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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客观、系统：翔实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载下来，对于增进人

们对中共党史的全面了解，科学地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吩促进中共党

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族文化积

累，都具有极大的意义。oi，， 。

．

i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j党史研究工作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史研究领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党史资料征集

工作成绩斐然，党内机密档案逐步开放，党史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政治学术环境、资料条件、研究成果，为用比较正规的史书体裁

全面、系统地记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供了必要条件。编撰大型史书

《中国共产党通志》，既十分必要，也恰逢其时。

《中国共产党通志》的编撰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

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继承和发扬我国史学的优良

传统，本着对党、对民族、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广泛撷取党史研

究的成果，把《中国共产党通志》编撰成为一部记载党的历史比较全

面、系统、客观、，准确，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全史和信

史。 ，，

k

通志、通典是我国传统史书中的一种成功的体裁乙志以记事，典

以备查。其体例一般是将所记内容分为若干门，各门之下再分若干类，

各类之中包含若干条目，条目所记内容多按历史顺序以纪实手法撰写，

这样分门别类：纵横交织地记述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中国共产党通志

状况，记述上层集团的政治活动、典章制度、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根

．．据．《中国共产党通志》的编撰思想，本书体例借鉴了中国传统史书的

典志体裁，既以时间为序记载党的历史发展，又以事类为纲系统地记

j载党在各个领域的活动和党内典章制度及其变迁，以求比较全面、系．1

统地记载和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 ． 、：

．、 根据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主要内容与对外政治活动的主要领

。|。域，《中国共产党通志》分为十三门，即政治志、组织志、‘纪律志、宣

传志、统战志、根据地志、军事志0经济工作志、工人运动志、青年
‘

‘工作志、妇女工作志、对外关系志j。人物志。除人物志外，’各门一般’’

7|、1分为六类：(一)‘总序；(二)大事纪年；、(三)典章制度；(四)重要’。

文献；‘(五)重要会议；(六)重要事件：。按照所记内容的特点j一门

之中，少者五类，多者十几类，以便于记事为原则。
’

一，‘为了保持记言记事的稳定性，《中国共产党通志》记事的上限为五。

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下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人物志按
照“生人不立传"的原则处理。

“‘ ‘

．!‘’。‘’。
‘

《中国共产党通志》的编写工作，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以内容 。

务求其全、条目务求其精、取材务求其准、’记言记事务必有据为基本

要求。全体编撰人员按照以上要求，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由于主

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完稿后的《中国共产党通志》仍然存在许多不

足和缺陷：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修订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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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1)

1957年⋯⋯⋯⋯⋯⋯⋯⋯⋯⋯⋯⋯⋯⋯⋯⋯··：⋯⋯⋯⋯⋯⋯⋯⋯⋯⋯⋯⋯⋯⋯⋯⋯⋯(63)

1958年⋯⋯⋯⋯⋯⋯⋯⋯⋯⋯⋯⋯⋯⋯⋯⋯⋯⋯⋯·一⋯⋯⋯·’⋯⋯⋯⋯⋯⋯⋯⋯⋯⋯⋯(64)

1959年⋯⋯⋯⋯⋯⋯⋯⋯··⋯⋯⋯⋯⋯⋯；⋯⋯⋯?⋯⋯⋯⋯⋯⋯⋯⋯··?⋯⋯⋯⋯⋯⋯·，(66)

1960年”·⋯⋯”··”⋯⋯⋯⋯⋯⋯⋯⋯⋯⋯⋯⋯⋯⋯⋯⋯⋯⋯⋯⋯⋯⋯⋯⋯⋯⋯⋯⋯⋯(68) ，●

1961年．⋯⋯“·⋯⋯⋯⋯⋯⋯·····⋯⋯⋯⋯·?⋯⋯⋯⋯⋯⋯⋯⋯⋯”O DO*OO·⋯⋯⋯⋯⋯⋯⋯(69)，

1962年-⋯⋯⋯⋯⋯⋯⋯⋯⋯⋯⋯⋯⋯⋯⋯⋯⋯⋯⋯⋯⋯⋯⋯⋯⋯⋯⋯⋯⋯⋯⋯⋯⋯”’(70)

、 1963年⋯”．．⋯⋯，⋯⋯⋯⋯⋯⋯⋯⋯⋯⋯⋯⋯⋯⋯⋯⋯⋯⋯⋯⋯⋯⋯⋯⋯⋯⋯⋯···⋯·(72)

