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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工会的伟大意义

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当时最先进的理论传播

到中国，催生了中国现代革命工会运动的兴起和马

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萌发。自那时以来，它已经走

过百年的光辉历程。在这百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艰辛探

索，奋力开拓，矢志不移地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工会

理论推向前进，使之在不断地克服和纠正各种“左”

的和“右”的错误工会理论乃至战胜各种反马克思主

义工会理论的斗争中，与时俱进地从产生、发展到走

向成熟，成为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以其巨大的理论

指导作用和思想动力指导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工会

运动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中国的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回

顾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百年的发展演进历史，

深刻思考其特点和发展规律，判明其继续前进的历

史方位，这对于我们党和工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抓

住机遇，应对挑战，在不断的理论创新中，把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对于指

导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工会运动不断开创新局

面，迈向新的更加伟大的辉煌，都具有特别重大的

意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从其萌发之时起，

在长达百年的发展演进历程中，它的产生、发展到走

向成熟，经历过若干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

理论的历史演进与成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

论的创建与奠基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和主要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党所领导下的革命工会工作者，

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特别是工运原

理于中国革命和工运的具体实际和实践，在倾心探

索和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

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百年演进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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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在着力探索和开拓着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新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工会运动发展道路。他

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亲身实践

和不断总结革命工会运动的经验教训，使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从

萌发、产生到形成，从而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

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

的产生与发展分为若干个具体时期和阶段，正是这

些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展现了它的运行轨迹。

(一)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由于具有初步共产

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努

力实践与理论探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开

始萌发和产生。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

影响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仔细了解、研读马

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并最终接受了它们，同

时开始关注中国的工人劳动者问题。1919年中国的

“五四”运动如一声惊雷，唤醒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他

们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十分巨

大的力量，这对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亦产生了极为

积极的影响，更促使他们面向工人群众，努力进行宣

传教育和组织工作，灌输马克思主义。为了做好上

述工作，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纷

纷著文，阐述他们关于工人问题的基本思想，其要点

就是要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工人团体和用革

命的手段即阶级战争手段进行斗争，同时要旗帜鲜

明地同一切旧的工会划清界限。当时如李大钊、陈

独秀等就较早提出要创建“产业组织”“同业联合”问

题。李达明确提出：“应该组织劳动者团体(如工会

之类)去和资本家对抗。团体越巩固，势力越大。”[1]

谭平山则指出了工人团体应尽的三个职责：一是阶

级竞争；二是增高全体工人地位及人格；三是改善全

体工人的生活或境遇。[2]他们所阐述的这些重要思

想，代表了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

分子对在中国组建革命工会的较高认识水平，可以

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最初萌发。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开始把开展

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作为基本任务，在着力将其推

向前进的同时，也使党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

的探索及其成果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形成了比较

深刻系统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从而大大促

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产生。在党成立后

的最初两年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教育启发和组

织工人群众创建革命工会的斗争中，首先碰到的一

个从未碰到过的严峻课题，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中国社会条件下，在中国革命形势、任务和工人群众

组织的现状下，应当创建一个什么样的工会、怎样创

建工会。这是现实提出的一个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进

行科学回答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工运事业乃

至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只有从理论上解决了

这个问题，才能指导党发动工人群众组建工会的工

作顺利开展。对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普遍

原理、特别是工运原理为指导，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

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以及党的二

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等重要

文件中，对于上述问题比较集中地做出了回答，其基

本思想和精粹之处在于：(1)坚持党对工会的集中统

一领导，强调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精神，要派

出党员到工会中去工作，以此保证工会不执行其他

的政治路线，不成为其他党派手中的玩物。(2)确立

党同工会的正确关系，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

锋军，是一个致力于以打倒资产阶级和推翻资本主

义社会作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会则是所有工

人群众的有力组合，共产党可以比作一个人的头脑，

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因此，党决不可不注意任

何形式的工会运动，并要能适当的、诚实的和勇敢的

率领这些工会运动。(3)揭示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是

保护工人利益，强调劳动者是创造各种的物品者，所

以劳动者应该享受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东西，这个

事实便是真正工会的出发点。因此，工会本身就是

保护工人切身利益和为工人利益而奋斗的机关。(4)明
确工会的性质、任务与作用，强调工会应是一个阶级

的、群众的工会，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都需加入工

会；工会与行会不同，不能有雇主参加，工会是一个

战斗的团体，不光是共济的机关；同时要对帮派工

会、招牌工会进行组织上的改造，纯洁工会组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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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应该努力做改良工人状况的运动，但又须使工会

