经济发展水 

［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特别是基础设 

:施不足，能源紧张，资金短缺；（5）先进的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建立，但还需要继续完善； 

（6）多年来形成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和经济的封闭性仍 
［存在巨大惯性，需要锐意改革；（7）对外开放可以借 

］鉴外国的经验，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和市场，但也会受 

到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限制、阻挠以及腐朽思想的侵 

蚀；（8）十年动乱的苦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觉 
］醒，党的领导得到改善并进一步成熟，立志改革的中国 

人民正在实践中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

国旗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通过了以五星红旗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建议。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 

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 

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 

比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 

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 

显得紧凑美观。国旗的设计者是曾联松。

国徽 1950年6月1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图案及对该案的说明。同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 

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 

安门、齿轮和麦稻穂，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国都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 

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所在地。北京面积为16, 
808平方公里，辖11个区8个县，人口已逾千万，是 

全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国际交往的中心，是中国 

历史文化名城。

国歌 即《义勇军进行曲》。1949年9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以诞生于 

1935年的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该曲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 

人大第一次会议为《义勇军进行曲》改填新词。1988 
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田 

汉所作原词。 , .

纪年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废除在中国大陆已使用了 38 
年的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通行的公元纪年。

疆界和四邻 中国陆上疆界总长2万多公里。有 

12个国家与中国相邻。其中，与中国接壤的有东北面 

的朝鲜，北面的蒙古、苏联，西面和西南面的阿富汗、 

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 

南面的越南。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有东面的日本，东南面 

的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领土面积 中国领土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 

约合144亿亩，仅次于苏联和加拿大，居世界第3 
位。

地理位置 中国位于地球的东半球北半部、亚欧 

大陆的东南部、亚洲的东部和中部、太平洋的西岸。中 

国边界的顶端位置，北起漠河附近的黑龙江主航道的中 

心线北纬53 ° 31',南达南沙群岛的曾母暗砂北纬4 ° 
15’,西起新疆乌恰县以西的帕米尔高原，东至黑龙江 

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会合处。南北端相距 

5, 500公里，跨纬度49° 15'；东西端相距5, 200公 

里，跨经度60多度。东西两端的时差约4小时。中国 

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

地貌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青藏高原 

是地势最髙的一级阶梯，海拔多在4, 000米以上，号 

称“世界屋脊二青藏高原以东至大兴安岭——太行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