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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中国史研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

国现代史研究、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国现当代史

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多种称谓，理论界使用

最多的称谓是国史研究。

学科意义上的新中国史研究是改革开放新时

期的产物，但此前已有一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

就有学者关注。1951年胡乔木发表的“中共党史

的奠基之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对新中

国的成立以及国家成立两年来的政治、经济、外

交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总结。1955年由人民教育出

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

史》，可以视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官方国

史。此后，1959年周恩来同志撰写的《伟大的十

年》，1960年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十年总结》，

都是对新中国成立10年来的成就和经验的总结，

均可看作新中国史研究的滥觞。在理论界，郭沫

若、范文澜、翦伯赞、刘大年等一批历史学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几次提出加强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尤其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甚至准备成

立专门机构，“专管现代史的纪录，先按年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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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编，再写成各种专著”，并计划“在五年内写

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刘大年主张历史研

究应当薄古厚今，他在《历史研究》发文倡导加

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相关研究，并为此列出若

干专题，涉及新中国史重要问题的综合研究、中

国现代民主政治的研究、土地改革的研究、中国

新文化发展的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国际

关系方面的研究等，涵盖了新中国史中的政治、

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但是后来由于种

种原因未能达成所愿，而是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

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的历史。高校系统也涌现

出一些师生合作撰写的新中国史著作，如1958年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事记（1949-1956）》、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

史系三年级集体编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稿》、1960年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撰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义（初稿）》等。这几种

著作尽管还显粗浅，而且昙花一现，但仍可视为

新中国史研究的探路者、先行者。总体上看，从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高校主要依托

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时事政策、形势与任务

等课程与专题讲座进行新中国史和国情教育，学

科意义上的新中国史研究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历史研究方面取得许多新成果，为党的创新理论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本期刊发

两篇理论研究述评，梳理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的兴起和繁荣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的研究进展，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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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大潮

中，加紧开展新中国史研究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不久，胡乔木就提

出，在研究和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要写出新民主主义

革命史、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史、土

改运动史、三大改造运动、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

大庆经验总结、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等专著。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制订本院三年和八年

科学研究规划，并联合教育部等机构制订全国历

史学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这些规划中都列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任务。胡乔木曾提

出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研究所”的设想，后来根据这一设想成立了一

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直属院

部），但是由于放在了近代史研究所，研究重点

不是新中国史，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

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改革开放的

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1979年叶剑英

在国庆讲话中，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

历史经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

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

提供了基本遵循。1982年开始组织编写《当代中

国》丛书工作，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负总责。《当代中国》丛书按内容区分，有

部门（行业）卷、地方卷、专题卷，还有不限于

某个部门或某个方面的综合卷。丛书编写工作于

1983年正式启动，共152卷、210册，约1亿字，是

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条战线的力量来完成的

鸿篇巨制，有10万人参与，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是一项全面、系统、大规模研究新中国近50年历

史的宏伟事业，对此后新中国史研究的开展起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同一时期，1980年5月改组成立

的中央文献研究室除了继续编辑出版毛泽东同志

的文献以外，还编辑出版了周恩来、刘少奇、朱

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

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志的著作。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辑出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

选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也为研究新中国

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伴随这些权威文

献和档案资料的陆续公开，涌现出一批新中国史

研究工具书，如辞典、大事记、实录等。在新中

国成立40周年前后，出版了不少学术水平较高的

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仅通史类的著作就有郭彬蔚

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陈明显主编的

《新中国四十年研究》、廖盖隆主编的《新中国

编年史》、赵鹏飞主编的《共和国的成长》、靳

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主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朱阳主编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四十年》、杨勤为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纲》、肖效钦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

年》，以及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

的中国》、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设与改革史》等。显而易见，新中国史研

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

三

1990年6月28日，经中央批准，当代中国研究

所成立，随后国史专业学术期刊《当代中国史研

究》创刊，接着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

会。从此，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研究有了自己专门的阵地，有了一支强有力的

专业队伍，也使新中国史研究从原来的零散的、

无组织的个别研究，发展成为有组织、有计划、

有领导的大规模研究，新中国史研究由此进入加

速发展阶段。据初步统计，从1993年到2001年，

理论界在新中国史领域发表的文章达4160余篇，

出版专著、教材、译著、工具书等630余部。出

版的著作中，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1949-1999）》《中华人

民共和国风云实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

典》这样的大部头著作或工具书，也有《1976年

以来的中国》《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

《新中国外交风云》《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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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1976-1981年的中

国》《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

变》等有分量的学术专著。通史类的著作大量涌

现，影响较大的有何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和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出版

后均多次修订再版作为教材使用，特别是后者本

身就是受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委托，由多所院校10

多位教授编写而成。这一时期编辑出版了一大批

文献资料，如《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

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三中全会以来的重

大决策》《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

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等。引进出版了一些海外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

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2）》等。

进入21世纪，新中国史研究迅速崛起为一门

新兴学科。2001年，党中央批准了当代中国研究

所的三年科研规划，进一步强调了新中国史研

究资政育人的作用。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制订和

启动新的科研规划的同时，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设立了国史系，并与中国人民大学、河

