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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港澳台联考 

历史重要结论总汇（3） 

中国近现代史（下）   
       一、原因（根源）因素 关键 前提 条件 w.w.w.k.s.5.u.c.o.m 

       1、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与“实业救国”两大思潮在实践中遭到挫折的根本原因：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

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 
2、辛亥革命后，先进的中国人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和真理，其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力量壮大 

    3、造成袁世凯夺辛亥革命果实的主要原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和妥协 
    4、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帝制很快失败的主要的原因；违背社会发展趋势（或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

入人心） 
    5、袁世凯复辟帝制迅速败亡的根本原因：卖国和复辟不得人心 
    6、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变法和民主革命相继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足 
    7、清朝统治结束不久，出现北洋军阀割据局面的直接原因：中央政权的严重削弱（或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 
    8、张勋复辟的根本原因：辛亥革命反封建不彻底 
    9、20 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发展的客观原因：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10、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但最终未能繁盛的根本原因：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制约 
    11、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统治者掀起尊孔复古逆流 
    12、新文化运动把反对矛头指向儒家思想传统道德的根本原因：儒家思想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13、一战期间，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主观原因：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成为一股思潮 
    14、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的根本原因：当时的政权是封建性的 
    15、护法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西南军阀的破坏 
    16、推动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最根本因素：民族工业发展和工人阶段队伍的扩

大（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17、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的根本原因：工人阶级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18、孙中山接受中共反帝反封建政治主张的根本原因：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 
    19、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最主要原因：孙中山等人对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依靠力量有了新认识 
       20、1924 年，国共两党合作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推翻北洋军阀统治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斗争目标 
       21、二次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国民党力量涣散 
       22、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有原则区别的根本原因：阶级立场不同 
       23、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1925 年 5 月，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暴行 
    24、省港大罢工爆发的直接原因：支持上海的反帝爱国斗争 
    25、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出现的直接原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 
    26、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形势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统一战线的可靠保证 
    27、北伐胜利进军的根本原因：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28、北伐战争基本打倒了北洋军阀统治，但民主政治再次可望而不可及的原因： 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利益、背叛了革命 
    29、促进孙中山在思想上从学西方到联合苏俄的主要因素：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一再破坏 
    30、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边区红旗始终不倒”的最主要原因：坚持“工农武装割据” 
    31、1927-1937年间，中共得到农民阶级拥护的主要原因：开展了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w.w.w.k.s.5.u.c.o.m 
    32、1928 年底，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其不能真正统一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经济的分散性和帝国主义分而

治之的政策 
    33、我国农村革命根据地主要分布在南方的主要原因：北伐战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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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930-1931 年，红军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军事方针正确 
    35、中央根据地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原因：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作战

方针 
    36、“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根本原因：集中力量“围剿”红军 
    37、蒋介石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本原因：认为中共代表的工农大众更是心腹之患 
    38、“一二·九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华北事变 
    39、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根源：中日民族矛盾己上升为主要矛盾 
    40、蒋介石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41、抗战期间中共所建根据地从长江以南转向华北地区的直接原因：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42、“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起而自卫抗战的根本原因：日本的侵略从根本上威胁到国民党统治 
    4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仍然存在着斗争的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党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 
    44、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造成蒋介石政治态度两面性的主要原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作用 
    45、抗战相持阶段，蒋介石不敢与中共彻底破裂的主要原因： 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并没有改变 
    46、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既不放弃抗日，又要反共的主要原因：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没有改变，共产

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日益壮大 
    47、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持续到抗战胜利的客观因素： 日本侵华目的不变 
    48、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续到抗战胜利的基本因素：中共对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 
    49、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民族的英勇抗战 
    50、1947 年春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从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的主要原因：全面进攻失利，战线过长 
    51、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最主要原因：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 
    52、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的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主要依据在于：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53、国家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重要的原因：小农经济从根本上束缚生产力发展 
    54、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最主要根源：从理论上修改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理论 
    55、1957 年，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的主要原因：党中央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 
    56、中共前进历程中出现“文革”失误的根源：“左”倾错误的发展 
    57、1959-1961 年是建国以来经济最困难时期，其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严重泛

滥 
    58、中共十三大将我国现阶段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依据：物质文明不够发达 
    59、决定中国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走道路不同的主要原因：两国的经济基础不相同 
     
