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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1936—1938） 

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一）由于国内和平的实现，更由于华北事件加速了对日抗战的爆发，使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的基本

特点是：第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停止了九年来的内战，在红军面前放着新的敌人——具有现代武装的日本

帝国主义；第三，红军改名后，各种破坏者对于我们的破坏将必然采取更多更巧妙的方法；同时我们改名后的环境，一方

面给了它的活动与外界不良影响的传入以更多的便利，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扩大自己影响的便利。 

  因此，这一阶段中，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在抗战中的胜

利。这一工作不仅在未加入作战前的每一分钟去进行，特别要抓住抗战中的每一空隙去实现。第二，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

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

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创造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这些都是使红军

成为抗日的模范军队，以及成为全国抗日武装和人民大众团结的核心的重要条件。 

  （二）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

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

点。为此，必须：a，改善党的生活，充分发扬军队中所能允许的党内民主，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这里，对于党的民主

集中制和民主运用的伸缩性，应有正确的解释，防止极端民主化的发生，防止把党内的民主用到军事上去，以致影响到指

挥员的威信。b，党的工作方式，应与一般政治工作分开。党的工作主要方式，是经过各级活动分子与推动整个的组织去

进行，而不应〈用〉简单的行政方法去代替。c，严密党的组织，保障工农成份。吸收党员应从政治上考察，经常的有系

统的进行个别吸收，反对竞赛突击的方式。d，提高党员的质量，这就需要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党员不仅懂

得党的建设的各种问题，而且要懂得党的策略。对时事问题的分析与革命的前途，使每个党员的政治水平高过于非党群

众，在思想发展上保持党的模范作用。e，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必须确立严密的分工与个人负责制，建立有系统的检查和

报告制度。这里，必须纠正包办与代替下级〈的〉工作方式，大度发扬下级和支部的自动性与创造性。f，密切党员与非

党战士的关系，党员应成为团结非党战士的核心。党员和支部固然应注意群众一切实际问题和每一表现的反映（但不是监

视），但更主要是在于政治的解释与实际问题的解决。g，加强干部意识的锻炼发扬党的干部的模范作用，党对于党员的

和非党员的干部都应起到审查与保证的作用。 

  （三）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机动灵活与英勇的战斗作风，指战员间的友爱和团结与居民的相爱关

系，干部的以身作则和艰苦的斗争精神，都是红军历来的优秀传统。保持和发扬这些传统，是使红军于改名后，完成其抗

日模范军和团结中心的任务的决定条件。然而，必须估计到红军的改编，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则上的改变（如政治委员制

度的取消，政治工作地位在组织形式上的降低，采用官阶制度等）以及外来的影响，特别是军阀军队的影响的容易侵入，

可以侵害这些光荣的传统。我们对于自己的基础，应作足够的估计，但防止这些外界的影响与敌人的破坏，并与部队中一

切足以妨害部队传统的保持的各种不良倾向，作不断的顽强的斗争，仍然是政治工作的重要责任。 

  （四）选择干部的标准，应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而以政治条件为更重要。我们不拒绝新的技术人材的

吸收，而且需要吸收一些来提高部队的技术水准，但必须经过郑重的选择。对于自己从长期斗争出来的干部，应有足够的

估计与信赖，他们始终是我们部队的坚强骨干。其次我们的部队，必须保持绝对大多数的工农成份。在补充与扩大的过程

中，应注意及此。 

  （五）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战士和干部忠实于民族解放的事业，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路线和

主张，并依靠于军事政治教育的加强，创造大批的新干部，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应该特别着重干部的政治教育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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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造就他们成为有远大政治眼光，能够正确认识国内国际环境与斗争的前途，并能独立的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的

人材。为此，必须：a，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进行民族的与阶级的教育，编定各种必须的教材以保证这些教材和课

本以及课外读物的供给；b，确立统一的政治教育制度，分期推行，固然战争的环境将使系统教育的进行，遭到不少的障

碍，但应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来补救这一弱点；c，除基本的系统教育外，应特别着重时事问题与具体策略的讨论，干部

