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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1．近代中国的国情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P20.1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由一个独

立的封建社会演变成一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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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1．近代中国的国情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的、经
济的和文化的手段，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
半殖民地化。 P20.3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加速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的解体，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
造了一定条件，但并没有使中国发展成为
资本主义国家。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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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1．近代中国的国情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P21.1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主要
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
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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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1．近代中国的国情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P21.1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
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推翻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变
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建设富强民主的国家、
改善人民的生活、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扫清障碍，
创造必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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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2．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P21.2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
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是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
命期间，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和不
同程度上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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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2．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五四运
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
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中国革命
的指导思想。近代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
开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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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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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挽救空

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不屈

不挠的英勇斗争，无数仁人志

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P22.3 

1．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呼唤新的革命理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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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事实证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
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
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
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
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
建的革命任务，都不能为中国找到
真正的出路。P23.1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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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
成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期待新的阶
级及其政党领导新的革命，呼唤新的革
命理论的产生。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近代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世界形
势的新变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
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P23.2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1．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呼唤新的革命理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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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经过了一个逐步形成

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把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1926年

前后, 党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理论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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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总结大革

命失败的教训，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须

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初步

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

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道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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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二、中国革命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

论达到成熟。总之，没有中国革命的实

践，没有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

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

发展。 P24.2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奠定了革命理论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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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P24.3)1948年，毛泽东在《在晋
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表述
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
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

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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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1.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2.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3.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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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P25-26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
问题。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
象，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
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
国和封建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
础。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
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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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P25.5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主要地就是打
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
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
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P26.3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
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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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P26.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是工
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
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本的动力是工人和
农民。
      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
动力。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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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P26.6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其中的贫
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中农是无产阶
级可靠的同盟军。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
义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
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工农联盟。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24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P27.2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
一。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
职业者。

       P27.3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
定时期中和一定 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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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P27.4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
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理论的核心问题。区别新旧民主
主义革命的根本的标志，是革命的
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是掌
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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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⑴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两方面原因：P28.2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
点（外部原因），P28.3无产阶级自身的特点（内部原
因）。
⑵无产阶级是如何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的？需
要哪些条件？
     P29.1是通过与资产阶级斗争来实现的。统一战线
是实现领导权的关键，独立自主是坚持领导权的基本策
略，革命武装是保证领导权的坚强支柱，党的建设是实
现领导权的根本保证。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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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P29.2

⑴为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P29.3
①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③资产阶级参加并曾领导过这个革命 

②革命任务主要是反帝反封建

④经济上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制，而是一般地
保护私有财产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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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P29.4

领导者不同

指导思想不同

发生时代不同

革命前途不同

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

三民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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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P30.2

第一、性质不同

第二、任务不同

第三、对象不同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反帝反封建

消灭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民族资产阶级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30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⑷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P30.3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
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个阶段
必须衔接，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反对两种错误：左的“一次革命论”（王明），
毕其功于一役。右的“二次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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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1.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2.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3.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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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P30.4)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
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与党的基本纲领联系起来，进行了具体
阐述。
         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
路线的进一步展开和体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
明了具体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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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1.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政治纲领的基本内容是: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P31.2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
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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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主要内容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
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保
护民族工商业。 P31.4

     P32.2“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P32.3没收官僚资本包含着新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P32.4“保护
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极具特色的一项
内容。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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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3.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P33.2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居于

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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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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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2.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3.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及意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1.统一战线
     2.武装斗争
     3.党的建设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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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1.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和《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分析了
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
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 ”的思
想，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
定了基础。 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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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930年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

篇文章初步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

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

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 

 1.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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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938年11月，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
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

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

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从此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乡村,后取城
市,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作为革命道路确立下
来。
      1949年3月，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工
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

 1.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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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2.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①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由中国的具体
国情决定的。在近代中国这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里，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
主义的压迫；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
义的压迫。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只
能是武装斗争。

⑴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
路？（依据）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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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②近代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
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派
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入手，
组织、发动和武装农民，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基础。
        ③中国革命的敌人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并
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农村则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无
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在农村长期积
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根据地。 

⑴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道路？（依据） P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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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① 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
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广泛存在，这就为在农村
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条件。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
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军阀割据和混战，使红色政
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缝隙。这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
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②国民革命的影响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③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  

        ⑵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具有哪些现实可能性？或，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是什
么？P35.2

客
观
条
件

④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
⑤党的领导及其正确的政策 

条
件

主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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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必须处理好土地革命、武装斗
争、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
     
    P35.4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中
心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
要形式，是农村根据地建设和土地
革命的强有力保证；农村革命根据
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阵地，是进行
武装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的依托。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3.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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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3.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P36.2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反映了中国
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是照抄照搬俄国
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
理论。它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
的光辉典范，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
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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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2.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3.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及意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1.统一战线
     2.武装斗争
     3.党的建设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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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P36.3)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
一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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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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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一战线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策略，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
阶级革命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P36.4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

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

走。”列宁也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

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

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

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

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

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

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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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一战线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P36.4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必要性。首先是由中
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所决定的。毛泽东
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

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

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 
        P37.2其次是由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及其发
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有必要把一切可以团结和利
用的力量尽可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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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一战线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P37.3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可
能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客观上为无产
阶级及其政党利用这些矛盾建立和发
展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一切爱国
的、不愿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族
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 。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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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一战线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要处理好
两个联盟的关系：
        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
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
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和非劳动
人民的联盟，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
联盟。P37.4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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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P37.5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实践经验：

一是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二是要正确

对待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三

是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要坚持发展进

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

策略方针。四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要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

立性。
P37.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先后经过了第一次国共合

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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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2.武装斗争

    P38.2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和优点之一。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无产阶级和
广大群众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
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革命人民只有武
装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
命。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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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2.武装斗争

         坚持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一支人民军

队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

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是保持人

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和建军宗旨的根本

前提，也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

P38.3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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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2.武装斗争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前提，也是
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根本准则和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它集中体现了人民
军队的本质，是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
的根本所在。 P38.3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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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2.武装斗争

        强调武装斗争，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的
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必须同其他战线上的斗
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的
胜利。但必须明确，其他斗争形式都是要服
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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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3.党的建设
        P39.2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
作风建设。
    P39.3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
始终放在首位。（区分）必须加强党的组
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必须把党的建设同党
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 

要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
政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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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3.党的建设

        P40.1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
中，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
逐步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
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
我批评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
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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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3.党的建设
        P41.2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统一战线、武
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
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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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斗争是
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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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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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
     2.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3.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及意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1.统一战线
     2.武装斗争
     3.党的建设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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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P41-42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以
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
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
新，而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的关于中国
人民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
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指导思
想，具有伟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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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阶段问题，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极大地丰富了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基本
统一，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

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有力地支持了世界人
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增强了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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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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