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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

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

次历史性会谈。从 1945 年 8 月 29 日至 10 月 10 日，经过 43

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

十协定”。

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

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

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在 1946 年 6 月底全

面撕毁“双十协定”，但其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常重大的。

背景

1945 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结束之时，中国国内的阶

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美国支持下，以国民

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欲争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

建立全国性的独裁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

热切要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要

求相矛盾。

经过



1945 年 8 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全国人民要和

平、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迫于国内外压力，蒋介石在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速到重

庆“共定大计”。

在众说纷纭的猜测和期待中，1945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

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团结、民主”

的口号，8 月 28 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和王若飞从延安飞往

重庆。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消息如惊雷一般在山城上空震荡。

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特地赋诗一首，称毛泽东的行动是“弥

天大勇”，毛泽东也将在陕北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回

赠老友柳亚子。

重庆谈判的过程艰难而曲折，然而，在紧张的谈判期间，

毛泽东还会见了重庆各界人士，开诚布公地和他们交流政治

见解。民主人士张澜的孙女、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说，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民主党派的交往，为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历史意义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

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

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

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重庆谈判作为战后中国的重大政



治事件，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某

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同时也为

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1950 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为了推翻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

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

后胜利的一次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历史背景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 1 颗原子弹，

日本败局已经注定。苏联于 8 月 8 日对日宣战，进军中国东

北，日本天皇 8 月 15 日宣布无条件停战。9 月 2 日日本正式

向盟军投降。

蒋介石一方面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命令日军就地集中

并固守待降，命令八路军等中共所属武装力量就地待命不得

受降，同时命令其他国民党军队日夜兼程向日军占领区后方

进军；另一方面又接连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中共中央政治局派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首先提出谈

判的程序、议案，双方并于 1945 年 10 月 10 日签署“政府与

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就和平建国的基

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

解放区地方政府等 12 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

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但中共中央以扩张势

力与地盘为首要考量，从未遵守中国战区统帅的命令，反命



令所指挥的八路军等中共武装力量积极向日军进攻。并且，

国民党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战争准备就绪后，公然撕毁停战协定，

调集重兵，于 1946 年 6 月 26 日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

攻，接着又将战火扩大到其他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中

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部队（此后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奋起

自卫，解放战争全面展开。

战争经过

1946 年 6 月至 1947 年 6 月，是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防御阶

段。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军有 860 万人，人民解放军连地方

部队在内 解放军只有 120 万人。国民党军凭借其兵力上和装

备上的绝对优势，向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东、东北、中原

等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人民解放军依靠抗战前后的布局，贯彻中共中央、毛泽

东制订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

确的战略方针，通过前 8 个月机动防御作战，给了国民党军

以沉重打击。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将其全面进攻改变为重

点进攻，即集中重兵进攻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虽曾占领

延安，喧嚣一时，但并未达到目的，其自身又遭惨重损失。

从解放战争第二年起，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刘伯

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 1947 年 6 月 30 日向

南强渡黄河，8 月挺进大别山；随后，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

豫野战军另一部于 8 月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

主力于 9 月挺进豫皖苏边区，三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地区

实施战略展开，形成“品”字阵势，互为策应，将战争引向

国民党统治区，开辟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威胁国民党军后

方和腹心地带，与各解放区内线反攻相结合，使国民党军由

进攻转入防御，逐步陷入被动。

解放战争第三年，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战略决

战。1948 年，解放军攻克拥有 10 万重兵、工事坚固的山东省

会城市济南，开创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济南战役

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尔后从 1948 年 9 月到 1949 年 1 月，

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在

东北、华北和华东战场上的主力，解放了东北、华北和长江

以北广大地区。



人民解放军总数达到 400 万人，国民党军总数则下降到

约 200 万人。人民解放军虽武器配备不如国民党军，但作战

素质高于大部分国民党军，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国民党

军，居于压倒性优势。国民党统治因为内部斗争和政治腐败

已成风烛残局。解放战争第四年，人民解放军继 1949 年 4 月

发起渡江战役、占领南京之后，6 月起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对国

民党军进行战略大追击。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途中，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到 1950 年 6 月，残存在华东、

中南、西南、西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被全部歼灭，仅有少量

逃往台湾。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至此，人民解放军完成了

解放全国大陆和近海岛屿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第二

次国共内战胜利。

历史意义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很大丰富和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

战术，特别是十大军事原则，经历了过渡阶段和战略防御、

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等阶段，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中国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历史，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

取得基本胜利。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获得民主、

自由的权利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占全人类人口 1/4

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

展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影响。

十大军事原则

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 1947 年 12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

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原则。

十大军事原则全文 593 个字，毛泽东用精辟的语言，把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原则讲得清清楚楚，既易懂又易记，

全然不同他的对手蒋介石那样长篇大论。人民解放军灵活运

用十大军事原则，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瑰宝，并

最终依靠这一瑰宝，彻底打败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



从十六字诀到十大军事原则，标志着人民军队战略战术

理论的日臻完善，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达

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背景

1946 年 6 月，蒋介石命令部队悍然进攻我中原解放区，

发动了内战。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全面进攻各解放区，后失

败，又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我解放军以“敌

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作战原

则为指导。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习仲勋的领导下取得青化

砭、羊马河、蟠龙等战役的胜利，粉粹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

区的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领导下取得了孟良

崮战役的胜利，粉粹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通过

一年的战争，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1947 年 6 月，刘邓大

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解放战争进入

战略反攻的新阶段。

为了更好地协调各野战军的战略部署，在解放战争新阶

段取得更大的胜利。1947 年 12 月，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杨家

沟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

报告。



内容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

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

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

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5、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战都要力求有准备，力

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发扬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

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

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

决夺取。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夺取的

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

则等待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

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整休时间，一般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核心

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围绕这个核心，毛主席就

作战方针、歼击目标、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准备、战

斗作风及补充休整等方面的问题，规定了明确的指导原则。

从十六字诀到十大军事原则，标志着人民军队战略战术

理论的日臻完善，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达

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英国军事问题专家巴特曼评价道：“毛

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部钥匙的一个时

代人物。”

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来自战争实践并经受了战争实

践的检验。它所体现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理和实事

求是的方法论原则，将是长期适用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



是停止的，而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

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做适当的修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