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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中国社会主 

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 

下诞生的。1921年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12名代表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创始人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1922年7月，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1923年6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 

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国民党 

合作，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后因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叛变，以及中 

共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大革命失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继续髙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 

领导了南昌起义。7日，中共中奂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清算了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 

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此后，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地区的多次起义，创 

建了中国工农红军。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7 
月，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批评了“左”右倾错误，确定了基本上正确的路线。 

1931年起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造成第五次反国民党对中央根据 

地“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遵 

义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遂胜利地完成了长征。1936年12月，促成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为抗日战争作好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工农红军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 

前线，发展为抗战的中坚力量。1937年8月洛川会议后，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人民群 

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打退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反共髙潮，在全党范围开 

展整风运动，在解放区进行了大生产运动。1945年4月，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彻 

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8月，领导 

解放区军民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相配合，展开大反攻，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

解放战争时期，对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的阴谋，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 

针。1945年8月，与国民党在重庆进行谈判。不久蒋介石撕毁谈判协议，并从1946年7月 

起、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军及全国人民经过3年艰苦奋战，歼灭 

了国民党政府军的主力。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决定全国胜利后，民主革命必 

须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4月，解放南京，结束了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