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现代史大事年表

时间轴线 重要历史事件

1840—1919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1840 鸦片战争爆发，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841
（1）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

装斗争；（2）林则徐编成《四洲志》

1842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割让香港岛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等 5 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1843

（1）魏源编成《海国图志》，内容除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

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

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

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

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2）洪秀全开始在广西创立

拜上帝教，发动和组织群众

1844 美国、法国趁火打劫，7 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0 月签订中法《黄埔条约》

1851 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1853 太平军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京，正式宣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

1856
（1）上半年，太平天国占领南方大片地区，达到军事上的全盛时期；（2）9月天京

事变爆发，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3）10 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1860

（1）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天津条约》

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北京条约》割让香港九龙司；清政府洋务派开始兴

办洋务事业；（2）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 30 多年间，洋务派创办新式

学堂 30 多所。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

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

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

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 200 多人

1864 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1865
1865 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

工厂

1866 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

1870

（1）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

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们的共同特点，

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以及具有

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如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

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

度等主张。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义；（2）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 20 多个，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

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都采取

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

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

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

代企业；（3）19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

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舰船八九十艘。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

（4）19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从侵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

国边疆地区，使中国陷入“边疆危机”。英国从印度侵入西藏，又从缅甸入侵

云南。法国则从越南侵犯广西。俄国从中亚入侵新疆。日本吞并琉球、侵犯中

国台湾

1885

在中法战争后期，爱国将领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边境前线大败法军，取得镇

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使法国侵略者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茹费理内阁还为此

而垮台。可是清政府当权者却力主避战求和，竞以此为和谈资本，加紧妥协求

和活动，接受法国条件，签订《中法新约》，并下令前线清军停战撤兵。中法

战争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而告结束

1890 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

1894

（1）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的图谋达到高潮；

同年，孙中山北上京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

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是，李鸿章并没有重视他的意见。同时，

他在北上京津的过程中，也发现清朝的更严重的腐败状况。于是，他确信和平

改革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决心以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朝的统治。（2）同年 11

月，他到檀香山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

创立合众政府”，他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

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

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

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1895

（1）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

日本，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大大加深，日本和俄国、德国、法国之间发

生“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2）中日甲

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严复就写了《救亡决论》一

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

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

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3）同年，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

“公车上书”；（4）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1898

6 月 11 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谕旨，宣布开始变法，在此后的 103 天

中，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1990 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义和团及部分清军与之展开殊死战斗

1901

（1）中国同俄、美、英、法、德、日、意、奥、西、比、荷 11 国签订了丧权

辱国的《辛丑条约》，标志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成为“洋

人的朝廷”；（2）4 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

1903

1903 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歌颂

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

和制度。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

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

华共和国”。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

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

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1904

（1）1904 年至 1905 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竟然在中国东北进行战

争。清政府却宣称“局外中立”。最后，日本战胜俄国，俄国将所攫得的中国

东北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2）1903 年至 1904 年，英国派

兵侵入中国西藏地区。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

域。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1905

（1）8 月 20 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同

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

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2）11 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

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3）1905 年至 1907 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

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

一场大论战



1906
正式废除科举考试；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2 月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

立后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1911

（1）5 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 名大臣中满族就有 9

人，其中皇族占 7 人，被讥为“皇族内阁”。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

旧统治下去的境地，革命不可避免；（2）4 月 27 日 “黄花岗起义”爆发；10

月 10 日晚，武昌首义胜利，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

第二章 近代中国各阶级的救国图存实践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

（1851—1864）
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洋务运动时期（1860s

初—1895）

洋务运动时期，清廷地主阶级发起旨在“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最先比较完整表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以中国之伦

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之富强之术”，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戊戌维新运动前后

1895 年公车上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俄

彼得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变法通议》，长沙时务

学堂；严复《天演论》，梁启超《时务报》（上海），严复《国闻报》（天津）、

《湘报》（湖南），谭嗣同《仁学》

辛亥革命前后

1894 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1903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陈天华《警世钟》、《猛回

头》

1904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指出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

1905

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民报》为机关报，同盟会政治纲领：“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1 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

将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1911

4 月 27 日黄兴领导发动“黄花岗起义”；5 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四省“保路风潮”；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掀起革命高潮，清王朝迅速土崩

瓦解

1912

1 月 1 日孙中山宣布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 1912 年为

民国元年，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 月 12 日，清帝被迫退位，2000 多年的封

