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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逐渐引起党和
以及学术界的关注。经过各方面学者的艰辛探索与开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
学术成果，初步奠定了学科建设基础，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新兴的和最年轻的学科领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概况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曾经做过初步尝试。l95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

长黄炎培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应“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并“加以整理
1958年，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师生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南开
系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与天津部分高等院校
教师编写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②。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
响，这些著述带有明显的“大跃进”痕迹，被当作是“历史创作的卫星”，有的在当时即被批评
一些严重的缺陷”。③此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
来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受到批判，严重混淆了历史是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人民日报》1956年6月28日第2版。 

    ②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
版；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59，共4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历史教学》1959年第1、2、3期。 

③单凡：《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日报》1959年2月28日。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经过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同年12月的中共十一
中全会，冲破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了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审查和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冤假
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妥善处理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全面
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

页码，1/4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史学研究网） >> 史学史研究 >> ...

2009-12-1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85



脱出来，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和大规模拨
展开，迫切需要有步骤地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
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为正确总结和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创造了必要条件。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稿在全会讨论前曾在党内广泛征求意
并在各民主党派一部分负责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中征求了意见。这一讲话全面回顾了新中
30年的历史，充分肯定了3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经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作出了初步的基本评估。讲话指出
央认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
式的总结”①。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
党思想，开始着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起草工作
一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在起草
邓小平多次对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历史的基本评价和文件的具体写法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
议稿在各种不同范围多次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认真
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
题作了正确分析，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
史地位，严肃地指出了多年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深刻分析了
错误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作出了科学总结
议》的正式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成为党和
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奠定了思想、理论和政治的基
础。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从1983年开始，有组织地启动了全面反映新中国历史的大型系列丛书《当代中国》的
作。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提议，要组织力量编写若干专著，
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他指出，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
资料，而且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为落实这
提出了编写出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的具体方案，中共中央宣传部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
织力量落实《当代中国》丛书的编纂工作。丛书选题大致分为五类：一是综合性的，如当
经济、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等；二是部门、行业性的，如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当代中国
等；三是专题性的，如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土地改革等；四是地区性的，如当代中
京、当代中国的西藏等；五是重要人物传记。这套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历时15年，至1998
成，全国先后有10万人投入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出版150余卷，200多册，约1亿字，
图片，包容了大量确凿可靠的历史资料，并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成为一部全面记录新中
大型丛书，为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和研究基础。 

    正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形成了一
高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
框架。一是涌现出一批由学者编著的全面反映新中国发展历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
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主编的《
共和国史》、陈明显主编的《新中国四十年研究》等。①二是出版了一批有一定研究深度的
著作，如河南人民出版社的“1949—1989年的中国”和“40年国是反思丛书”，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
经济史的著作尤其丰厚，如柳随年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赵德馨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4卷本)等。②三是出版了一批
具书，如廖盖隆主编的《新中国编年史(1949—1989)》，刘鲁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1989)》，黄道霞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黄文安、李宇铭分别主
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等。③四是发表了大量专题学术论文，其中既有对国史领域中重大
的研究，又有对国史的学科属性、研究范围、框架体系、历史分期等学科建设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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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党和国家的进一步重视。199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
正式成立了专事编纂、研究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
的编纂工作正式提上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后，一方面承担起继续完成
中国》丛书的编辑出版任务，另一方面开始着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系统研究和编纂工作
12月，当代中国研究所在陕西西安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有关领导和
200多人出席了会议。翌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正式转发了《
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指出，当前进行中华人民共和
的研究和编纂工作的条件已臻成熟。在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编纂一部中华人民共和
史，是一项重要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这项任务，则必
国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纪要》明确，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所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史的研究工作，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负责联系和协调。中办、国办的通知还要求全国各地区
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工作“给予积极支持”。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
作开始步入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新的发展阶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朱宗玉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靳德行主编
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何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档
1989年版；陈明显主编：《新中国四十年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
史》(4卷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廖盖隆主编：《新中国编年史(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道霞主编：《
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刘鲁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
1989)》，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文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中国档案出版社
1989年版；李宇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 

  
    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1991年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主管和主办，以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
研究成果为主要任务的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创办了团结海内外一切从事国史研究的
者和热心国史工作的人士，共同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的学术团体
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4年，主要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成果的专业学术期刊《当
研究》(双月刊)创刊。国史学科的体制化建设与学术研究的繁荣，在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
新的发展，研究成果的数量稳步上升，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和视角愈益多样
成果的质量明显提高。特别是在199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形成了一
新的高潮。全面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单卷本专著有十余种，还出现了数卷以至十数卷的中
民共和国历史长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大型丛书，各领域、各时期的专门史或专题史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中华人民共和
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中华人民共和
想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等，覆盖的领域更加广泛，研究深度和学术质量也有一定提高
年6月，《当代中国》丛书在1998年基本完成之后出版了该书的电子版，并在人民大会堂举
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江泽民、朱镕基、李岚清等会见了出席大会的代表
鼓舞了国史研究和编纂工作者。 

进入21世纪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2001年12月10日，
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当代中国研究所2001—2004年科研规划》，
和搞好国史研究作了重要指示，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和研究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
要的新进展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学科建设取得显著进展。2001年，当代中国研究所在中
学院研究生院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陆续开始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
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也先后开始招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
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工作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建设愈趋完善。二是学术研究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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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的科研规划，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年》(每年l卷，已完成1949—1951年卷)，为加强国史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各种题
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数量稳步发展，质量显著提高。三是学术交流更加活跃。当代中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的科研规划，自2001年起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术年
至2008年已成功举办了八届国史学术年会，有力地促进了国史研究的学术交流，使学术空
跃，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得到健康发展。四是学术影响愈益扩大。2005年2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审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
求在全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增设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内容的“中国近现代史
程。这一重要举措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地位更加突出，影响愈益扩大，推动了《中国近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编写出版。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伴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
而逐步兴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而同步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
科。3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发展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系统编辑出版档案文献，为开展国史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时期以来，党和
部门加强了档案文献和历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史
料。一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系统编辑出版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如《建国以来重要文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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