必须阅读并讨论党报《解放》的重要论文和时事述评。各师小报亦须经〈常〉供给这类适合于战士的材料；d，提高文化

水准是提高政治军事水准的钥匙。必需纠正过〈去〉所谓消灭文盲的错误认识，消灭文盲的标准应该是最低限度能看报纸

文件，能写普通的通报和命令；e，干部的教育应采用轮换训练为基本方式，并加紧日常工作的学习；f，教育的方式应采

取“不求多而求深入”与“有计划的逐步提高”的原则，反对一般的条文化公式化与呆板的死记的方法。 

  （六）为了要战胜具有现代技术的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大大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的素养，培养干部对于新的技

术的基本智识，以便利于进一步的掌握新的技术。为达上述目的，政治工作必须积极提倡军事的研究，保证对司令机关每

一战士的和干部的军事教育实施计划的完成。而政治工作人员的本身，亦须以身作则，加强自己军事学习和战争[斗]能

力。这不仅在学习军事的模范上，而且在战场的模范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上，有重大的意义。 

  （七）估计到公开环境给予我们活动的便利，对于友军和地方居民工作，应该特别加强起来，不要把自〈己〉束缚于

狭小的工作范围内，而应采取完全公开的方法，在友军中居民中进行各种宣传工作，进行上层与下层的公开活动，用联络

联欢参观等等方式，在友军和居民中广泛散播党的主张解释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实现民主的重要，号召他们为抗日战争

的胜利而斗争，并以红军素有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他们，团聚他们。在友军中，不应由部队去进行任何的组织，主要的工

作，应放在提高具抗日的情绪与巩固其战斗力的方向上。在群众中更需进行各种抗日的组织，吸收当地进步分子负责这些

组织的工作，保证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反对包办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关于日伪军占领区域的地方工作，需要专门的讨论

和指示。 

  （八）在工作方式上应适合于新的形势的改变。估计到战时的环境，要求高度的发扬下级的自动性，保证在上级的意

图之下，完成每一个工作上和战斗上的任务，因此，在领导上要具体，但不可呆板和代替了下级的工作，以免限制和束缚

各级自动性之发扬。其次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把政治工作的经常性保持与巩固起来。战时的工作，固然需要有更多的突

击性，但是必须反对用突击来代替经常工作的方式，这里的关键是在于如何把工作的经常性与突击性很好的配合起来，并

依靠经常基础来进行某一工作的突击，而且对于突击工作的决定，亦须经过郑重的选择。最后，正由于新环境的复杂工作

条件的不同，要求我们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来适应新的工作的需要。 

  （九）保证红军在思想上的一致，比任何一个时期还更重要，在红军中关门主义的倾向依然存在着，主要表现在地方

工作和友军工作束缚于狭小的范围内，不善于运用旧的形式来实现新的内容，对部队战士的要求过高以及个别同志对红军

改编的怀疑等。但是今天在红军中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情绪的增长。右倾情绪的重大表现是军阀主义的开始抬头与可能的

发展，以及贪污腐化，动摇堕落，失掉阶级立场，易为外界所影响与乎对于革命的厌倦和对抗战缺乏胜利信心。而轻视党

和政治工作，建立个人系统，忽视群众利益，侮辱战士等等，则是军阀主义的重要表现。只有用最高度的警觉性和不断的

正确的思想斗争，才能预防与克服这些倾向的产生与发展，也才能保证红军的传统和党给我们的伟大任务的完成。 

  （十）最后，战时政治工作，基本上适用于过去十年的战时政治工作的原则，和许多宝贵的经验。但估计到敌人对象

之不同，作战地区和作战方式的差异，要求我们对本军敌军和居民的工作内容方式加以很好的研究和适时的转变，这一工

作，今天就应该要求各政治工作同志开始准备起来。 

  总政治部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_mail:info@peopledaily.com.cn 新闻线索:rm@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社概况 | 关于人民网 | 招聘英才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网站律师 | 联系我们 |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4065）| 京朝工商广字第0394号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1997-2006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