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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 30 多年的历程，已步

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

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201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我国发展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提出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宏伟目标，对我国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了全面部

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立足我国

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时代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

群众新期待，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就事关党

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

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

这一系列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是指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学习好、贯彻落实好十八大和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是首要政

治任务。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

要基地，在建设人才强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蓝图过

程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但当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所面临的形势日趋复杂，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把高

校作为渗透的重点，与我争夺阵地、争夺青年、争夺人心的斗争从来

没有停止过。因此，加强高校师生党的知识教育，围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中国梦这一核心内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融入

教材课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不断

增强广大师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已经形成了在师生中开展党的知识教育

的良好传统，构建了一套加强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和发展师生

党员的有效做法和机制。在 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在

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高校应当按照“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不断加

强师生党的知识教育，特别是用十八大和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武装

高校师生头脑，改进教育方法，更好地发挥高校优势教育资源在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要作用，做到早谋划早启动，把握工作

的主动性和针对性，确保工作的实效性。

江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拥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和丰富的红色资源。近年来，江西高校充分发挥全省红色资

源丰富的优势，用党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教育广大师生，取得了积

极成效。鉴于新形势下开展党的知识教育的迫切需要，我们组织省

内高校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遵



循科学、客观、适用的原则，编写了这本书。本书从高校的实际出

发，结合师生特点和江西省情，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如何

以实际行动争取加入党组织作了详尽的论述和介绍。编写中，既注

重党的光辉历史和革命精神的教育，又突出了党的思想探索和理论

创新的重要意义; 既注重对以往历史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又充实了

时代发展的新内容、新要求; 既注重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又阐

明了从组织上入党的基本程序。全书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党的最新

理论成果，反映了新形势下加强党的知识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高校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加强理论学习、

提升思想素养的很好读本。

全省高校要在广大师生中广泛开展党的知识的学习教育，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广大高

校师生特别是党员师生要发扬勤奋刻苦、学以致用的学风，通过学

习党的知识，系统掌握党的理论，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努力成为理想

远大、热爱祖国的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的人，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知行合一、脚踏实地的人，在全面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虞国庆
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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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中国共产党的

光辉历程

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诞生之日起，已经走过 90 多年的奋斗历

程。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进行 28 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推翻了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成立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极其严峻的国际国内

环境下，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

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和教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开创了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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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世界文明和人

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近代以来，一方面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

败无能、盲目自大和闭关自守; 另一方面由于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欧

美发达国家凭借坚船利炮进行武装侵略，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发展

潮流。以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英法美等西方列强以及后起

的邻国日本先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深重灾

难。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两大根本

变化:一是由具有独立主权的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 二是

由封建性质的中国逐步变成半封建性质的中国。

近代中国，为了使中国摆脱外国列强的殖民统治，使中华民族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国人民过上自由、幸福、富裕的生活，各

种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的政治与社会运

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然而，包括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在内的

社会改良运动，以及包括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资产阶

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的革命运动都相继失败。历史实践证明，中
2



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

性，都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需要新的先进阶级担当起领导重任，需要一场由新民主主义替代旧

民主主义的革命。

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社会主义革

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是其

中的佼佼者。从 1918 年开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其所编刊物

中陆续刊登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尤其是李大钊连续发表

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

等文章振聋发聩，充分表达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1919 年，李大钊

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对马克思主义的组

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介绍，成为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

1920 年，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

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

想基础。

1919 年，由于英、法、美、意等国操纵巴黎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

华特权转交给日本，5 月 4 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和游

行示威，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等口号，要求惩办直接签订“二十一条”等卖国条约的曹汝霖、章宗

祥、陆宗舆等人。这一事件引起全国响应，史称“五四运动”。“五

四运动”表现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后，研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

进步思想的主流，《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宣传马克

思主义的刊物大量涌现。倾向或倡导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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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多，例如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

在上海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

会”，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觉悟社”等。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主

义者的先锋队伍壮大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更加系统地被介绍

到中国。

三、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兴起

19 世纪中叶，外国资本在广州、上海、武汉等通商口岸城市开设

了近代化的工厂，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从此诞生。随后，清政府官

办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相继开办，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后，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快

速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规模到 1919 年已达到 200 多万。中国工

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挺身而出举行政治大罢工，使运动

范围由学生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

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爱国运动，斗争形式也由罢课变成“三罢”斗

争。在爱国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北洋政府最终罢免了曹、章、陆三人

的职务，而且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

得以实现。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首次

重大胜利。“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

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从此，中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壮大产生

了历史性作用。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

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纲领规定: 党的

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 党的奋斗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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