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 年，随着解放战争不断走向全面胜利，中共中

央筹建新中国的工作逐渐全面展开，新中国的国都选址

问题也相应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民主协商筹建新中国的

过程中，毛泽东选择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并根据军事

和政治形势的发展先后在党内外加以宣告，客观上营造

了定都北平的政治舆论，最终使定都北平的提案在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代表们一致表决

通过，从法律上正式宣告北平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在新中

国定都北平的决策过程中，毛泽东对定都北平心有所属，

同时又广泛征求意见，使定都北平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

的共同心愿，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1948 年 11 月指出“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

在新中国定都北平的问题上，毛泽东有着自己的考

虑，起着主导作用。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和筹建新

中国工作的稳步推进，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国都问题的思

考逐渐有了明确答案。毛泽东一度设想在哈尔滨召开新

政治协商会议，然而他关于新中国国都的理想城市却始

终锁定在北平。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

节口号，正式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

张，很快得到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的拥护。与此同时，

中共中央开始指示华北局、上海局和香港分局，要求有计

划、有步骤地邀请民主人士代表到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

商会议。此时，新中国的国都地点尚未明确，毛泽东一度

设想在哈尔滨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5 月 1 日，毛泽东致

函李济深、沈钧儒，邀请他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并说

明：“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

年秋季。”
新政治协商会议拟在哈尔滨召开，只是一个过渡。其

实，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计划中还有更理想的地点，即

“华北某一大城市”。1948 年 9 月 8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

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

出，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三年，即 1948 年 7 月至

1949 年 6 月，“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
同时明确提出准备在 1949 年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基于此，中共中央提

出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在哈尔滨也可能在华北召开。
1948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北来人士，

拟先集中哈尔滨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

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

协。”10 月 8 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要求征求民主人

士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意见。这份

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的文件提出：新政治协商会议

的地点，“依目前情况看来，哈尔滨似较适宜。但依情况之

发展，亦有可能改在华北某一大城市。”①

1948 年 11 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全国军事形

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在给新华社的一篇评论中写

道：“从现时算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

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东

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部队协同解决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

毛泽东与新中国定都北平的重要决策
■李自华 王 蕾

《北平解放报》关于中共中央及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的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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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 月 31 日，太行《新
华日报》印发北平宣告解放的捷报

1949 年 2 月 3 日，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北平入城式

队，并提出 1949 年夏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10 月

31 日，毛泽东致电东北野战军，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准

备南下，“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

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

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

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天在北平

开会。”②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北平解放提上了日程，毛泽东根

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明确提出新中国将定都北平。1948
年 11 月 8 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信中说：

“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即须准备接管干部

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务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内准备完

毕。”同日，毛泽东与薄一波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决定把

接管北平、天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同时决定北平解放后

由薄一波先行开赴北平，为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

站。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定都北平的打算。毛

泽东对薄一波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

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

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③在公

开出版的资料中，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定都北平并阐述

具体理由的记载。

二、实现北平和平解放，为定都北平提供良好的城市设施

1948 年 11 月底，平津战役打响。实现北平和平解

放，保护好古都文化，保全未来新中国首都的人民生命财

产和城市工商业设施，成了新中国定都北平的关键环节。
毛泽东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

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密切地关注着平津战局的发展

变化，频频给平津前线部队发来电报，要求倾力保护好北

京大学等文物古迹和文化教育机关。1948 年 12 月 13
日 6 时，毛泽东给平

津 前 线 司 令 部 发 来

指示，要求“注意攻城

部 队 及 卫 戍 部 队 的

纪律事项”。12 月 15
日凌晨，毛泽东再次

致 电 平 津 前 线 司 令

部：“请你们通知部队

注意保护清华、燕京

等 学 校 及 名 胜 古 迹

等。”④正是在毛泽东

的关心下，北京城外

的清华大学、燕京大

学 等 高 等 学 府 及 颐

和 园、圆明 园、卧 佛

寺、五塔寺、大佛寺等一大批珍贵的文物古迹，在战火硝

烟中得到了完整的保存。
至 1948 年 12 月 17 日，北平城郊地区基本解放，解

放军兵临北平城下，攻城大战一触即发。是日晚 18 时，

中央军委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去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报，

