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三級 

歷史時期：中華民國 

課題四：國共內戰 

第二章：國共內戰的概況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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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共內戰經過 

1.1 內戰初期 

- 1946 年，國民黨佔據主要城市和鐵路，得美國支援，總兵力約 430 萬。 

- 共產黨以農村為根據地，總兵力約 120 萬，在軍事和生產資源上處於劣勢。 

- 6 月，國共兩黨於湖北、河南等地發生大規模衝突，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失敗，國共內戰全面爆發。 

- 國民黨主動採取攻勢，國軍先後於山東、陝北重創共軍。 

- 中共甚至被逼撤出延安。 

- 共軍改稱「人民解放軍」。 

 

1.2 戰局轉變 

- 1947 年，共產黨得蘇聯援助，加上運動戰略奏效，兵力增至 200 萬。 

- 國民黨未能改善通脹問題，民怨沸騰、軍心動搖，兵力降至 400 萬。 

- 內戰第二年，共軍反守為攻，逐漸包圍及孤立國軍。 

- 中共重新奪回延安。 

 

 

 

 

 

 

 

 

 

 

 

 



1.3 三大戰役 

- 1948 年 9 月起，共產黨發起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大勝國民黨： 

 

戰役名稱 時間 概況 領導者 

遼瀋戰役 1948 年 9

月-11 月(52

天) 

解放軍殲敵 47 萬，佔領東北

全境。 

林彪 

淮海戰役 

（國軍稱

徐蚌會

戰） 

1948 年 11

月-1949 年

1 月(65 天) 

解放軍殲敵 55 萬人，佔領華

東地區，威脅國民政府首都

南京。 

劉伯承、鄧小

平、陳毅 

平津戰役 1948 年 11

月-1949 年

1 月(64 天) 

解放軍殲敵 52 萬人，佔領華

北北平、天津地區。 

林彪、聶榮

臻、賀龍 

 

 

1.4 內戰結果 

- 國軍在三大戰役中損失了一百五十多萬軍隊。 

- 國民黨失去東北、華北、華中地區控制權。 

- 1949 年 1 月 1 日，蔣介石引退，李宗仁接任代理總統。 

- 4 月，解放軍渡長江，攻克南京，國民政府先後遷至廣州。 

- 9 月，新疆倒戈，向共產黨投誠。 

- 10 月，解放軍攻入廣州，國民政府被迫遷到重慶，再遷至成都。 

- 12 月，蔣介石宣佈將政府遷至台北，共產黨控制大陸全境。 

 

 



二、國共內戰勝敗原因 

2.1 政治因素 

- 國民黨組織鬆散，內部分裂，如蔣介石與李宗仁內鬥，無法團結抗敵。 

- 共產黨組織嚴密，講究紀律，士氣高昂。 

 

2.2 軍事因素 

- 國軍錯判形勢，全面進攻令兵力分散，陷入共軍重圍。 

- 八年抗戰以國軍為主力，軍隊待遇差劣，士兵厭戰，軍心渙散。 

- 共軍善用遊擊戰術，以農村包圍城市，將國軍據點逐個擊破。 

- 共產黨得蘇聯支持，接收日軍 60 萬軍備，實力大增。 

 

2.3 社會因素 

- 國民政府濫發鈔票，造成通脹，加上官吏貪腐，民心盡失。 

- 共產黨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等政策深得民心，獲農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