建帝制覆灭；3 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资产阶级共和国

宪法性质的法典）；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 月 1 日孙中山

正式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8 月宋教仁以同盟会为

基础联合其他几个政党，组成国民党

1913 （1）3 月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和“善后大借款”；（2）7 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

命”，袁世凯镇压；（3）11 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



1914 停止参议员，众议院议员职务，遣散议员

1915-1916

（1）1915 年 12 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并登基称帝，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

6 月袁世凯病死，其后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2）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

办《青年》杂志，基本口号：民主与科学；阵地：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主

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

1917-1919

（1）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1917 年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918 年失

败，标志着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2）1917 年俄国

十月革命，开启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人类历史开始了由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转折；（3）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

李大钊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919-1921-194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三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919 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920

（1）11 月，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布成立；党的

发起组指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2）在党的早期组织下，社会主义青年

团在上海成立

1921 （1）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确定了党的名

称和党的纲领；（2）9 月，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第一个农会

1922

（1）1 月，香港海员罢工；（2）7 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最高纲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前阶段的纲领：打到军阀；推翻国际

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23
（1）2 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2）6 月，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就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

1924

（1）1 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2）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为未来的革命战争准备了军事力量的骨干

1925-1927 国民大革命时期

1925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2）5 月，五卅运动为起

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3）7 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1926

7 月，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的

支援下，先后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 随着北伐的

胜利进军，中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运动

http://baike.baidu.com/view/7886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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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7 土地革命时期

第四章 土地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1927

（1）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成

立南京国民政府，7 月 15 日，汪精卫在汉口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

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失败；（2）8 月 7 日，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彻底清算

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统治的总方针，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阐述“须知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3）8 月 1 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

伯承等人，发动南昌起义；9 月 9 日，毛泽东秋收起义，起义部队抵达江西省

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农村根据地；12 月 11 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

太雷、叶挺、叶剑英广州起义

1928

（1）2 月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不复存在；（2）4 月国民党蒋、桂、冯、阎

四派新军阀联合举行了讨伐北洋军阀张作霖的战争。6 月张作霖“皇姑屯事件”

被炸身亡，其子张学良于 12 月 29 日从东北发出通告，宣布“遵守三民主义，

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国

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3）9 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

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0 月和 11 月，毛泽

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明确指出以农

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同时还科学的阐述了共产党领导

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工农武装割

据。（4）12 月，《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苏维埃政府所有”，

触犯了中农的利益

1929

4 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

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

益使之不受侵犯。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

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

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

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

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1930

（1）1 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

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

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逐渐标

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的逐渐形成。（2）5月，毛泽东在《反

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3）5月至11月，蒋介石、李宗仁、

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原



1930-1932

（1）1930 年 10 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围剿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10 月到

1931 年 7 月，红一方面军在朱、毛等指挥下，“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

其虚弱”，连续粉碎三次“围剿”，1932 年底又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2）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江西瑞金县叶坪

村，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

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3）1931 年 11 月召开的 “赣

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

“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红军的领导权。

1932 年 10 月，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错误

的批评和指责

1934
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 月中旬，中央红

军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1935

（1）1月15日至17日，黔北重镇遵义，召开遵义会议，实现历史性的转折，决

定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毛泽东重回党和红军领导岗位。①遵义会议开始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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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极

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

从幼年达到了成熟。（2）10月19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同红十五军团会

和，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3）12月17日—25日，党召开瓦窑堡

会议，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左”

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

1936

10 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宁夏）

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成

为时局转换的重要枢纽

1931-1945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掠战争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期

第五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1931 9 月 18 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华发动侵略战争

1932
（1）1 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淞沪一带抗日；（2）2 月，东北全境沦陷；（3）

4 月 1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

1935

（1）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1

月华北事变爆发；12 月 9 日，（一二九运动），北平学生抗日游行，“反对华

北自制”，“停止内张，一致对外”，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

到来



1936

（1）5 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抗日”，第

一次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对象；（2）5 月，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宋庆

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

联合会；（3）9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党的总方针为“逼蒋抗

日”；（4）12 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

战争中党内在军事为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

的诸问题；（5）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及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十年内战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策略和逼蒋抗日方针的重大胜利，它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创造了有利条

件。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937

（1）2 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

五项要求；全会统一国共合作，抗战的革命中心任务是争取民主；（2）夏，

毛泽东做了《实践论》、《矛盾论》讲演，批评教条主义，阐明了党的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路线；（3）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4）8 月，国共两党达成