很快地向着打倒工人奴隶制的资本制度、按照共产

主义原则改造社会这个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

工会要充分发挥好学校作用，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

验作课程，努力教育工会会员，启发他们的阶级自

觉。工会进行的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行

为劳动立法之运动。(5)规定了工会的组织原则和组

织方式，强调产业和地方相结合的原则，组织产业与

地方工会，具体步骤上要先着眼于组织产业和工业

企业的工会，然后再组织更广泛的产业组合；在工人

进一步觉悟、发动，工厂与产业工会建立之后，再谋

求各产业工会之间的联合和组建地方工会。(6)建立

工会的教育与研究机构，强调要把建立工人学校作

为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准备阶段，并应逐渐

变为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任务应当是

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

要；强调要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

和党员组成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着力研究产业工

会组织的工作方法问题。(7)明晰中国工会与国际工

会的关系，强调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工会，必须在赤色

工会国际的旗帜下，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3-4]

除上述七项内容外，在党所创建的革命工会章程中，

还规定了工会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选举产生

各级领导人以及明确会员的权利、义务和纪律等。

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会问题的这些基本思想，既从理

论上对“创建什么样的工会”和“怎样创建工会”这一

现实革命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作了全面深刻的阐

述，同时又从实践的角度指出了解决这一重大问题

的现实方法和路径，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科学体系。尽管

其中尚有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备之处，但它毕竟标

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第一块基石已经奠

定，它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产生。

(二)大革命时期

在大革命时期，革命形势任务的变化以及由此

带来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下的革命工会继续承担起工会理论探索创新的重

大任务，着力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创

造性发展。

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

工会认真总结吸取了“二七”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

从中国革命的客观环境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中，

认识到同各革命阶级建立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

之重要。为此，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三大作出

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决策。但

是统一战线毕竟是一个新事物，且参加统一战线的

各革命阶级都有自己不同的出发点，因此，在统一战

线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工会究竟应当采

取何种方针政策、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工人阶

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并促使民族运动充分的革命化，

这的确是一个事关重大的新问题。1924年 1月，国

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由于当时党在思想

理论认识和指导上存在偏差，且缺乏在统一战线中

独立开展工作的经验，因而在革命工会运动实践中

便产生了左右摇摆的现象，即要么恐怕联合战线的

破裂而忽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么阶级斗争口号与

要求过高，乃至妨碍了各阶级的联合阵线。除此之

外，还有空喊口号而不能在日常的实际斗争中落实

的情况。对这些存在问题如不及时解决，不仅革命

工会运动不能正确开展，而且也不利于革命统一战

线的巩固。这引起了党和党领导的革命工会的高度

重视与认真思考，在其后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中，

都把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独立领导和开展革命工会运

动与职工运动作为重要议题，并相应通过了许多重

要的决议，如《中共扩大执委会工会运动问题议决

案》(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四大《对于职工运动之议

决案》(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职工

运动议决案》(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第三次扩

大执委会职工运动议决案》(一九二六年七月)、以及

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案

等。在这些会议和文件中，中国共产党系统提出了

关于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独立领导和开展工会运动的

思想理论与方针策略，其基本思想和要点是：(1)坚持

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权。重申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唯

一的政治指导者，工人阶级要赢得在民族革命运动

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

级组织，并在其中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以增

强党的基础和力量。(2)坚持开展党领导下的独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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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强调要在国民党中发展劳动群众的左派势

力，以使之特别的革命化。 (3)坚持采取正确的策

略。强调要领导群众主动力争工会的公开，力争工

会的统一，提出适当的口号，领导群众的经济斗争。

(4)坚持正确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强调产业的无产

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中共不必帮助国民党在组织

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对于国民党的最好帮助，应该

是由中共先组织革命工会，然后组织指挥这些工会

帮助国民党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同时中共亦应

警惕和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其他各种反动势力在工会

和职工运动中的反共分裂活动。[5]中国共产党的上

述思想理论和斗争策略基本是正确的，它对指导革

命统一战线条件下革命工会运动的统一和发展、促

进全国革命高潮形势的迅速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大革命时期，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工会关注