1964年·：⋯⋯⋯⋯⋯⋯⋯⋯⋯⋯⋯⋯⋯⋯⋯⋯一⋯⋯⋯⋯⋯⋯⋯⋯⋯⋯⋯⋯⋯⋯“·⋯”(73) 。

1965年⋯⋯⋯“⋯⋯⋯⋯⋯·⋯⋯⋯⋯⋯⋯⋯⋯⋯⋯“⋯⋯⋯⋯⋯⋯⋯⋯⋯⋯⋯⋯⋯⋯·(75)

1966年⋯⋯⋯⋯⋯⋯⋯⋯⋯⋯⋯⋯⋯⋯⋯···⋯⋯⋯⋯⋯⋯：⋯⋯⋯⋯⋯⋯⋯⋯⋯⋯⋯．．(76)

1967年⋯⋯⋯⋯··⋯⋯⋯⋯⋯⋯⋯一“⋯⋯⋯⋯⋯”⋯⋯⋯⋯⋯⋯⋯⋯⋯⋯⋯⋯⋯⋯⋯·(81)。

1968年⋯⋯⋯⋯⋯⋯⋯⋯⋯“⋯⋯⋯⋯⋯⋯⋯⋯⋯⋯⋯⋯⋯·’⋯⋯⋯⋯⋯⋯⋯·“⋯·“⋯(84)

1969年⋯⋯⋯⋯··⋯⋯⋯⋯⋯⋯⋯⋯⋯⋯⋯⋯⋯⋯⋯⋯⋯⋯⋯⋯⋯⋯⋯⋯⋯⋯⋯⋯⋯·(85)

’1970年⋯⋯⋯⋯⋯···⋯⋯·”⋯⋯⋯⋯⋯⋯⋯⋯⋯”?⋯⋯⋯⋯⋯⋯⋯⋯⋯⋯⋯⋯⋯⋯⋯(86) 1·．

1971年．”，⋯⋯⋯⋯⋯⋯⋯·一⋯⋯⋯⋯⋯⋯⋯⋯⋯⋯⋯⋯⋯⋯⋯·⋯⋯⋯⋯⋯⋯⋯⋯⋯··(87) ．

1972年⋯⋯⋯“”⋯⋯⋯⋯⋯⋯“，⋯⋯⋯⋯一”⋯⋯⋯⋯⋯⋯·?⋯··?⋯⋯⋯⋯⋯⋯⋯⋯“、(88)

一．1973年⋯⋯⋯⋯⋯⋯⋯⋯⋯⋯⋯⋯⋯⋯⋯⋯⋯⋯⋯⋯⋯⋯⋯⋯⋯⋯⋯⋯⋯⋯⋯-⋯⋯··(89)’

1974年“，⋯⋯”·⋯⋯⋯⋯⋯”⋯⋯⋯”·⋯⋯⋯⋯⋯⋯⋯⋯⋯⋯⋯⋯⋯⋯⋯⋯··⋯⋯⋯“(90)

1975年”·⋯⋯⋯⋯⋯⋯⋯⋯·，⋯⋯⋯⋯··⋯⋯⋯⋯⋯”j⋯一⋯”?⋯⋯⋯⋯⋯⋯-⋯”“⋯．(91)

1976年⋯⋯⋯⋯⋯·⋯⋯⋯⋯⋯⋯⋯⋯”，⋯⋯⋯：⋯⋯⋯⋯⋯⋯⋯⋯：⋯⋯⋯⋯⋯⋯··⋯·(92) ，，

1977年，一⋯⋯⋯⋯⋯··⋯⋯⋯⋯⋯⋯⋯⋯⋯⋯⋯⋯⋯⋯⋯·”⋯⋯⋯⋯⋯··!·?⋯⋯⋯⋯⋯(94) 一

1978年：⋯⋯⋯⋯·?·”⋯⋯⋯⋯⋯⋯⋯⋯·⋯⋯⋯⋯⋯⋯“：⋯⋯⋯⋯一⋯⋯⋯·⋯⋯⋯·。”，(96)‘，。 7

(三)政治主张⋯⋯⋯⋯⋯⋯⋯⋯⋯⋯⋯⋯⋯⋯⋯⋯⋯⋯⋯⋯⋯⋯⋯⋯⋯⋯⋯‰⋯⋯⋯(98)’ ，i

’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宣言⋯⋯⋯⋯⋯⋯⋯⋯⋯⋯⋯⋯⋯⋯⋯⋯⋯⋯⋯⋯(98)
_。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制定的党纲⋯⋯⋯⋯⋯⋯⋯⋯⋯⋯⋯⋯⋯⋯⋯⋯⋯⋯⋯⋯⋯·(98)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一．．(99)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关于农民问题的观点⋯⋯⋯⋯⋯⋯⋯⋯⋯⋯⋯⋯·”⋯⋯’--⋯⋯(99) ：

