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久战与人民战争理论的提出

为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必须明确地提出抗战的

军事战略方针。当时，“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仍有相

当大的市场。在国民党营垒中，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

败、再战必亡”；也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

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在共产党内，

“亡国论”是没有的，但有些人有盲目轻敌的思想。与持“亡国

论”和“速胜论”的人相比较，在全国抗日阵营中，认识到抗战将

持久地进行并且相信中国将最后胜利的人很多。可他们对于持久战

的理解却不同。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刻论述的，是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总结全国抗战开始以来十个月的经验，

发表《论持久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

中国。《论持久战》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系统阐明了

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

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通过三个阶段，在力量对比上，

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

其中，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

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

《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

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

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

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

献，不仅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并且提出



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

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大增强了人们

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讲演

和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了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

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基本认识是：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

主要的。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展开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使沦陷区大量民众得到解放，并且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

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对阻止日军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

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到重要的战略作用。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

战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特别要担负起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

的任务。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特别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游

击战争有充分的活动地盘和极为广大的群众基础，能够大规模地进

行。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

外线单独作战，并有自己一整套的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削弱敌

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

件。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正规战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

在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中，游击军和游击战必将

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发展，形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