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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背景:

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

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
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
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
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
日联军。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背景:

 同年8、9月份，中共中央，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和《关于逼
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统
一抗日战线，并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
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
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背景:

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
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基本上停
下来，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1937年2月9日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
州、庐山和南京等地举行了6次谈判。经过7个多月的反
复商谈，国民党终于同意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第八路军，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
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事实上宣布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
标志：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实际上确

定了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话。

特点：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复杂的阶级矛盾；没有具体

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有广

泛的国际援助。



形成历史过程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
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
会议。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
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形成历史过程

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
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应张学良、
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
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期间，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
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



形成历史过程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
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
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在于形成并基本坚持了
     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结这个
时期的统一战线经验，主要是坚持了四个原则：

·求同存异；
·既联合又斗争；
·依靠自己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
·既统一又独立。



求同存异

   即便两党处于不共戴天的仇视状态，但在困
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
博大胸怀、摒弃前嫌，从国家和民族大局
出发，提出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为争
取蒋介石政府抗日，求抗日之大同，在坚
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在许多非原则性问
题上作了让步。国共两党在国家受到侵略，
以民族利益为重，同仇敌忾，共抵外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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