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党史大事记简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1978 年） 

 

时间 1949年 10月 地点 北京 

事件 新中国成立 

简 

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首都北京 30 万军

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

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

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党的历史

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时间 
1950年 10月-19

53年 7月 
地点 朝鲜 

事件 抗美援朝 

简 

介 

1950 年 10 月 8 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

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19 日，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

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

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此后

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

进攻战役，粉碎 “绞杀战 ”、抵御 “细菌战 ”、

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经过

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

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

世的侵略者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在停战协定

上签字。 

 

 

 

 

 

 

 

 

 

 

 

 

 



时间 
1951年 12月—1

952年 10月 
地点 全国 

事件 “三反”运动 

简 

介 

1951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

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

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群众运动的方

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

贪污事件，开展“三反 ”斗争。“三反 ”运动

历时半年多，于 1952年 10月结束。这场斗争，

是党在执政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清

廉、惩治腐败的初战，清除了干部队伍里的蛀虫，

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对抵制旧社会的恶习和资

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政

风和健康的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 

 

时间 
1952 年 1 月—1

952 年 10 月 
地点 全国 

事件 “五反”运动 

简 

介 

1952 年 1 月，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界开展

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

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的 “五反 ”运动。“五反 ”运动于 1952 年

 10 月结束，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 

“五毒 ”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

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

监督制度和进行民主改革，为后来用和平方式

逐 步 改 造 资 本 主 义 工 商 业 作 了 重 要 铺

垫。     

 

时间 1954年 9月 地点 北京 

事件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简 

介 

1954年 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一致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

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

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近代 100 多年来

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民

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变革，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

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指明了为建立社会主

义社会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 

 



时间 1956年底 地点 全国 

事件 中共三大 

简 

介 

随着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

工业化的起步，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和宣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也在有步骤地向前推进。其中，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

而是在相当一段时期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

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 ”办法，不仅有利于资

本家接受改造，而且能继续发挥私营工商业在扩

大生产、搞活流通、维持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

的积极作用。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

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 

 

时间 
1956 年 9月 15

日至 27日 
地点 北京 

事件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简 

介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

的变化，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

要任务。大会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

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

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

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

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坚持党中央提出的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

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肯定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

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

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 

 

时间 1957年冬季 地点 全国 

事件 “大跃进 ”开始 

简 

介 

1957 年冬季，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

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 

“大跃进 ”的序幕。1958 年 5月，党的八大二

次会议通过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

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

愿望，但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会后，“大跃进 ”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

展起来。 

 



时间 1958年 地点 全国农村 

事件 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 

简 

介 

在“大跃进 ”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

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1958 年 8 月，中共中

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随后，全国农村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基本

实现公社化。“大跃进 ”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

的特点是 “一大二公 ”，实际上是刮 “一平

二调 ”的“共产风 ”，搞平均主义，无偿调

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严重

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时间 1957年 地点 全国 

事件 整风运动、反右倾扩大化 

简 

介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

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后来指出，党希

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

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

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

种政治局面。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极少数人

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

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

为 “党天下 ”，要求 “轮流坐庄 ”，把人

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

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引起党

的警觉。6 月，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

子进攻。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

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进

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

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

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

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

地扩大化了。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使

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遭受

挫折。     

 

 

时间 
1959年 7月 2日

至 8月 16日 
地点 江西 

事件 庐山会议 

简 

介 

1959年 7月 2日至 8 月 16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在江西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以及八届八中全会。

会议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



误。会议前期基本按上述精神进行。 

彭德怀于 7月 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

1958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产生的“左”

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彭因此

被指责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

的问题，是向党进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

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

集团”的斗争。8月 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

右倾思想的指示》。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

把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

“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

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

斗争的继续”。 

 

时间 1961年 1月 地点 北京 

事件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简 

介 

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

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

八字方针。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作的《关

于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 1961 年国

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

邓小平作的《关于 1960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

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通

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

纪要》。     

 

时间 
1962年 1月 11

日至 2月 7日 
地点 北京 

事件 七千人大会 

简 

介 

为进一步总结 “大跃进 ”以来的经验教

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

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

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 “大跃进 ”以

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

错误的原因。1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

表讲话，作了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在当时历

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虽然会议未能从根

本指导思想上清理 “大跃进 ”和“反右倾 ”

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

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

全党以鼓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

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时间 1966年 地点 全国 

事件 “文化大革命 ”开始 

简 

介 

“文化大革命 ”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

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

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

封锁，把“和平演变 ”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

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

加巨大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

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

时产生极大影响。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

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

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

认识，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革命战争时

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

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

和照搬，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

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

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

来解决。 

 

时间 1967年 2月 地点 北京 

事件 “二月逆流 ” 

简 

介 

从 1967 年 1 月起，“文化大革命 ”进

入 “全面夺权 ”阶段，很快发展为 “打倒一

切 ”以至 “全面内战 ”的严重局面。2 月前

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

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的会议

上对 “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

批评，但被诬为 “二月逆流 ”，受到压制和

打击。     

 

时间 1968年 10月 地点 北京 

事件 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简 

介 

到 1968年 9月，全国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员

会，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 ”前期

的无政府状态。10 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

况下，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宣布 “把刘少奇永

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 

 

时间 1969年 4月 地点 北京 

事件 九大 

简 

介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大



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

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

程》。其中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

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还选举了中

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 1969 年４

月 28 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

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九大使 “文化

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 

 

时间 
1970年至 1971

年间 
地点 北京 

事件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 

简 

介 

1970 年至 1971 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

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

客观上宣告了 “文化大革命 ”理论和实践的失

败。1971 年 9 月 8 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

的手令，企图杀害毛泽东主席。阴谋败露后，林

彪、叶群、林立果于 9月 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

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时间 1975年 1月 地点 北京 

事件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简 

介 

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月 17日在北京举行，2885 位代

表出席。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报告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

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的号召。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

平为第一副总理。这使身处反复动乱中的广大干

时间 1973年 8月 地点 北京 

事件 十大 

简 

介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开。在大会上周恩来作

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修改的党章，选举了由 1

95 名委员和 124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

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

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

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党的十大以后，

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 “四人帮 ”，

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 

 

时间 1975年 地点 全国 

事件 全面整顿 

简 

介 

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

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

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

顿。经过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

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

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

照 “四五 ”计划基本完成。 

 

时间 1976年 地点 北京 

事件 “文化大革命 ”的结束 

简 

介 

1976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 ”加紧了夺取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

虑。10月 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

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 ”及其

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月 14日，党

中央公布粉碎 “四人帮 ”的消息，人们奔走相

告，兴高采烈。粉碎 “四人帮 ”，结束了 “文

化大革命 ”，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

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时间 
1977年 8月 12

日至 18日 
地点 北京 

事件 十一大 

简 

介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党的第十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 “文化大革命 ”结

束，重申党的根本任务是要在 20 世纪内把我国

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受历史条件的限

制，大会仍然肯定 “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理论

和实践，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纠正 “文化大革命 ”

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

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

席。 

 

 

 

 

 

 



 

时间 1978年 5月 地点 全国 

事件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简 

介 

1978 年 5 月 10 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

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

文。5月 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

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

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

且是唯一的标准。对“四人帮 ”设置的禁区 “要

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 ”。不能拿现成的

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

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

题。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强烈反响，

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时间 
1978 年 12月 18

日至 22日 
地点 北京 

事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简 

介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长期 “左”的

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 “两个凡是 ”的

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停

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口号，及时地、

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 ”

的群众运动，决定从 1979 年 1 月起，把全

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

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