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革命工会组织的建立

和建设。因为党和工会都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增强

工会组织的严密性和实力，才有能力承担起应当承

担的历史使命，彻底地与敌人进行斗争。为此，党和

工会积极开展了理论探索，力求为革命工会组织建

立建设的实践提供更好的思想理论指导。在这一时

期党和工会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及其通过的文件

中，如《中共扩大执委会工会问题议决案》(一九二四

年五月)、中共四大《对于职工运动议决案》(一九二五

年一月)、《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关于全国职工运动

讨论会议决案》(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共中央第三次

扩大执委会职工运动议决案》(一九二六年七月)、以
及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有关决议案等，都比较集

中地阐述了党和工会在加强革命工会组织建立、建

设上的基本思想，其要点是：(1)明确工会内部党组织

的性质、作用和领导关系。强调党与工会在组织上

的联结，是经过工会里的党团。党团是工会中的中

心，发挥在工会组织内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主张、决

定工会斗争的政策与大政方针的作用，确保工会行

动实际在党的指导之下。下级工会党团服从上级工

会党团的领导。(2)明确了工会内部党组织与中央和

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包括全国的或地方总工会的最

高党团，有权对下级党团实施领导，但同时要向同级

党组织汇报，或者直接通知各地党部，说清情况和要

求，请其配合督促下级党团及支部执行。对于某一

个地方的工作，最高党团应当派人与该地党部共同

商定。党的职工运动委员会是决定职工运动的策

略、指导职工运动一切活动的机关，但每次决定之工

作方针策略，则应当由党部在各工厂支部做详细的

解释，具体讨论其贯彻执行。(3)明确了党对工会的

领导方式。强调党指导工人运动不在于包办工会机

关，而在于能够不断地提出切合工人阶级实际的经

济的政治的要求和党员确能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奋

斗。要发挥工会共产主义学校作用，用工会工作和

日常的斗争去教育工人群众，把过去用党团包办工

会机关的工作转变为党员群众影响工会和工人群众

的工会与职工运动。(4)明确了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地

方总工会与产业工会的组织领导关系，确定实行产

业工会与地方工会相结合的原则。规定全国总工会

为全国各产业总工会之最高领导机关，并有权直接

指挥全国各产业总工会。各区总工会受全国总工会

领导，并为各区产业工会之总的领导机关。各区总

工会有权直接指挥所管辖之各产业工会。各区总工

会与全国产业工会是协商合作关系，全国产业工会

有权命令和指挥其下级产业工会，但无权命令和指

挥各区总工会。各区产业工会既受各该区总工会之

指挥，同时又受全国产业总工会之领导。至于产业

工会之相互关系，则通过全国或各区总工会进行联

络。(5)明确了工会组织建设的根本是夯实基层工会

小组。强调工会小组是工会的基本组织，扩大这些

小组，便是成立作坊地方工厂委员会的准备。小组

承担培养训练工人之责，着力培养头脑清醒、做事勇

敢、活动能力强的分子，打仗时成为有胆有识、能与

敌人持久斗争的战士。[6]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革

命工会的上述思想，抓住革命高潮形成时期革命工

会组织内的党团、产业工会领导体制建设和工会小

组建设这三个关键问题进行分析阐述，提出了正确

的理论政策主张，科学回答了现实提出和迫切需要

解决的实际问题，纠正了一些错误倾向，这就不仅丰

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会组织建设的理论，而且有

力指导了革命工会运动的壮大与发展。

此外，如何应对革命高潮时期出现的革命危机，

这也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革命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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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勇于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这一挑战化解的

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但遗憾的是，党

和革命工会在探索和解决这一重大紧迫问题时，却

发生了理论政策指导上的严重失误，其后果就是导

致挽救革命危机的行动归于失败。1927年 4月，正

当北伐军胜利挺进上海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

民党右派公开背叛革命，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疯狂镇压工人运动，这使原本大好的革命形势