1922年7月中共“二大”确定的议会行动方针⋯⋯⋯⋯⋯⋯．．．h⋯⋯⋯⋯⋯⋯⋯⋯⋯⋯(99)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制定的党纲⋯⋯⋯⋯⋯⋯⋯⋯⋯⋯．．．⋯⋯⋯⋯⋯⋯⋯⋯⋯．-．⋯(99)。
·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100)．

‘。，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制定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100)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的农村政纲⋯⋯⋯⋯⋯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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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通志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对政局宣言中提出的政治主张j⋯⋯⋯⋯⋯⋯⋯一⋯⋯⋯⋯⋯··(120)

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对武汉反动政府的策略’⋯⋯⋯⋯⋯⋯⋯⋯⋯⋯⋯⋯⋯(120)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总策略⋯⋯⋯⋯⋯⋯⋯⋯(121)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121)

1927年8月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121)

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一“⋯⋯⋯小⋯··(122)

城市中心论⋯⋯⋯⋯⋯⋯⋯⋯⋯⋯⋯⋯．．．⋯⋯⋯”．．．⋯⋯⋯⋯⋯⋯⋯⋯⋯⋯⋯⋯⋯⋯·(122)

瞿秋白的“一次革命论”⋯⋯⋯⋯⋯⋯⋯⋯⋯⋯⋯“⋯⋯⋯”⋯⋯⋯⋯⋯⋯⋯⋯⋯⋯⋯”(122)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123)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123)

。关于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理论⋯^⋯⋯⋯⋯⋯⋯⋯m⋯⋯⋯⋯⋯⋯⋯⋯·(124)

1927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摈弃国民党旗帜的决定⋯⋯．．．⋯⋯⋯⋯⋯⋯⋯⋯⋯⋯⋯⋯(125)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工农政纲⋯⋯⋯⋯⋯⋯⋯⋯⋯⋯⋯⋯⋯一(125)

1927年12月中共中央确定的对国民党的工作方针⋯．．．⋯⋯⋯“⋯⋯⋯⋯⋯“⋯⋯⋯·(125)

1928年1月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一⋯⋯⋯⋯⋯⋯⋯⋯‰⋯⋯⋯(126)

。1928年6月中共中央给前委的信中提出的策略问题”：⋯⋯⋯⋯⋯⋯⋯⋯⋯⋯⋯⋯”(126)
1928年7月中共“六大”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与十大纲领⋯⋯⋯⋯⋯⋯⋯⋯⋯(126)

1928年7月中共“六大”确定的农民运动方针⋯“?⋯⋯⋯⋯⋯⋯⋯⋯⋯⋯⋯⋯⋯⋯⋯(127)

1929年1月中共中央确定的争取群众的策略⋯⋯⋯⋯⋯⋯⋯⋯·：⋯⋯⋯⋯⋯⋯⋯⋯(127)。
1929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方针。⋯⋯⋯⋯⋯⋯⋯⋯⋯⋯⋯一⋯⋯(128)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党在群众中的组织任务⋯⋯⋯⋯⋯⋯⋯⋯⋯⋯(128)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制定的策略路线⋯⋯⋯⋯⋯⋯⋯⋯⋯⋯⋯⋯⋯”j⋯⋯’(129)

；‘1929年7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言提出的十五项政治任务⋯山⋯一⋯⋯⋯⋯·：⋯⋯．．(129)

1929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确定的对待中东路事件的方针⋯⋯．．⋯⋯⋯⋯⋯⋯⋯⋯⋯·(129)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斗争的主要任务与策略⋯⋯⋯⋯⋯⋯⋯⋯⋯⋯⋯⋯⋯(130)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拥护苏联反对军阀战争的方针⋯⋯：⋯⋯⋯：⋯⋯⋯⋯⋯⋯(130)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武装保护苏联的策略⋯⋯⋯⋯⋯⋯⋯⋯⋯⋯⋯⋯⋯⋯⋯⋯(130)

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提出的中国革命道路⋯⋯⋯⋯⋯⋯⋯⋯⋯⋯⋯⋯⋯(131)