要求前线部队“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

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⑤。次日晚，

两名解放军干部深夜造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清华大

学的寓所，恳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重要文物和古建筑

的方位，以防止炮击的损毁。与此同时，北平城内的中共

地下党员和情报人员为配合攻城作战，积极向城外传递

国民党军队的城防部署图。攻城部队根据地图对射击目

标进行精确计算，力争使炮弹准确地落进敌群里，而不落

在故宫等文物古迹上。
1949 年 1 月 16 日 18 时，在等待华北“剿总”司令

傅作义做出和平抉择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再次致电平津

前线司令部，明确规定不得已攻城时要精密计划，确保北

平城内的文化教育机关不受损失。电报称：“此次攻城必

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

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队首长明了，并

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

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领这些文

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

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

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

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

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⑥

毛泽东深知，对文化古都北平来说，攻城作战时的任

何一个意外，都可能造成令人遗憾的损失，不战而屈人之

兵显然是上上之策。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平津前线部队在

对傅作义集团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争取傅作义走

和平道路，与傅作义的代表先后举行了三次和平谈判。在
此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致电平津前线司令部，提出争取傅

作义走和平道路的具体方针与办法。在毛泽东的正确决

策和指挥下，在平津前线部队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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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劝说和促进下，傅

作义最终同意和平解放。1949 年 1 月 31 日，解放军进驻

北平城，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一座完整无损的古都，

为定都北平提供了良好的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

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定都北平”

新中国定都北平，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同时

也是党内高层领导的共同心愿。在思考国都问题的过程

中，毛泽东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交流看法，最后在党内

形成统一的意见。从现有资料来看，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正式决定定都北平前，毛泽东就定都问题曾与聂荣臻、王
稼祥等人交换过意见，而叶剑英对新中国的定都计划也

早已知情。
毛泽东与聂荣臻在西柏坡谈论过定都北平的问题。

平津战役打响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认为，人民解放

军在平津地区占据绝对优势，打下天津不成问题，要打北

平也很容易。然而，他却极力主张和平解放北平，“一来因

为北平是国内外驰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损失太

大；二是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触中，就曾

议论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拟建都北平，自然应该使北平的

损失越小越好”。正是基于保护文化古都和定都北平的考

虑，聂荣臻在新保安和张家口战役胜利后以个人名义给

毛泽东发去电报，建议“在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

北平”。毛泽东回电表示完全同意。
1948 年底，时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的叶

剑英已经知晓新中国定都北平的计划，并从定都的高度

来领导北平的接管工作。1948 年 12 月 24 日，叶剑英明

确对接管北平的干部指出新中国将定都北平，要求广大

干部要高度重视北平的接管工作。叶剑英说：“北平是一

个有关国际观瞻的城市，是我们自己的城市，是红色的首

都。”“我们接管北平工作的好坏及所发生的影响，不是孤

立的某个干部或北平本身的问题，而是联系着整个世界

的观瞻，是中国人民能否在共产党领导下管理自己的问

题。现在我们要向全世界、全中国人民表示，中国人民能

管理自己。”正是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军管会的高度

重视下，接管北平的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毛泽东与王稼祥具体讨论

了国都选址问题。1949 年 2 月下旬，时任东北局城市工

作部部长的王稼祥抵达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王稼

祥刚到西柏坡便携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

就定都一事征询了王稼祥的意见。据朱仲丽回忆：“毛主

席吸一口烟，换了一个坐姿问稼祥：‘我们定都何处？你有

什么意见？历代皇帝定京城于西安、南京、北京，我们呢？’
稼祥拂了一下前额的短发，沉思片刻回道：‘是不是定在

北京？’‘你的理由？’‘我认为北京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

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太靠东南，

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儿。’稼祥持重的回答。‘嗯，有道

理。’毛主席笑着点了点头。”早在 1948 年九月会议上，

毛泽东就提出在苏联帮助下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想法。不

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北平离苏联近，定都北平可以更

好、更直接地得到苏联的援助。王稼祥关于国都选址北平

的意见，说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上。
在广泛征求意见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七