骤然出现了危机。为应对这一紧急情况，中国共产

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分别于1927年的4月和6月，召

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集中商讨如何挽救中国革命这一重大而紧迫的问

题。然而，从会议的内容和通过的决议看，其理论和

政策措施多有与会议中心议题不相符合或矛盾之

处。比如，两个大会都愤而声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

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对工农的屠杀，但却没有根

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甚至仍对

通过妥协使汪精卫等人留在革命阵营内抱有幻想；

再比如，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限制工农发展，

放弃工人武装，幻想以妥协换取统一战线的维持，反

而助长蒋介石反动气焰的右倾错误，但却没有彻底

结束陈独秀右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没有根据形势

变化对夺取革命领导权提出切实有效的措施；还比

如，在形势判断上，把蒋介石的背叛看做是整个中国

资产阶级的背叛，因而在总体上仍没有改变妥协方

针的情况下，在工人运动方面却提出了一些带有

“左”的色彩的方针政策与经济要求，因而损害了统

一战线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反

而给资产阶级政客和大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运动、破

坏共产党和工会形象提供了借口；又比如，两个大会

都认识到了加强和掌握革命工人武装的重要性，但

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的当天，陈独秀主持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决定公开解散工人纠察

队。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党在

思想理论认识上出现了严重错误，即片面认为，应当

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工农武装应

服从国民党之管理与训练。同时对大资产阶级与民

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能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

政策。因此，尽管两个大会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认

识和主张，但由于陈独秀右倾路线的压制，根本无法

贯彻执行，两个大会并没有完成挽救中国革命的任

务，相反，其一些错误政策主张的实施，却在客观上

促使了汪精卫等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加速了大革命

的最后失败，其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也必然发生变化。此时党和革

命工会遇到的新问题，就是在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

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基础上，探索开创出一条符合

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发展道路和工会运动发展道

路，使中国革命运动和工会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重

新扬起胜利的风帆。对这一问题的正确探索和解

决，既需要也应当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推向

新的发展阶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

系发生了重大变动，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如何

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认清形势并从实际情况出发，

制定正确的工会运动方针和策略，这对中国共产党

和其领导下的革命工会都是严峻的考验，它至少要

回答清楚下述问题：即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国

革命总任务不变的前提下，在现阶段革命低潮时期，

党和工会如何既能避开敌人的残酷打击，又能领导

工人群众继续进行斗争，也就是要解决秘密工作的

党、工会与公开合法活动的工人群众组织的关系，使

两者既要严格区分，又要有密切的联系；如何对待国

民党的御用工会，如何对待国民党的劳工政策及黄

色工会；如何利用哪怕很少的一点合法手段等等。

这些都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新形势下革命运动

和工会运动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对这些新课题的

破解和科学回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重要

任务。

然而，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党和革命工会在探索

和开创新的革命运动和工会运动发展道路时，却发

生了思想理论指导上的严重错误，因而使这一时期

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曲折状态。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了著名的“八七”

会议，会议的转折意义在于，它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

和进行武装反抗斗争的总方针，给大革命失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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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复兴革命的希望和继续

斗争的大方向。但是，会议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

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在反对“右”倾错误

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此后，我们党先后发生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

明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

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点就是坚持“城市

中心论”，不顾革命的低潮现状和城市中敌强我弱的

特点，要求工会工作以夺取政权为中心，不断地暴

动，其结果是使仅存下来的一些革命的工人、工会力

量，又受到了沉重的损失。三次“左”倾错误的思想

根源和理论根源在于：第一，他们不懂得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工运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愿

意也没有深入研究中国工运的实际，盲目照搬外国

模式，强调城市中心论，总是企图靠人数相对少的中

国工人阶级进行城市暴动，在短期内赢得中国革命

的成功，并就此采取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做法，轻视

农民的斗争，不愿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二，他

们错误地判断形势，否认革命处于低潮，因而不懂

得、也不愿意采取退却的方针，认识不到隐蔽精干、

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在行动上总

是盲目地去冒险。第三，他们坚持秘密的、脱离群众

的、第二党式的赤色工会为唯一形式，反对利用合

法、半合法的工人组织，反对利用黄色工会和任何可

以公开存在的群众组织形式。在斗争方式上，他们

拒绝从白区的工运实际和特点出发，只能照搬国际

的一套。三次“左”倾路线和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对

“左”倾路线的贯彻，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

义工会理论发展中的严重曲折。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三次“左”倾错误并非完全

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相反，正是在抵制、纠正“左”