193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的主要任务⋯⋯⋯⋯⋯⋯⋯⋯⋯⋯⋯⋯·⋯⋯”(131)

1930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待国民党改组派的态度与方针⋯⋯⋯·：⋯⋯⋯h⋯⋯·(132)

。1930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心策略⋯⋯⋯⋯⋯⋯⋯⋯⋯⋯⋯⋯⋯⋯⋯⋯⋯⋯⋯．．．(132)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关于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矗⋯⋯⋯⋯⋯⋯⋯⋯(132)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的主要任务⋯⋯⋯⋯⋯⋯⋯⋯⋯⋯⋯⋯⋯⋯(133)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群众工作的任务与方针⋯⋯⋯⋯⋯⋯⋯⋯⋯⋯⋯(133)

中国共产党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政治方针⋯⋯⋯⋯⋯⋯⋯⋯⋯．．．‘⋯⋯⋯⋯j⋯⋯⋯“(133)

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34)

中国共产党对于上海事变的政治方针和斗争纲领⋯⋯⋯⋯⋯．．．⋯⋯⋯_⋯⋯⋯⋯⋯⋯(134)

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一⋯⋯．．．⋯⋯⋯⋯⋯(134)

1932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确定的白区农民运动方针⋯⋯⋯⋯⋯⋯⋯⋯⋯⋯⋯⋯⋯⋯(135)

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三条件·”⋯⋯⋯“⋯⋯⋯⋯⋯(13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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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的满洲工作方针：⋯⋯“⋯⋯⋯‘．．．⋯⋯⋯

1934年4月中共中央拟定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93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主张及十大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137)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建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主张⋯⋯⋯⋯‘(137)

1936年5月中国共产党对两广事变的方针⋯⋯⋯⋯⋯⋯⋯⋯⋯⋯⋯⋯⋯⋯⋯⋯⋯⋯(138)

1936年2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的主张⋯⋯⋯

··········-···································。················································，····⋯··(138)，

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139)，

1936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139)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n⋯·OOO,·OO⋯⋯⋯⋯⋯⋯”?⋯(139)’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蒋抗日、逼蒋抗咽和联蒋抗日的方针⋯“⋯⋯⋯⋯⋯⋯⋯⋯⋯⋯⋯·(139)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政治主张⋯⋯．．．⋯⋯⋯⋯⋯(140)

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主张⋯⋯⋯⋯⋯⋯⋯⋯⋯⋯⋯一⋯⋯⋯(140)

1937年5月中共苏区代表会议确定的从苏维埃制度向民主共和制度转变的方向⋯?”(141)

1937年5月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141)

1937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白区代表会议上提出的白区党和群众工作的方针⋯⋯⋯=．．(141)

1937年7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申明的政治主张⋯⋯⋯⋯⋯⋯⋯⋯⋯⋯(142)1

1937年7月中共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八大主张t⋯⋯⋯⋯?⋯⋯⋯⋯⋯⋯⋯⋯⋯⋯⋯⋯·(142)、

1937年7月毛泽东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143)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全面调整⋯⋯⋯⋯⋯⋯⋯⋯⋯⋯⋯⋯⋯⋯⋯⋯⋯⋯⋯(143)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144)’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45)

．．．．⋯⋯．．．⋯⋯⋯．．⋯·⋯⋯⋯．．．⋯．．1(145)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46)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146)．

1937年9月毛泽东提出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47)t

1937年9月中共关于对待托陈派分子的原则⋯⋯⋯“⋯·Ooo J O·OOO OOO⋯⋯⋯⋯一⋯⋯⋯(147)。 、

1937年10月张闻天、毛泽东对没收汉奸政策的解释⋯“t⋯⋯⋯⋯∥⋯⋯⋯⋯⋯⋯⋯(147)’

1937年10月刘少奇论述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政策⋯⋯⋯⋯⋯⋯⋯⋯⋯⋯⋯⋯⋯(147)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方针⋯⋯⋯⋯”⋯⋯⋯⋯．．．⋯⋯⋯⋯·(148)

1937年10月毛泽东同贝特兰谈话中对民主制度的论述⋯⋯⋯⋯⋯⋯⋯⋯⋯⋯⋯⋯⋯(149)

1937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召集临时国民大会的提议⋯⋯⋯⋯⋯⋯⋯⋯⋯⋯⋯⋯⋯⋯·(149)