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向全党宣告新中国将定都北平。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制定

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

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

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⑦至此，新中国定都北平一事，已

在党内形成一致的意见。
1949 年 3 月 25 日，叶剑英前往涿县迎接毛泽东等

中央领导人进北平。叶剑英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及接管

的情况，并补充说：“北平和平解放时，不少民主人士来信

来电，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地合

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的政府。”毛泽东说：

“他们不知道我们已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

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召开政治协

商会议。”定都北平在党内形成一致意见后，下一步工作

就是要使社会各界慢慢知晓这一计划，并最终在新政协

会议上顺利通过。

四、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号召“建设人民的首都”

定都北平一事虽然已在党内达成一致，但社会各界

还不知情，对新中国的国都还有颇多猜测。北平解放后，

中共中央及时将政治中心向北平转移。一时之间，北平成

为中共中央与各界人士代表民主协商筹建新中国的政治

舞台。这也向社会各界释放出新中国将要定都北平的重

要信息，形成定都北平的政治舆论。

毛泽东要求保护清华大学等文化教育机关的电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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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12 月 13 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准备接收
北平、天津、唐山的指示手稿

（下转第69页）

首先是华北人民政府迁往北平。华北人民政府正式

成立于 1948 年 9 月 26 日，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步骤。因为华北人民政府是作为“一个国家的

蓝图来试点的”，其所属机构的设置及其工作原则具有全

国性质。北平刚解放，华北人民政府各机关即开始陆续迁

往北平，并于 1949 年 2 月 20 日正式在北平对外办公。
华北人民政府移平办公，预示着未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将

很可能设在北平。2 月 24 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敏感

地评论说：“中共之人民政府已正式宣告成立，并决定以

北平为首都。”
中共中央移驻北平，是新中国定都北平的关键步骤。

在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中共

中央的一举一动举世关注。中共中央驻地的变化，尤其是

向北平这样的大城市转移，直接关系着新中国国都的选

择。1949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开启了著名的“进京赶考”之旅。3 月

25 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会见了

各界代表，并检阅了盛大的阅兵式，当晚入住香山双清别

墅。当晚，新华通讯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中共中央和

解放军总部到达北平的消息。中共中央迁往北平，以实际

行动向外界表明新中国的国都将建在北平。当日，一份外

电评论说：“今天，当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他的书记处以及

中共中央委员会从石家庄迁至文化古都，北平实际上已

成为共产主义中国的首都。”
1949 年 8 月 9 日至 14 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

会议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8 月 13 日下午，毛泽东出

席会议并发表简短演讲，郑重向各界宣布新中国将定都

北平。毛泽东说：“当新政治协商会议开过以后，北平将成

为中国的首都，那时的北平即将改名为北京。”毛泽东号

召：“全北平的人民，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

的特务分子以外，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

的首都而奋斗。”⑧此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召开两

月有余，对定都北平已经形成一致的意见。毛泽东选择此

时对外界宣布新中国将定都北平的时机是成熟的，而且

很有必要。此举一方面为定都北平进一步营造了舆论。
另一方面有利于建设人民首都工作的全面展开。北平

市各界代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为迎接开国

大典、修整天安门广场的决议。在北平市人民政府和各

界群众的努力下，修整天安门广场的工程于 9 月初开

始动工，至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结束，在天安门前开

辟出一个能容纳 16 万人的大广场，为开国大典提供了

干净、整洁、开阔的场所。

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期间拍板“国都问题，还是改一个字好”

如前文毛泽东所说，虽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决

定定都北平，但“最后决定还得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只有

经过新政协会议表决通过，定都北平才具有合法性。实际

上，定都北平本身就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并且经过毛泽

东等共产党人的努力，更加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无论是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各界代表关于新中国的国都问题均一致

主张定都北平。
1949 年 6 月 15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会议决定成立以毛