倾错误的过程中，党和革命工会也提出了一些正确

的思想和主张，如党的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规定，

现在工人运动的基本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紧密团

结在党及职工会的周围。其途径是组织工人开展好

日常的经济斗争，满足工人日常的经济要求，但要加

强对群众罢工的引导，要顾及主客观条件，采取慎重

的态度与方法，不提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更反对强

迫罢工、个人恐怖等极端方法。决议案还认为，反动

工会有群众便须加入去争取群众，同时要想法创造

出某种合法半合法的组织来。[7]这些都扭转了过去

工运总任务就是进攻，普遍地组织工人暴动的错误

方针。再如，党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

议案》，也对忽视经济斗争和群众日常斗争等错误策

略和主张作了纠正。限于当时的形势及党和革命工

会的认识水平，尽管这些纠“左”的努力显得并不彻

底，但是对限制“左”倾错误的发展仍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此外，这里还应强调的是刘少奇关于白区工运

的正确策略思想对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

论发展的重要贡献。刘少奇是我党著名的工运领

袖，1936年3月以后，他在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

期间，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从根本上

转变了党的白区工作，做了大量艰苦的实际工作和

出色的理论工作。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先后发表了

10多篇重要著作，其中阐述了如下重要工运思想：第

一，正确估计城市工运形式。强调在中心城市和大

的产业中心是敌强我弱，因此，在形势条件都不很有

利的情况下，避开和敌人做决定胜负的斗争应是最

好选择。第二，规定了工运的任务和方针。强调党

领导白区工人运动的总方针和具体任务就是争取群

众，积聚力量，为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做准备。第

三，提出了开展城市工运的理论。强调正确处理公

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正确处理政治斗争与经

济斗争的关系。第四，阐明了工运斗争策略。如必

须千方百计去争取胜利，对于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

斗争，应该停止；在客观环境不利于继续进行斗争

时，应适可而止；在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对我不利的

情况下，要有系统地组织防御和退却，暂时避免和敌

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充分利用合

法、半合法形式，争取团结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建立

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争取同盟者，等等。刘

少奇关于白区和工运理论与策略思想的提出，凝练

了白区工作和工运工作的经验教训，揭示了其内在

规律，深刻系统地批判了在白区工作和工运中的

“左”倾错误，正确地解决了白区工作和工运的方针

策略。它的提出和实施在理论上是对中国马克思主

义工会理论的新贡献，在实践上则是党的白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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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运工作由错误转向正确轨道的重要标志。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

论发展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党和苏区工会对苏区工

会问题的探索及其重要成果。如所周知，党的“八

七”会议以后，党和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从城市移向

农村，走上了开辟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乡村包围

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由此在中国大地

上首次出现了苏维埃红色区域，简称苏区。那么在

苏区，工会理论和方针政策如何制定，工会工作如何

开展，这对中国共产党和苏区工会都是从未遇到过

的新问题，其内涵的深刻性在于：无产阶级怎样领导

农民革命战争，革命战争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巩

固怎样取得，苏区经济怎样发展，工人生产生活条件

怎样改善，苏区工会及其工作怎样壮大发展，这引起

了苏区党和工会及其领袖们的高度重视与思考。他

们努力从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中汲取营养，努力从

苏区工运的实际实践中寻求答案，做了许多创新性

探索和创造性贡献。由于这些探索及其成果是中国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对认识和解决人民政权条

件下工会问题的首次尝试，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就绝

不仅限于苏区，它对以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乃

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会运动都有着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和苏区工会对苏区工会问题的探索

和成果主要体现在：第一，正确处理好工人日常经济

利益与工人阶级总任务的关系，即苏区工会运动必

须服从与服务于苏区党的中心任务，坚持把工人群

众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统一起来，这是苏区制定工

运方针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二，正确处理好苏

区党政工及工会与国有企业行政的关系，即要明确

工会在苏区政权体系和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党与工会的关系，强调党是工会的领导者，但党

必须充分注意尊重工会组织的独立性，为发挥工会

独特作用创造条件，使之成为党联系工人群众的纽

带、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和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关