1937年11月毛泽东论上海太原失陷后党的任务⋯⋯⋯，⋯⋯⋯·’⋯⋯⋯⋯⋯⋯⋯⋯⋯·(149)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六项政治主张⋯⋯一⋯⋯⋯⋯．．．⋯⋯⋯⋯(150)

1938年3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提出的八项主张⋯⋯⋯⋯⋯⋯⋯(150)f

1938年4月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纲领的立场与策略⋯⋯⋯(151)

1938年6月陈绍禹等对于第三期抗战的政治问题的意见一⋯⋯⋯⋯⋯⋯⋯⋯⋯⋯⋯、(151)

1938年6月陈绍禹等对于第三期抗战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生活问题的意见⋯⋯⋯⋯⋯(151)



中国共产党通志

1938年6月陈绍禹等对于第三期抗战中解决人才问题的意见：“⋯⋯⋯^⋯⋯⋯⋯”(152)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阐述的理论、政策与策略问题⋯⋯(153)‘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群众工作方针⋯⋯⋯⋯⋯⋯(153)

1938年10月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论述⋯⋯⋯⋯⋯⋯⋯⋯一．．·(-153)

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中华民族十五项紧急任务⋯⋯⋯⋯⋯⋯(154)

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国共长期合作的主张⋯⋯⋯⋯⋯．．．⋯⋯⋯(154)

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对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前途的预想⋯⋯⋯⋯⋯(155)

1939年4月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方针‰⋯⋯⋯⋯⋯⋯⋯⋯⋯⋯⋯⋯⋯(155)

1939年6月毛泽在《反投降提纲》中对抗战前途的分析⋯⋯⋯⋯⋯⋯⋯⋯⋯⋯⋯⋯⋯(155)

中国共产党对于宪政运动的方针⋯．．．⋯⋯⋯⋯⋯⋯⋯⋯⋯⋯⋯⋯⋯⋯⋯⋯⋯⋯⋯⋯⋯(156)

1939年10月毛泽东论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一⋯⋯⋯⋯⋯⋯⋯⋯⋯(156)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阐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157)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新民主主义政治⋯⋯⋯⋯⋯⋯⋯⋯⋯(157)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157)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158)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积极参加国民党区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指示⋯⋯⋯⋯⋯(158)

1940年2月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对于国民大会组织法的修正案．．．⋯⋯⋯⋯⋯⋯⋯．．．(159)

1940一年2月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宪政⋯“?⋯⋯⋯⋯⋯⋯⋯⋯⋯⋯o⋯⋯⋯⋯⋯⋯⋯(159)

1940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的目前政策⋯⋯⋯⋯⋯⋯⋯⋯⋯⋯⋯：⋯⋯．．．⋯⋯“：⋯⋯”(160)

1940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地区没收大汉奸土地财产问题的指示⋯⋯⋯⋯⋯⋯(161)

194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61)

194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对时局方针的指示⋯⋯⋯⋯⋯⋯⋯”⋯⋯⋯⋯⋯⋯⋯⋯⋯·(162)

1941年4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论述的党的政策⋯，．．．，．．⋯⋯⋯⋯⋯(162)

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中论新民主主义政策 ．．．⋯⋯⋯⋯⋯⋯(162)

·1942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战胜利后的建国主张o；t⋯⋯⋯⋯⋯⋯⋯⋯⋯⋯⋯⋯⋯(163)

1943年初中国共产党对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一⋯⋯⋯⋯⋯·(163)

1943年3月刘少奇论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164)

1944年6月中共中央致国民政府意见书中关于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1⋯⋯⋯⋯⋯⋯⋯(164)

1944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_⋯。⋯⋯⋯⋯⋯⋯⋯⋯··(164)

1944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对中国大资产阶级及英美派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165)

1944年8月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基础的论述：⋯一⋯⋯⋯⋯⋯o⋯⋯⋯⋯⋯⋯⋯·(165)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65)

1944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与赫尔利签署的延安协定草案 ．⋯⋯⋯”⋯⋯⋯⋯⋯⋯⋯⋯·(165)

1944年12月毛泽东提出的党在1945年的任务⋯⋯⋯⋯⋯⋯⋯⋯．．．1⋯⋯⋯⋯⋯⋯⋯(166)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66)

1945年4月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167)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阐述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67)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党的一般纲领⋯⋯⋯⋯⋯⋯⋯⋯⋯⋯(168)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党的具体纲领⋯⋯⋯⋯⋯⋯⋯⋯(168)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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