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立六个小

组。其中，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

长，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和国都方案。从 6 月中旬至

9 月 14 日，第六小组共召开全体会议四次、座谈会多次。
组员们对国旗、国歌方案均有不同意见，争论较大，但关

于国都问题“大家一致意见建都北平，改称北京，这个问

题没有不同意见”。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9 月 23 日，全体代表分作 11 个小

组讨论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提出的国旗、国都和纪年

方案。第六小组印发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关

于国旗国都纪年的意见》，提交各组讨论，其中关于国都

问题的意见为：“我们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应定于

北平，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因为“北平为中国的首都已

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从各种条件看，北平实具备现代大

国首都的各种资格”：在政治上，北平位于华北老解放区

内，人民力量雄厚；在经济上，邻近我国重工业区的东北

六省，便于发展工业；在文化上，这里有几百年的文化积

蓄，规模弘伟，文物集中，是世界上有名的历史的大都市

之一，且自五四以来，这里就是新文化思想的摇篮；在地

理上，北平位于一个大平原之中，将来有足够的扩充的余

地，在交通上是四通八达，有平沈、平绥、平汉、平沪等铁

路干线，连络全国各地。各组讨论非常认真和热烈，虽然

对国旗参考图案看法不同，但对国都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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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电子档案的管理具体包括哪

些内容？
2、 电子档案脱机保存的要求有

哪些？

利用。对于非限制利用的电子档案，可以

直接由系统用户提供查阅、浏览；对限制

利用的电子档案，系统应设置利用权限，

实现不同职责、需求、级别的利用者对特

定范围和内容电子档案的在线利用。查阅

全文时要设置电子档案借阅期限，到期时

可以自动将借出档案收回。系统应具有对

利用者以及利用目的、时间、内容等信息

进行记录、分析、统计等方面的功能。
查询借阅一般程序是：借阅者查看档

案目录→提出借阅申请→系统

审核借阅权限→调阅档案原文。
系统审查未通过的，则需向档案

部门提出借阅申请。
至此，我们通过 7 讲讲述了

电子文件的涵义、原则、管理职

责、归档范围、管理要求以及办

公自动化系统中电子文件如何

积累、归档、管理和利用，希望对

大家的工作有所帮助。

借阅申请单

注：此表用于限制利用电子档案的借阅，凡标有 * 的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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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却非常一致。次日，《人民日报》在报道

讨论结果时称：“参加讨论的代表们毫无例外地同意建都

北平。”⑨

9 月 25 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

商谈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诸问题，周恩来、郭沫

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马叙伦等参加。大家对把国

都建在北平都没有异议，但对于北平、南京是否改名有争

议。张奚若说：“国都在北京大家是不会有意见的，但就是

南京是否改名，有人提议南京要改名。”黄炎培建议说：

“为了省事，我的意见，北平、南京都可以不改。”毛泽东

说：“国都问题，还是改一个字好（指北平改为北京）。”经
过讨论，大家对建都北平并改名北京一致赞成，而国旗、
国徽、国歌、纪年问题除国徽一项决定继续设计外，其他

也获一致意见。
9 月 27 日，大会讨论了《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决议草

案》，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四个

决议案。其中关于国都问题的决议案为：“全体一致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

北京。”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修整一新

的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这座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

古城，正式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六、结论

毛泽东决策新中国定都北平，是出于天时、地利、人

和的综合考虑。如前文所述，定都北平有着政治、经济、军
事和外交上的战略考虑，有着历史、文化和地理等方面的

深层次原因，又体现了广泛的民意，是天时、地利、人和的

集中体现，从而奠定了新中国的强盛之基。
注释：
①中央统战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

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2 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

四九)》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8 页。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修订本)》

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5 页。
④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

四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 页。
⑤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历 史 资 料 丛 书 编 审 委 员 会 编 ：

《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5 页。
⑥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 北京出

版社 1988 年版，第 40 页。
⑦《毛 泽 东 选 集》第 4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91 年 第 2

版，第 1435、1436 页。
⑧《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文献》，北平各界代表会议

秘书处 1949 年编印，第 1 页。
⑨ 《新纪元开始了———记政协代表关于国旗国都纪

元的讨论》，《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4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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