于工会与苏维埃政府的关系，苏区工会与苏维埃政

府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但由于二者的性质不同，绝不

能互相替代，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工会的正确做法

就是要在维护工人阶级日常利益、满足工人日常经

济文化生活基本需求的同时，吸引和组织最广大的

工人群众积极投身于苏区的各项建设和军事斗争。

关于工会与苏维埃国有企业行政的关系，由于国有

企业行政与职工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工会首先要组

织职工完成生产任务，参与企业管理；又要帮助、监

督企业行政正确贯彻执行政府的法令政策，保护工

人利益，改善工人生活，企业行政则应支持工会开展

工作，并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三，正确处理苏区工会

与工人群众的关系，这是苏区工会问题中最核心的

问题之一。工会的基础是工人群众，两者关系的关

键，是要解决好密切联系工人群众，把工会建成为工

人群众认可的自己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和苏区工会

对苏区工会问题的探索与成果十分丰富，它涉及苏

区人民政权下工会运动和工会工作的一系列基本规

律问题，从而开创了探索人民政权下工会理论问题

的先河，这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

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

(四)抗日战争时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革命

工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号召和团结全民族共

同抗战，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为此，党和工

会不仅要制定出抗战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

的总任务和方针政策，而且要针对抗战不同阶段、不

同区域的不同情况，制定出具体的任务和方针政

策。因此，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工

会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国共合作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掀起抗战高潮。在新

形势下，怎样发挥工人阶级和革命工会在抗战中的

中流砥柱作用，急需明确抗战时期工人运动和工会

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为此，中共中央在《中

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1937年 8月)、
《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1937年

10月)和《中央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

定》(1939年4月)等重要文件中，作了集中阐述，其基

本思想是：第一，关于指导思想。强调工人运动、工

会运动应当以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原则，由此出发

确定自己的斗争方法和方式，总原则就是要在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下，充分利用合法斗争方式，发

动和组织工人，独立自主地开展人民大众的抗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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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运动。其具体内容包括：①普遍组织或转变某些

合法组织为合法的统一战线的人民参战团体。包括

尽可能利用和制造一切机会建立合法群众团体，及

打入到受国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将它转变为工人

的群众团体。②开展符合抗战利益的、以民主和合

法形式进行的改善工人生活的工作。③打破国民党

的“包办”“统制”政策，强调在国统区从事工人运动

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虽是国民党包办、但有群众的

抗战组织，做争取其中的群众积极参加抗日的工

作。第二，关于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基本方针与

任务。强调中国工人阶级过去、现在都是民族解放

运动的先锋，组织工人阶级并发挥其力量到最大限

度，是争取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党在工人运动中应坚持统一战线方针，与各抗日党

派、各抗日团体联合，组织工人积极参加抗战的各方

面工作，同时注意解决工人的各方面利益问题，壮大

抗战建国的力量。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执行不同的

任务。在敌人占领的大城市，要重视加强产业工人

的工作，包括善于隐蔽和积蓄力量，动员大部分工人

参加农村的游击战争，和农民结成亲密关系，壮大工

会组织，支持抗日政权，团结其他抗日党派领导的工

人团体等。要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建立健全

党的领导职工运动的部门，发展工厂党支部及对工

人党员、工人干部的教育培养，各地党组织要经常向

党中央报告职工运动情况。 [8-10]中共中央的上述指

导思想和工运方针任务，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在工运领域的体现，它总结了抗战初期工人运

