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主要内容

一、大革命失败后，推翻国民党政权是

        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

二、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三、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8年4月18日，南京）

(2)国民党形式上的“统一”

          (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

1、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一、大革命失败后，推翻国民党政权是

    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



       如何认识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呢？

     看一个政权属于什么性质，主要看他所推行的内

外政策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生

产力还是束缚生产力 。 



(1)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南京惨案” ）

(2)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的政

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比以前更加严重

(3)实行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统治

这个政权的性质是：

2、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国民党政府是怎样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
独裁统治的呢？

A、建立庞大的军队

B、建立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

    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中统”)

  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军统”)

C、大力推行保甲制度

D、厉行文化专制



1929年军费开支21亿元，占财政支出的50%；

1931年军费开支31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403%；



 1934年11月在全国推行。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

户一甲、设甲长；十甲一保，设保长。



封建社会 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制手段，它的最

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

位，而不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单位。

汉代的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

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北宋王安

石变法时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

大保为一都保；元朝又出现了“甲”，以二十户为

一甲，设甲生。



至清，终于形成了与民国时期十进位的保甲制极

为相似的“牌甲制”，以10户为1牌，10牌为1甲，10

甲为1保，由此建立起了封建皇朝对全国的严密控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