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5）8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

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

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6）9 月，平型关大捷，

取得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7）9 月 22 日国民党《中

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

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8）10

月-11 月，爆发了在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最激烈，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

日、配合最好的忻口会战

1938

（1）3 月，李宗仁指挥国民党军取得台儿庄大捷；（2）5 月至 6 月间，毛泽东

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 10 个月来的经验，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

战的总方针；（3）9 月至 11 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4）10 月，广州、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

相持阶段

1939

（1）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

共、溶共、反共”的方针（标志国民党由片面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2）

9 月，中共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

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

1940

（1）1 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

政策，为个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指明了方向；（2）5 月，枣宜会战，第 33 集团

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3）8 月至 12 月初，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



1941

（1）1 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2）5 月，中共中

央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体现了中共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

（“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

1/3），（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又照顾地主的利益）；（3）5

月，毛泽东撰写《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展延安整风运动

1942

（1）元旦，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 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

决心互相合作，结成反法西斯联盟；（2）2 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最主要任务），反对宗派主义以

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3）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

大生产运动

1945

（1）4 月至 6 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

思想，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2）4 月至 6 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

旧金山举行，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

任理事国之一；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发表终站诏书；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对

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9 月 3 日，成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日；（3）8 月 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10 月 10

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和平建国

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4）10 月 25 日，中国政府

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根据波茨坦公告，被日本占领 50 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

湖列岛，由中国收回。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1946-1949 解放战争时期

第六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1946

（1）1 月 10 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2）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

示），将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3）6 月底，国民党军

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1946 年 6 月至 1947 年 6 月，人民军队处于

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人民解放军经过 8 个月的作战，粉碎

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947

（1）从 1947 年 3 月至 6 月，解放军经过 4 个月的内线作战，努力打退国民党

军的重点进攻，并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南等地开始局部反攻；（2）1947

年 6 月底，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华北

野战军助理，挺进鲁豫皖地区；陈赓、谢富治，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挺

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由此



揭开）；（3）7 月至 9 月，中共，河北省平山县，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

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

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

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4）10 月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2 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制定了夺取

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发展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蒋介

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1948-1949

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1 月 2 日辽沈战役；1948 年 11 月 6 日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淮海战役；1948 年秋，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

产关系；1948 年 11 月 29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平津战役

1949

（1）1 月 22 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对时局的意见》，认

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3 月，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规

定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策略，农业国转变

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毛泽东告诫全党，“两个务

必”；（3）4 月 21 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

4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 22 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

治的覆灭；（4）6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论文民民主专政》；（5）9 月 21

日至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颁布《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6）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

1949-1953-1956 社会主义革命（改造）时期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950
3 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土地改革、镇

压反革命等）和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

1951-1952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

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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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正式开始

1956

（1）毛泽东撰写《论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成社会主

义强国”；（2）9 月，中共八大召开，指出国内主要矛盾“落后的农业国与先

进的工业国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

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经济上“反保守反冒进即在综合评和中稳步前进”；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

补充”



1956-1966

-1976-1978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时期

第八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

1956-1976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

1957

（1）2 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2）7 月，毛泽东发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提出 “六又”

政治局面

1958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多快好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但强调了

“快”

1959-1965

（1）大跃进，反右倾，自然灾害，苏联撤走专家，国民经济严重困难；（2）

1961 月 1 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3）1964 年 10 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6-1976

（1）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发动；（2）1967 年 6 月，爆炸了第一颗氢

弹；1970 年 1 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同年 4 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发射成功；（3）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出逃坠机身亡，林彪反革命集团覆

灭，客观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4）1976 年 9 月 9 日，

毛泽东逝世；（5）1976 年 10 月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1978 至今 改革开放新时期

第九章 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1977-1978

1977 年 7 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1978 年 12 月，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冲破长期“左”的错误和思想束缚，否定“两个凡是”，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1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提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

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1982
9 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

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7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理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

平提出了我国发展的“三步走”战略

1992

1-2 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10 月，中共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主要内容，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7

9 月，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全党指导思想，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策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2002

11 月，中共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总结概括了党

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

2007 10 月，中共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2012
11 月，中共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明确了到 2020 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13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

2014
10 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全面部署；全面总结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5
10 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2016
10 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若干准则

2017
10 月，中共十九大召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并确

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其内容是：“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

2018

1 月，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2 月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2019
10 月，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主要议程是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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