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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陆续建立了100多家外资工厂，

产生了中国最早一批工人。而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逐渐出

现了近代官僚资本企业、民族资本企业，早期的工人阶级队伍

就在这些企业中形成了。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土

壤，要比中国的资产阶级更为广阔，而多重压迫也决定了中国

无产阶级的反抗性十分强烈。随着工人阶级的觉醒，他们更有

意识地投入到维护自身权益和爱国运动中。

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早期工人们在行会的组织下发起了一些斗争，其斗争方式

主要是毁坏机器、抗议、怠工和少数的罢工。这一阶段中国工

人运动虽然在不断进步，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的政治目

标，没有一种正确的思想和理论作指导，更没有一个坚强的政

党加以领导。

“五四运动”的胜利揭示着工人的民族意识已觉醒。他们

喊出了“罢工救国”的口号，把自己同民族的命运相联系。自

此工人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此次运动

让全国人民认识到了工人力量的强大，虽然工人总数远少于农

民，但他们参与了现代化进程，参与了机器化大生产，对经济

的发展能够产生巨大的冲击。自此围绕工人建立的组织逐渐多

样化，如帮会、国民党等，但都有其局限性。

一部分工人通过帮会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在上海尤为突

出。帮会通过介绍工作机会，掌握控制工人。他们对工人的态

度根据时局不断变化，平时把工人联合起来作为自己和政府、

租界对抗的力量。但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把枪口调转对

准工人。国民党成立的一些工会组织也提出工人增加工资，每

周休息，提出建立工人诊所等提案，但最后大部分都成为了空

头支票。1927年4月13日，在国民党支持下杨虎、陈群在上海

主持成立“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该组织包含大量的帮会成

员。工统会的主要任务不是维护工人利益，而是镇压罢工、迫

害进步的工人。历史证明，无论帮会还是国民党都不能代表工

人阶级的自身利益。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部分工人开始学习、了

解马克思关于工人的论述。而早期的党小组也尝试通过工人夜

校、工人俱乐部等方式，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头脑，将他们

团结起来，开展工人运动。在封建时期，工人本没有受教育的

机会，他们的收入很难和劳动相匹配。党小组以知识为希望的

光芒，带领工人打破了这一壁垒，并在全国多地帮助工人建立

属于自己的组织。可见党能够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带领工人

谋幸福。

二、党有效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与工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期

成立的党小组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启发工人觉

悟、组建工会、培养工人运动干部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为

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奠定了基础。

（一）加强教育宣传，团结工人力量

李大钊领导的党小组在长辛店、唐山、天津等地设立了补

习学校、俱乐部、图书馆，团结教育工人。李大钊也常给工人

上课，他启发工人思考劳动创造了生活的必需品，劳动者理应

获得等价的报酬。为什么现实社会劳动者的生活反而如此困顿

呢？因为工人劳动的果实被资本家等群体抢走了。要从根源上

解决受苦的根源，工人们就要团结起来“五人团结赛老虎，十

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除了传播革命思想，学校

还开设了一系列文化课，帮助工人及其子女提高文化水平，提

升工作技能。这些努力改变了工人对时局的认识，启发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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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觉悟，直接推动了北方各工会的建立。

陈独秀于1920年初到上海调查工人状况，他发现上海已

有的工会成员多数是“穿长袍”的有钱人，不是“穿短衣”的

工人。8月22日，陈独秀在《劳动界》上发表《真的工人团

体》一文，指出工人要想改变现状，必须联合起来，建立工人

阶级主导的工会。于是，他决定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属于

工人自己的工会，而不是资本家摆的戏台子、假工会。他带领

党小组开办工人夜校，创办刊物《劳动界》，让工人的呐喊被

社会各阶层听到。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准备发起一场

进步的工人运动。这些努力带来的变化十分迅速，1920年底上

海成立了两个产业工会，一个是上海机器工会，一个是印刷业

产业工会。其宗旨是“谋本会会员的利益，除本会会员的痛

苦”，直接将工人的幸福和权益作为工会的首要任务。可见党

小组在领导工会时，努力排除各方势力的干扰，把工人放在主

体地位，和其他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

（二）创立产业工会，增强组织领导

党小组的领导者在组织工人运动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感

染力。党小组选择在机器和印刷产业率先成立工会，一方面这

两个行业的工人知识水平较高，开展工作比较容易；另一方面

同一产业的工人利益一致，易于联合起来。为了形成团结有

效、行动有序的工会组织，党小组制定了一系列工会工作规

范，以机器工会为例：在党的领导下选举成立了领导机构；制

定了工会章程，明确了首要任务——带领工人和资产阶级、反

动政权做斗争；创办了刊物、确定了会址并开办夜校免费教

学。强有力的宣传加上稳定的组织体系使得机器工会在两个月

时间内发展了370名会员，工作开展地井然有序。工会的发展

直接体现在会员人数的增加上，有近千人参加年底召开的大

会，孙中山、陈独秀到场发表演说。

从机器工会的组织中总结出的经验，推广到了印刷工会。

高度的组织化和有效的执行力确保了党领导的工会后期的发展

和维系。1922年 5月1日在广州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赋予书记部指挥全国职工运

动的权利。中国共产党成立不到一年，就开始促进工会组织走

向全国统一，这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工会组织建设的稳定性。

也正因为如此，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工运事业起起落落，即便

九死一生，也能靠着核心的组织力量重新燎原。

（三）联合各方力量，维护工人权益

早期党的领导者在多篇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都指出，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充分依靠工人的力量，尊重工人的地

位，为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党通过许多方式发动工人，其中

之一便是组织工人宣传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当时国内工人知道这个节日的人还很少。1920年李大钊领

