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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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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政权，有430万军

队，接收在华日军128万人武装，还用美国新

式武器装备了它的50万军队，其军事力量得

到了很大的加强。

  战后4年国民党政权为何迅速灭亡，人民为

何抛弃国民党，选择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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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人心向背

 国民党违背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意愿，执行反人民

的内战政策，这使它迅速失去民心；而共产党一直在

争取这一目标的实现。

  这使人民懂得了什么人应当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并

把自己的同情和支持给予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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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官员向蒋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
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其结果将使政
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
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第二，腐败坏党

 抗战胜利之际，国民党政府所派官员把沦陷区的接受变成了
“劫收”，大发胜利财，使人心进一步丧失。 

 共产党及其队伍清正廉洁，绝大部分共产党人都是为革命献
身、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志士。

 “想中央，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接收大员本领高，

仓库装进小腰包。

“天上来，地上来，

  就是百姓活不来。”

v 接收官员如蚁出巢，你争我夺，敲

v 诈勒索，沦陷区人民称他们是“五子登科”：

抢车子、房子、金子、（衣服）料子和婊子，

v “三阳（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

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解放区没有贪腐现象。延安十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

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

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

振之风；九没有吃磨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

人民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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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向人民征收各种捐税，横征暴敛；

      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严重

萎缩，把全国人民置于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

     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在解放区广泛实行民主、土改和其

他改革。 

v      抗战前到抗战后，物价上涨了

1800倍，到47年7月，达60000倍。37

年6月到48年8月，法币发行量增加47

万多倍，物价指数上涨7255862倍。

下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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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万税无疆！

人生下来要交人头税，

人死了要交丧葬税，

人走路起了恢尘交恢尘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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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社47年7月24日上海电讯：

法币：100元在37年买2头牛，38年买1头牛，

 41年买1只猪，43年买1只鸡，45年买1条鱼，

 46年买1个鸡蛋，47年买三分之一盒洋火，

 48年——天知道能买什么。

经济危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返回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

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

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

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

          1、《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 》
                史称《五四指示》（1946年5月4日）

         2、《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7-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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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拒绝全国人民要和

平、要民主、要自由的愿望，仍然继续并加强独裁统

治，拒绝实施社会改革。

   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广泛实行民主，

并积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 
            迫    害

李公朴 闻一多

李闻惨案中受害的李公朴

   悼李公朴 闻一多

为民主，为和平，

为大众，成仁取义；
反独裁，反内战，

反特务，虽死犹生。
 　    －－周恩来、邓颖超

血溅金沙，允有大名光宇宙；
魂招歇浦，愧无巨笔志功勋。
　       －－宋庆龄
  取义成仁，民之主也；
  青天白日，人可杀乎？！
          －－黄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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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

碑。由于闻一多过去的背景，他的死对国民党产生了不

利的影响。其重要不下于金圆券的发行与失败。

 “闻一多之死，其影响绝不在平津等重要城镇的沦陷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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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的幻灭及原因
第三条道路主张

       抗战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认为，国民党不能用

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因此他们

主张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

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

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即走和平改良的资

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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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历史上的转折点

1948年1月5日至19日在香港举行一届三中全会。

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朱蕴山、柳亚子、

等29人出席了会议，

全会制定了联共反蒋的政治路线。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民盟与美蒋反动派的

公开决裂，摒弃了所谓“中间路线”，基本上

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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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

发布纪念“五一”口号，提出：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

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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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6月17日，毛泽东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
长汤璪真、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
他们有的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有
的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毛泽东和他们畅叙旧情
后，黎锦熙对毛泽东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
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
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毛泽东
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
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
同建设新中国。

黎锦熙

毛泽东要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将是新中国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的李维汉说：关于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各项职务，
“所有这些，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
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
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1949年9月21日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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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国民党进行的战争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具有

明显的反民族的性质。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敢反对帝

国主义，而且严重依附帝国主义，损害了中国主权

与尊严。

  共产党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敢于坚决反对

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在战后把中国殖民地化，反对

国民党出卖中国利益，坚决维护中国主权与尊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美国政府是蒋介石主要支持者,没有美国的大量经济

和军事援助，蒋介石是不敢发动这一场战争的。作

为接受美国援助的交换条件，国民党当局为美势力

深入中国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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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1月27日  美国将中印缅战区700架飞机交给

国民党政府；

 1946年3月9日 750人的驻华军事顾问团成立；

 5月1日 美军驻华司令部成立；

 6月14日 美国向中国国民党提供了5179万元军用物资

；

 6月21日  美国第7舰队拨给国民党军舰14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945年 11月21日 《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议》美国

取得了在中国领空进行军事调查的权利；

 1946年9月18日，《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规

定“三十年内，中国所有海港，美国军舰皆可自由

出入使用”；

 1946年11月4日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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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总统杜

鲁门的信中无可奈何地说：“中国内战的不祥结

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

是无可避免的”。“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

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