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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是研究党的建设纵向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
党的建设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党的建设纵向发展变化的过程及这种发展变化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过顺利发展、业绩辉煌的时期，也有过经受挫折、几乎陷于
绝境的时期。
党的建设史把这些基本史实作为客观研究对象，分析研究引起这种曲折变化的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分
析其历史的根源。
党的建设史的研究范围包括党建原理的形成过程，重大党建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
不同历史时期党建的主要经验和问题，现实党建问题的历史根源等等。
党的建设史这门课程的社会功能或政治功能，主要是探寻党的建设的发展规律，汲取有指导意义的经
验，防止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搞好现实党建工作。
从党的建设史的学科属性来看，它属于历史学科。
人们公认，凡属于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如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都属于历
史学科。
党的建设史以研究党的建设的纵向发展为主，无疑属于历史学科。
当然，历史学科是分层次的。
综合性的历史研究，如通史、断代史等属于高级形态；专题史如经济史、政治史等属于次级形态。
政治史之下有政党史，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属于政党史这一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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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写作体例以叙事为主，写作重心是执政后党的建设。
一般说来，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建设史应以党的执政路线变化为分期
标志。
但由于写作的重心及写作方便缘故，本书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分为两部分，一是从党成立
到遵义会议前，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二是从遵义会议后到执政前，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毛泽东
语）成功的时期。
执政后党的建设，以党的政治路线的发展变化为分期标志，因此，本书的第四章把1957年反右派斗争
扩大化、党的九大、十大直至十一大归并为一章，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学习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可以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全貌有更多的了解，对党的建设的
特点、规律有大致的理解，有利于进一步探索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的途径、方法。
有鉴于此，中央党校教务部组织编写本书，作为中央党校教材，其适用范围主要是党政干部、党的学
说与党的建设专业研究生。
    本书写作的指导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史实；二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
析方法，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文献作全面分析；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文献与客观实际结合起
来描述历史。
无论是对党的建设发展历史的宏观把握，还是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作者都力图贯穿上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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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党的建设全面发展为向执政党转变而努力1935年1月，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
从遵义会议之后，到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党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党的建设也随之发展、成熟
，毛泽东党建思想形成体系。
在此期问，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工程”。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这一“伟大工程”的成功。
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对党的建设的影响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
会议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使党在遵义
会议后能够战胜各种困难，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行程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
1936年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迁至延安。
此后，延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
在此前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不断加紧对华北的侵略，加之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引发
了1935年北平学生的一二。
九运动，并波及全国。
形势的变化，要求党的策略随之发生变化。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
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中国共产党到陕北后，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政治
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
告，分析了日本侵略军打进中国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是建立广
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以及中国共产党促成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
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作出四项政治保证。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中华
民族全民抗战从此开始。
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
9月22日，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
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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