导了北京“五一”节的纪念活动，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

《“五一”May Day运动史》。他希望中国工人把“五一”看

成是一个觉醒的日子。他认为这个日子是属于工人的，不能停

留于游行、喊口号等形式上，工人要向反抗不合理的工作要

求，为维护权益而呐喊。维护权益之一就是改善工作条件。北

京尘土漫天，车夫们的工作环境很糟糕。李大钊特地写了一篇

文章，建议车行给车夫们配上“三宝”，即平时戴的口罩，下

雨时的雨具，还有冬天的手囊。这三样东西费用很少，却能给

车夫的日子带来一点甜和幸福。于细微之处提要求，代表着工

人和资本家谈判的开始。随着工人话语权的增强，工人的权益

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劳动是光荣

的，是幸福的，未来世界最好的样子就是变成劳工的世界。在

党组织内部，这种对劳动与工人的尊重是普遍存在的。

中国的工厂多集中于沿海、长江一带，工人也多集中于大

城市中，因此工人力量虽已崛起但还比较薄弱。基于这一情

况，党组织意识到要争取和改造各方力量，不断壮大工人的盟

友。一是争取军队的支持。党组织介绍军阀冯玉祥去莫斯科学

习马克思主义，将党员和团员、工人加进军队系统。二是争取

知识分子和工人相结合，即“劳知合一”——知识分子、青年

学生们和工人打成一片，把“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变为真正的

“劳工阶级的运动”和“街市上的群众运动”。

三、将领导工人运动写入党的纲领

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1921年-1922

年中共一大、中共二大相继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

成立。这两次党代会都强调了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明

确了工会的性质、领导工运的方法等细则。这是对过往经验的

总结，也为未来工会工作指明了方向。其中很多内容对于今天

的工会工作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确立工会宗旨

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到“必须援助工人阶

级”。二大通过《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以下

简称议决案）根本方针第二条“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

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这个事实，便是真正工会的出

发点。”这一条直接提出来工会本职工作要围绕保护工人利益

而进行。可见“维护”这一职责从工会最开始建立时就已经确

立了，是我们工会成立的初心。现阶段通行的《工会法》规定

“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

的合法权益”。不难看出，这便是对早期党领导工运理念的

继承。

（二）明确党与工会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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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第一条强调“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

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这一条明确工会是领导工人

运动的组织，党的任务则是帮助工人建立工会。一大成立时党

组织规模较小、成员少，所处的政治环境也比较恶劣。如果只

依靠党员去推动工人运动，是很困难的。相比之下工会不受政

治信仰的限制，所能吸纳的会员范围更广。党通过对当时已有

的工会进行改造、吸纳，并进一步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可以

更快更有效的开展工作，同时也为党打好群众基础。

二大时《议决案》第十六条进一步探讨了“工会与党的分

别”。建立初期党与工会领导的高度重合，对二者做一个区分

十分重要。议决案用了两个比喻形容这一区别。第一个比喻把

共产党比作战争中的“先锋”，工会是“大量的军队”；第二个

比喻形容共产党是“头脑”，全体工人是“人的身体”。共产党

是“先锋”是“头脑”，有党纲、革命纲领，是一个政党，人

数少组织精炼，负责指挥和引导。而工会成员不受政治信仰的

约束，是所有工人的组合，包容性更强，数量更多，可以跟在

先锋的后面步调慢一些。这里用的比喻和定位，强调了一个谁

先谁后，谁主导谁跟随的问题。工会要跟着党走也就是要坚持

党的领导。

（三） 规范入会资格和工会性质

二大《议决案》第九条规定工会：“不能与行会一样，不

能有雇主在里面。”同老板不能入会一样，当时雇主也是不能

加入工会的。“同时，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男、女、老、

少……等区别，都须加入工会。”这一条是对会员入会资格的

一个限定，“赚工钱”相当于“工资收入”。这条规定对入会资

格的限定放的很宽，意在最大限度吸收工人加入。而最终目的

就是要“使工会变成一个阶级的群众的工会”。这里提到“阶

级的群众的”即为工会的性质。可见工会的性质从建立时就已

经确定，并经过了一百年的实践检验。

党建立的工会是完完全全属于工人自己的组织，这与其他

组织有着显著的不同，正是因为这种不同，党领导的工会脱颖

而出，吸引了更多的工人加入，迅速发展壮大。随着社会的变

化，曾经的工作方针有很多已经不适用，但工会的“阶级性、

群众性”始终未变，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工会立足的根本。

（四）发挥教育作用，提升理论研究

一大《决议》第三条提出“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

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号召在各个产业部门

都应该成立学校。这条工作要求是对列宁工会理论的实践，列

宁认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通过工会组织、吸引和训练工

人群众学习管理，可以培养人民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直接管

理。办工人学校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工人不识字，又无钱读

书，工会办学校可以一面教他们识字，一面宣传革命道理，把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中去。既可以为现阶段奠定群众基础，

也可以为革命下一阶段做好思想准备。

《决议》第四条提到组建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主要提及

工人运动史的探索，对工厂工人进行组织的方法等。其中提到

要特别注意结合中国本国的国情，来探讨工人运动的问题和解

决方案。中国的工业起步晚，工人基本情况和他国不同，任何

一国经验都不能照搬使用。可见党在工会成立初期领导运动的

同时，就已注重中国特色工运理论的探索和总结。

结语

从党小组到中国共产党，都针对工人阶级特点和亟需解决

的问题，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指导工人运动，这些经验在实

践中不断得到验证。虽然具体的工作方针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

化，但工会坚持为职工群众服务的宗旨始终未变。如今工运事

业已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最新通过修正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会法》以法的形式强调要增强工会三个性质，做好

“两个维护”，这便是对工会初心最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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