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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

内容概要

《中共党史》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编的师范院校政教专业系列教材之一。内容包括从中国共产党创立
至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编者在占有丰富史料和吸收近年来的
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实事求是地分
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为主线，充分地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推动下，全国各族人民、民主党派、海外侨胞以及其他中间势力和各界人士的爱国民主活动，适当反
映围绕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和中外关系；认真吸取科研新成果，充实了新资料（如十五大内容），改
变了某些陈旧的传统观点；对传统纲目和教材体系作了必要的调整和充实。《中共党史》适合师范院
校政教专业本专科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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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科学的结论，伟大的真理。　　中国
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
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中国革命的
这三个主要的法宝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　　武装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
治阶级凭借反革命暴力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所以，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中国
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中国的武装斗争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
全国政权的道路。因此，必须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支人民军队，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
唯一宗旨，坚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
主等。　　统一战线，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
级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
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而中国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
团由于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所以，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与之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党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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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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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很好，内容很具有指导性意义，一直想买，感谢当当，送货也很快！
2、很全面，作为这次创先争优的学习用书，好。
3、很不错。物美价廉
4、1-7
5、一本教材
6、不值得我浪費中文。
7、导言 一、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 二、学习中共党史的目的和方法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
立时期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及其特点 二、中
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及其教训 
8、共买了12本，书很划算，给单位买的创先争优教材，既然是教材，当然偏理论啦，适合研究性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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