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从卢沟桥事变到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是中国抗日战

争的战略防御阶段。这个阶段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日军分路深入

中国广大领土，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攻势达到顶点；二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战场，并迅速壮大起来。

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正面战场无论

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   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由于正

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从 1937年 7月至 1938年 10月，在一年零

三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

汉，夺取了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大片领土，中国人民遭到深重的灾

难。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中共中央规定

八路军的战略任务是：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从侧翼阻

击进犯山西之敌，以打击日军的锐气并掩护友军退却；另一方面伺

机深入敌人占领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 11月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友军

作战。9月25日，八 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

1000 余人，击毁汽车 100 余辆。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中

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

场的防御作战。它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

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接着，八路军三个师又配合友军进行忻口战役，第一一五师主

力于晋东北袭击张家口至广灵、代县的交通线，并派独立团和骑兵

营向察南、冀西出击。第一二〇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第一二

九师以1营兵力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毁伤敌机 20余架，消灭敌



守备队100 余人，削弱了敌人的空中突击和运输力量，有力地配合

了友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担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对周

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给我们忻口正面作战

的军队帮了大忙。”

1937年 11月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

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军队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

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八路军三大主力和山西新军，按晋东北、

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地区在敌后展开。他们同地方党组织

相结合，组织工作团，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

性质的组织。

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

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在深入敌人后方以后，人民军队应该怎样作

战，怎样打击敌人？共产党确定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

条件下的 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军事战略

上实行了重大转变，就是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

战争转变。这是弱国反击强敌侵略的有效形式。开展敌后抗日游击

战争，必须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敌后游击战争是同国家的总后

方脱离的，是无后方作战，又遭遇日本侵略军的反复“扫荡”，环

境十分艰苦。如果不在敌后地区建立起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

长期地坚持和发展的。抗日根据地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在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首

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打击敌人，开展群众

工作，创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



阵地。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就是在新的抗日民

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对日作战，至 1944

年先后在敌后建立了 19块抗日根据地，总面积 100万平方公里，人

口近 1亿，军队91万，民兵220万。

在全国抗日战争中，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共两党间存

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党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

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1938年秋，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代表党中

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明确要

求，全体党员要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

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

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

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

它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

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1938年 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

略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在其占领

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经过战略防御阶段，国民

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后退，人民抗日力量虽有发展，但仍远没

有达到足以进行战略反攻的程度。为了准备战略反攻的条件，中国

人民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这样，抗日战争便由战略防御阶

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

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由此，敌后游



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

从1938 年冬到 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

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敌后游击战争通过在广大地区内

以无数小的战斗对日军进行袭击，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的

有生力量，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在敌后战场上，

随着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1940年 8月 20日至翌年1

月 24日，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陆

续参战的部队达到105个团20余万人，史称百团大战。

八路军总部发动这次进攻战，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出现了空前

的投降危险与抗战困难。一方面，日本加紧诱迫国民党蒋介石集团

投降。1940年 3月和 6月，日本军方代表同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先后

在香港和澳门秘密进行关于停战条件的谈判。另一方面，日军对敌

后抗日根据地加紧推行“囚笼政策”，利用重要交通线对各抗日根

据地进行分割和“扫荡”。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认为，为

着坚决反对投降，振奋抗战军民，锻炼自身的力量，应当组织一次

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主要目的战斗。百团大战共分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10日，为交通总破袭战，主要是破

坏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日军交通线。第二阶段是 9月 22日至 10月

上旬，主要任务是攻坚作战，对日军盘踞的一些据点进行攻击。第

三阶段是 10月上旬至翌年 1月 24日，主要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

“扫荡”。

百团大战是全国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

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

重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百团大战

既锻炼了人民军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又在抗日局面



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民心。

案例：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

大片失地，建立起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华中、华南等一系列

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积极抗战，引起了日寇的极大

恐慌，他们将侵华的 86 万侵略军中的 54 万军队压向解放区战场。

日寇在解放区周围建立了许多碉堡，封锁、分割各解放区，对解放

区实行“囚笼政策”。

为了砸碎敌人的“囚笼”，八路军主力部队集中了 100多个团

约 30万兵力，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攻击。8月 20日

到 9月 10日，是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八路军拔除了敌人在华北各

主要铁路、公路上的无数大小据点，提出“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

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战斗口号，他们把路基一段一段挖掉，

把枕木烧毁，使敌人在华北的交通网完全陷于瘫痪。在战役的第二

和第三阶段，八路军继续扫除了交通线两侧和深入革命根据地内部

的敌人据点，并粉碎了敌人大规模的报复“扫荡”。12月 5日，百

团大战以我军取得辉煌胜利而告结束。在这次战役中，我军一共进

行了 1800多次战斗，拔除敌人据点约 3000 个，击毙击伤日伪军

2.58万人，俘虏敌人1.8万多人，并且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我军参加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

长、战果最丰富的一次战役。百团大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寇的

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遏制了妥协投降的逆流。

它用事实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抵抗日寇的中流砥柱。

百团大战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国际上也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