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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 

歷史經驗的決議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 

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

序言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來，始終把為中國人

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終

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

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而不懈奮鬥，已經走過一百年光輝歷程。

一百年來，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創造了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創造

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解放思想、銳意進

取，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

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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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成就。黨和人民百年奮鬥，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

史上最恢宏的史詩。

總結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是在建黨百

年歷史條件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是增強政

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道路自

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堅決維護習近

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

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的需要；

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高全黨鬥爭本領和應對風險挑

戰能力、永葆黨的生機活力、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繼續奮鬥的需要。全黨要

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從黨的百年奮鬥中看清楚過

去我們為什麼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

功，從而更加堅定、更加自覺地踐行初心使命，在新時代

更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

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

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事求是總結黨

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經驗教訓，在重大歷史關頭統一了

全黨思想和行動，對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揮了重要引領作

用，其基本論述和結論至今仍然適用。

一、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

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人民

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創造了綿延

五千多年的燦爛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

貢獻。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由於西方列強入侵和封

建統治腐敗，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

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

難。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仁人志士奔

走吶喊，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

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接連而起，各種救國方案輪番

出台，但都以失敗告終。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

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但未能改變中國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中國迫切

需要新的思想引領救亡運動，迫切需要新的組織凝聚革命

力量。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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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中國人民和

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

動的緊密結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國革命的

面貌從此煥然一新。

黨深刻認識到，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

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

建黨之初和大革命時期，黨制定民主革命綱領，發動

工人運動、青年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推進並幫助

國民黨改組和國民革命軍建立，領導全國反帝反封建偉大

鬥爭，掀起大革命高潮。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內反動集團叛

變革命，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由於黨內以陳獨

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在黨的領

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抵抗，致

使大革命在強大的敵人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從殘酷的現實中認識到，沒有

革命的武裝就無法戰勝武裝的反革命，就無法奪取中國革

命勝利，就無法改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必須以

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

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

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端。八七會議確定

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黨領導舉行秋收起義、

廣州起義和其他許多地區起義，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這

些起義大多數失敗了。事實證明，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

中國共產黨人不可能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通過首先佔領中

心城市來取得革命在全國的勝利，黨迫切需要找到適合中

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從進攻大城市轉為向農村進軍，是中國革命具有決定

意義的新起點。毛澤東同志領導軍民在井岡山建立第一個

農村革命根據地，黨領導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古田會議

確立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隨著鬥爭發展，黨創建了

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瓊崖、閩浙

贛、湘鄂贛、湘贛、左右江、川陝、陝甘、湘鄂川黔等根

據地。黨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白區也發展了黨和其他革命組

織，開展了群眾革命鬥爭。然而，由於王明“左”傾教條

主義在黨內的錯誤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

失敗，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經過艱苦卓絕的長征轉

戰到陝北。“左”傾路綫的錯誤給革命根據地和白區革命

力量造成極大損失。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

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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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

路綫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

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

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

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並且在這以後使黨能夠戰勝張國燾

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這在

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抗日戰爭時期，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

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

略我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

旗幟，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歷史作用。七七

事變後，黨實行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堅持全面

抗戰路綫，提出和實施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

戰爭的戰略戰術，開闢廣大敵後戰場和抗日根據地，領導

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英勇

作戰，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直到取得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最後勝利。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第

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

解放戰爭時期，面對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的全面內

戰，黨領導廣大軍民逐步由積極防禦轉向戰略進攻，打贏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向中南、西北、

西南勝利進軍，消滅國民黨反動派八百萬軍隊，推翻國民

黨反動政府，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

座大山。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人民支持下，以一往無前的

英雄氣概同窮凶極惡的敵人進行殊死鬥爭，為奪取新民主

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歷史功勳。

在革命鬥爭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

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

合，對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性

經驗作了理論概括，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

的正確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

革命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

在革命鬥爭中，黨弘揚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

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鬥爭，對黨忠誠、不負人

民的偉大建黨精神，實施和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提出

著重從思想上建黨的原則，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理論聯

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

形成統一戰綫、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三大法寶，努力建設

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

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黨從一九四二年開始在全黨進行整



8 9

風，這場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收到巨大成效。黨制定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使全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

的認識達到一致。黨的七大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制

定了正確路綫方針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

到空前統一和團結。

經過二十八年浴血奮鬥，黨領導人民，在各民主黨派

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積極合作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

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徹底

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極

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

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

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

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也極大改變了世界政

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

的鬥爭。

實踐充分說明，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沒有

中國共產黨領導，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實現的。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鬥向世界莊嚴宣

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飽受欺

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中國發展從此開啟了新紀元。

二、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

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

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黨領導人民戰勝政治、經濟、軍事等

方面一系列嚴峻挑戰，肅清國民黨反動派殘餘武裝力量和

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實現祖國大陸完全統一；穩定物

價，統一財經工作，完成土地改革，進行社會各方面民主

改革，實行男女權利平等，鎮壓反革命，開展“三反”、

“五反”運動，蕩滌舊社會留下的污泥濁水，社會面貌煥

然一新。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同

朝鮮人民和軍隊並肩戰鬥，戰勝武裝到牙齒的強敵，打出

了國威軍威，打出了中國人民的精氣神，贏得抗美援朝戰

爭偉大勝利，捍衛了新中國安全，彰顯了新中國大國地

位。新中國在錯綜複雜的國內國際環境中站穩了腳跟。

黨領導建立和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

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為國家迅速發展創造了

條件。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

會議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一九五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