北师范大学合作培养研究生。一些地方和高校也

设立了一些当代史研究机构，自高校普遍要求开

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之后，新中国史研

究方面的人才培养愈加得到重视，面向高校教学

的国史教材出版了20余种，其中有修订再版的何

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陈明显主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程》等，也有新出版的，

如杨先材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卷》等。这一时期，不但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出版了大量的优秀主题

出版物，而且涌现出一批多卷本的通史著作、编

年史著作和众多的专史著作。通史类的如张静如

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郑谦主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刘国新等人主编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等。编年史类分量最重的

是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编年》（简称《国史编年》）。《国史编年》按

年设卷，以纲目为体，以时间为线索记录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内容丰富，所含领域众多，

基本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

生、民族、社会、人口、宗教、疆域、地理、区

划、灾害、气候、生态、资源、国防、军事、外

交、对外关系和国际反应等方面的大事。其他的

类似著作还有齐鹏飞、杨凤城主编的《当代中

国编年史（1949-2004）》、徐达深等人主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廖盖隆主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1949-2009）》等，

此外还有一些大事记、纪事本末和图志类读物。

专题研究方面有不少优秀作品，如罗平汉的《土

地改革运动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农村人

民公社史》，李正华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

起步》，杨胜群、陈晋主编的《五十年的回望：

中共八大纪实》，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

大会始末》，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史》，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等。郭德宏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

究所、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等单位的70多位党史、新中国史专家撰

稿，涉及130多个研究专题，共270余万字，各专

题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通过不同侧面揭示历史

全貌，可谓新世纪新中国史专题研究的一部鸿篇

巨制。

四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

国史的重要论述引领下，在党史学习教育的推动

下，新中国史学科建设更加成熟，研究队伍更加壮

大，新中国史研究事业进入繁荣发展新阶段。

专业新中国史研究编纂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

历经20余年努力，终于推出一部多卷本的新中国

史权威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该书

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成立到1984

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这35年的历史，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

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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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读者全面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由来，该书

还设立序卷，概述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

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

主义新中国的奋斗历史。该书的编写凝聚了几代

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经中央审阅

批准出版发行。为了适应新中国史研究发展的需

要，当代中国研究所设立了政治史、经济史、文

化史、社会史、外交和港澳台史、理论6个研究

室，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

理论与方法》，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新中国史研

究的内容，根据这几部专史编写的研究生教材正

在陆续出版。近年来，该所还陆续推出一些高质

量的新中国史著作，如《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

程与经验》《新中国70年》等。特别是由该所承

担编写的“四史”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出版后，有力配合了全党的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目前，该所已经续编了四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稿》，正式启动了多卷本新中国史的编写工程，

以及《当代中国》丛书的续编工作。由该所参与

制作的《当代中国》《敢教日月换新天》等大型

文献专题片播出后也深受观众好评。学术交流也

日渐活跃，当代中国研究所创设了全国性的国史

学术年会和5年一届的国史研究国际高端论坛，进

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该所各研究室也陆续建立了

面向全国的专史年会制度，打造了几个广受欢迎

的学术交流平台，起到了应有的学术引领作用。

就全国而言，新时代以来的新中国史研究已

是百花盛开、硕果累累、不胜枚举，基本问题研

究更为深入，通史与专门史研究更为全面，微观

层面的个案和专题研究更为细致，研究史料更为

丰富。这一时期新中国史研究事业走向繁荣的背

后还有几个重要的推动因素：一是党史研究和近

代史研究加快向现当代延伸。受《中国共产党历

史》第二卷出版发行的有力推动，加上高等院校

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需要，中共党

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迅速向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历史延伸，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

党史类、政治类刊物选用发表。二是地方志的编

写完成两轮修志，有的已经开始第三轮的工作，

省、市、县三级志书和乡镇志、村志以及各类年

鉴的大量出版，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地

方资料。三是档案文献的大量出版和基层档案资

料、田野调查资料的收集整理，包括广泛开展的

信息化转化和数据库建设，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

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的重要文献选编出版了大量的领导人文选、

文集、文稿、传记年谱和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

和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1949.10-1966.5）》共50册，不少内容都是

第一次公开。地方档案馆档案开放利用程度不断

提高，一些高校（如山西大学、复旦大学、南开

大学、邯郸学院等）师生还深入基层收集到了不

少馆藏之外的资料，有的还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专

门的研究中心，产生了大批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四是新中国史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受到党中央的

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党史学习教育的有力推动

下，高校正将“四史”教育全面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全过程，许多高校还新设了新中国史或当代史

研究机构（中心），新中国史教育、研究及其人

才引进和培养已经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总之，进入新时代，新中国史研究事业正面

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

展盛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新中国史是必修

课，要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坚定理想信念，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历

史主动精神，承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的历史重任。同时也应看到，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已经成为

备受各国关注的课题，我们的新中国史研究理应

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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