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党史 
 

会议 时间 地点 内容 

中共一大 1921.7 浙江嘉兴 

（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 

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中共二大 1922.7 上 海 

分析了国际形势，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

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

阀，建设国内和平)。 

国民大革命时期（1924—1927） 

中共 

三大 
1923.6 广 州 

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党内合作），以

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

治上的独立性。 

国共第一次

合作 
1924 广州 

会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国民党

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黄埔军校 1924.6 广州 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 

四大 1925.1 上 海 
大会着重讨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 

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北伐 1926 
长沙、武

汉、南京 
国民革命军，孙传芳,张作霖，吴佩孚 

蒋介石背叛

革命 
1927.4.12  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五大 1927.4. 27 汉口 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汪精卫背叛

革命 
1927.7. 15 武汉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

革命的失败。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1927-1937）；十四年抗日战争（1931—1945）     



南昌起义 

 
1927.8.1 

南昌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     

八七会议 

 
1927.8.7 

汉口 

 

八七会议总结了失败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

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

针，提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瞿秋白开始担任领导

工作； 

秋收起义 1927.9.9 湖南 
秋收起义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0 月)。 

九一八事变 1931.9.18 东北 局部抗战 

红军长征 1934.10 江西瑞金  

遵义 

会议 
1935 年 1 月 遵义 

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

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吴起镇会师 1935.10 吴起镇  

瓦窑堡会议 1935 年 12 月 
陕北 

瓦窑堡 
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甘肃会宁会

师 
1936.10 会宁 长征结束 

西安事变 1935.12.12 西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卢沟桥事变 1937.7.7 北平（京） 
全民族抗战的开端，《国共合作宣言》（7.15）标志着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洛川会议 1937.8 洛川 

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

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

敌后抗日根据地 

《新民主主

义论》 
1940.1 延安 毛泽东思想成熟，新民主主义理论创立 

百团大战 1940.8-12 月 
华北河

北、山西 
八路军敌后战场 



中共七大 1945.4 延安 
《论联合政府》提出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践，密切

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思想确定为指导思想。 

日本投降 1945.8.15  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1946-1949） 

国民党进攻

中原解放区 
1946.6  解放战争爆发    

战略防御阶

段 
1946.6-1947.6  

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陕北和

东北两个解放区） 

战略反攻阶

段 
1947.6-1948.9  

1947.6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战略反攻的开端，是解放

战争的战略转折点；1947 年，解放区土地改革 

战略决战阶

段 
1948.9-1949.1  

辽沈战役（关门打狗，东北平原）淮海战役（小车推出来

的，华北）平津战役（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江南各省）；

基本消灭国民党的主力军，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七届二中全

会 
1949.3 西柏坡 

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关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

设的问题。 

解放战争最

后胜利 
1949.4 南京 

1949.4.21，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4.22 占领南京，标

志着统治中国 22 年的国民政府覆灭。随后解放军向全国

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0.1 至今） 

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会议 

1949.9.21 北平 为新中国成立做准备，讨论筹建新的国家政权事宜 

三大改造 
1953—1956

底 
 

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社会主义

制度基本确立。农业（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手工

业生产合作社）、商业（和平赎买，公私合营） 

一五计划 1953—1952  
优先发展重工业，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

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中共 

八大 
1956 年 北京 

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 

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

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国民经济八

字方针 
1960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2，E 得以恢复和发展。1965，

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周恩来主持

中央日常工

作 

1971   

国民经济复

苏 
1973   

全面整顿思

想 
1975  邓小平，国民 E 呈现迅速回升状态 

文革 1966-1976   

十一届三中

全会 
1978.12 北京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

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了把党的工作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

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 

经济特区 1980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十二大 1982.9 北京 
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

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式确立。 

十三大 1987.10 北京 

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A 已经进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B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经济建设

（核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立国之本）、改

革开放（强国之路）。 

开发浦东 1990 上海  

邓小平南巡

讲话 
1992 年 北京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十四大 1992.10 北京 
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21 世纪基本建立） 



十五大 1997.9 北京 

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

国的基本方略，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纲领。 

依法治国 1999  写入宪法 

十六大 2002.11 北京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十七大 2007 北京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

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十八大 2012.11 北京 

“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 

改革不走“两条路”：“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

路” 

双翻番：”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 

新四化：“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道路 

强化国有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

和市场的关系 

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 

反腐败与政治清明：十八大报告将反腐败提高到“亡党亡

国”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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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1901-1911） 

清末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民国称遮羞变法，香港称晚清改革，日本称光绪新政），是

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 

背景：  

（1）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庚子事变爆发，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出宫避祸西安。回京后，接受八

国联军提出的《辛丑条约》，此举对中国打击甚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动进行变法。 

（2）光绪“万古不易之常”二十七年（1901年），为寻求继续维持统治的应急措施，在慈禧太后的

默许下，清政府进行改革，表示在“万古不易之常经”，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改革内容多与光绪二十

四年（1898年）的戊戌变法近似，但比戊戌变法更广更深，还涉及废除千年仕宦之道的科举制度。
 

内容： 

清廷力图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改革也波及了内地和

东北、蒙古、西北和西藏各地，由于改革政策的“支离、拖沓”和一些官员的“敷衍”，没有取得太大进

展，但“新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为辛亥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准备条件。  

政治上 改革官制，裁减冗官；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法律，改《大清律例》为《大清新刑律》，这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刑律。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后，拉开了行政改革的帷幕。 

军事上 裁汰旧的兵制，在各省编练新军，创办军事学堂；中央设练兵处，专门负责编练新军事宜。 

经济上 设立了商部，颁布商律，试办户部银行；在各省设立省会。这些标志着“推动实业发展”的

政策得到实质性落实。 

教育上 设立学部；选派留学生，留学生归国一律赏给举人、进士出身；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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