    二、特征 特点 表现 标志 
    1、国共合作前，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斗争的特点：主要方式：武装斗争；依靠对象：军阀武装 
    2、与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斗争比较，北伐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依靠革命武装反对北洋军阀 
    3、与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相比，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新特征：彻底批判封建主义思想 
    4、与维新思想相比，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特点：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 
    5、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由民族革命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 
    6、1953 年，我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体现的基本特征：变革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 
     7、1956 年至 1966 年，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呈现的特点：初期、后期较好，中期问题严重 w.w.w.k.s.5.u.c.o.m 
    8、革命统一战线建立的标志：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9、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五四”运动中的工人罢工 
    10、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的标志：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1、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的标志：东北易帜 
    12、标志中国革命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八一南昌起义 
    13、国共对峙局面正式形成的标志：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 
    14、从“九·一八”事变到《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特点：从反蒋抗日到全民

族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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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开始，中国现代史开始 
    17、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反攻的主要标志：晋冀鲁豫解放军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 
    18、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标志着：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

基本上建立起来，我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新中国外交政策成熟的标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20、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标志：片面追求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 
    21、1959 年“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主要标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 
    22、建国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的标志：1959 年反右倾斗争 
    23、新中国成立后到 70 年代，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的最主要标志：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三、目的 目标 任务 意图 用意 
    01、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的主要目的：镇压国民党 
    02、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目的：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 w.w.w.k.s.5.u.c.o.m 
    03、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的：反对思想领域里的尊孔复古逆流 
    04、近代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打破封建束缚 
    05、段祺瑞主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目的：借款练兵，以壮大皖系实力 
    06、在护法运动中，西南军阀的真实目的：借孙中山的威望，与北方军阀抗衡 
    07、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的直接目的：建立像“满洲国”一样的傀儡政权 
    08、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主要目要：振奋抗日精神，克服投降危险 
    09、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坚决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其根本用意在于：以阶级斗争方式维护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 
    10、抗战胜利后，美国扶蒋反共的根本目的：巩固美国在华侵略权益 
    11、45 年重庆谈判 49 年北平谈判都是国民党首先提出，其主要目的是：以和谈换取部署内战的时间 
    12、1926 年，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的主要目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统一中国 
    13、1978 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根本目的：纠正文革以来“左”的错误 
    1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15、中共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四、意义 作用 影响 结果 结局 
    01、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起了思想解放作用，尤其是后期的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共的成立作了思想和干部

上的准备 
    02、五四运动的意义：这次运动是人民大众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运动，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03、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意义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的政治觉悟，提高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共的政

治威信、 
    04、“五卅”运动的意义：这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掀起全国人民反帝斗争高潮 
    05、八一南昌起义最重要的意义：中共独立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开始 
    0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对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历史意义：点燃“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探索了一条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07、“一二·九”运动的意义：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08、1947 年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互为犄角，形成鼎足之势，其最大意义在于：人民革命战争的大转折 
    09、五四运动最主要的作用：促成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10、一二·九学生运动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11、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的决定作用：中国无产阶级的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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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24 年发生的“北京政变”对当时政治形势的最重要影响：扩大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影响 
    13、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当时的军事斗争造成的直接影响：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

征 
    14、建国初期三大运动的共同历史作用：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15、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产生的最重要影响：从理论上修改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论断

w.w.w.k.s.5.u.c.o.m 
    16、1958 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总路线的直接后果：导致片面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 
    17、1927 年南昌起义的最大意义：开始与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对抗 
    18、20 世纪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短暂春天”，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阶级基础 
     
    五、实质 本质 性质 
    01、《九国公约》的实质：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02、段祺瑞赶走张勋重掌实权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其斗争的实质：真共和与假共和的斗争 
    03、1927 年国民革命失败了，这“失败”实质上是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未能完成 
    04、1928 年张学良改旗易帜实质上反映了：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05、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中国国民党的性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06、毛泽东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实质：中国革命必须以农村包围城市 
    07、1936 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最终逼蒋抗日，这一现象反映的实质问题：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 
    08、新中国成立后，过渡时期实质上指：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09、1953 年开始实行的三大改造，其实质在于：变革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 
    10、新中国成立后，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使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化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11、1953 年中共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 
    1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质：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1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改革生产关系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 
    14、1985 年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实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15、五四运动的性质：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16、南京国民政府（1927.4.18）的性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1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性质：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 
    18、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性质：为日本侵略服务的汉奸政权 
    19、“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0、关于 1949-1956 年我国社会的性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