动与工会运动的基本经验，完全适应国共合作后全

民族抗战的新形势，符合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共同

抗日救国的意愿，它的贯彻实施从思想上到行动上

都清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和影响，从小圈子

走向了与一切工人团体联合抗战的广阔天地。

当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态度发

生了重大变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成为其政策的主

导方面，它不但剥夺了工人抗日救国的一切自由，而

且残酷迫害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运干部，摧残

工人运动和一切抗日民主运动。针对国民党的倒行

逆施，中共中央发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

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和“发

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具体

策略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并据此

要求工人运动的工作方针进行相应的变化，即要从

抗战初期轰轰烈烈的工作方式，迅速转为深入群众，

埋头苦干，认真细致地在工人群众中进行组织工作、

教育工作和争取改善生活的工作。在组织形式和斗

争方式上，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

待时机”的方针。中共中央的上述思想、方针和策略

不仅适用于国统区，也适用于沦陷区。为了指导沦

陷区的党组织和工运干部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

十六字方针，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于 1941年 4月对

敌后大城市的群众工作专门作出指示，强调沦陷区

党组织的巩固与加强，基本的问题是要正确理解隐

蔽政策，即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让党组织能得到

社会的掩护，真正融于广大群众之中。二是用巧妙

的方式方法和恰当的形式把工人组织起来。三是领

导群众斗争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基本上不去主

动组织，必要参加时，应以隐蔽、不暴露为原则，不因

某种因素而盲动。[11]中共中央十六字方针的提出及

上述内容上的丰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

沦陷区工人运动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上的成熟，在

它的正确指导下，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工人运动不断

深入发展。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工会对人民政权下工

会问题的探索取得重要成果。首先是集中精力，深

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整风，

从而在思想根源上彻底肃清了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

中“左”倾思想的残余，并改正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

的“左”的错误做法。其次是加强了对人民政权下公

营工厂工会问题的研究。在整风中，党、政府和工会

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专门探讨人民政权下公营

工厂的性质、工人劳动的性质、工会的方针任务，以

及改善党政工关系的基本原则。通过清“左”，提高

觉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明确了公营工厂

的公有性质、工人生产和劳动带有光荣的义务性质、

公营工厂工会的基本方针任务就是配合行政搞好生

产，同时开展好职工教育和关心职工生活等。工厂

党政工三方面都要以步调一致搞好生产为原则，去

改善三方面的关系。在公营工厂管理体制上，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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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过去苏区时期公营工厂实行的“三人团”领导体

制，代之以工厂厂长的“一元化”管理，这就从体制上

克服了三权鼎立的根源，这些探讨和成果，都大大丰

富了党和工会关于公营企业工会问题的理论，并卓

有成效地指导了公营工厂工会的实践。除此之外，

在加强工会自身建设，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职工

群众，以及在有利于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

提下，去正确制定和执行劳动政策，调整好工人阶级

和各抗战阶级之间关系等方面，也取得重要理论政

策成果。

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革命工会在抗战时期

对工会理论的探讨和创造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

论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五)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

期。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工会统领一切

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并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做

准备。在这个总任务下，党在不同的地区制定了相

区别的方针任务，指导了不同地区工运的正确开展，

体现了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工运思想的新高度和

驾驭工运全局的高超斗争策略，其中特别是解放区

工会问题的探索及其成果对未来新中国工会问题的

探索更具重要意义。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工运思想的

新发展，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达到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高境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

化，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抉择。在历史

的十字路口，作为引领时代的先进政党——中国共

产党，必须及时地、高瞻远瞩地为她所领导的政治力

量和广大群众指明奋斗方向。有鉴于此，中共中央

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对于目前时局宣言》，提出

“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

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12]根据这一方针，中

国工人阶级把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建设人

民民主的新中国作为工人运动的基本方针任务。同

时针对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具体情况的不同，规

定了各自不同的具体任务。对前者就是要领导工人

群众开展争取生存权利，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

的政治斗争。同时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工人运动实

行的高压政策，应继续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

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运方针。在斗争方式方法

上，仍需贯彻以往在白区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策略方

针。对后者就是要加强工会建设，提高工人觉悟，组

织工人群众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持民主政权，建

设和巩固解放区，增强自卫战争的力量，同时支援国

统区工人的斗争。解放区工运的具体方针是“发展

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具体方

针同时也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总方针。中共中

央确定的上述工运方针任务，既符合客观实际，又高

瞻远瞩，正确有力地指导了解放战争中各个地区工

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正确开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始终是人民解放战争

胜利进行的巩固的战略后方。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区

的经济建设、政权巩固和支援前方等工作全力以赴，

对工会和职工问题高度重视，同解放区工会一道作

了深入探讨，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新成果，从而再度丰

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具体内容包

括：第一，突出以生产为中心的解放区职工运动和工

会工作方针。解放区的职工运动完全是在一种全新

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在那里，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

家政权的领导阶级，国营公营企业的主人，即使是在

私人企业中仍有劳资对抗，但由于职工们政治上、社

会上和国家政权中居于领导的主人翁地位，就保障

了职工们可以不致受到压迫和过分剥削。因此，不

论公私经济的发展，都有益于工人阶级，有益于解放

区的巩固壮大，有益于支援革命战争。由于解放区

这一切新的条件，决定了解放区的职工运动和工会

工作必须把生产置于突出地位，并以此为中心来确

定解放区全新的职工运动和工会工作方针。第二，

提出了依靠工人群众把官僚资本企业改造成为新型

的人民的公营企业，实行企业管理民主化的思想和

方针。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使大批城市和工

矿企业回到人民手中，那么，如何改造原有的官僚资

本企业为新型的人民的公营企业，实行企业管理的

民主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工会面临的新问

题。对此，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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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基本原理和城市工矿企业中阶级状况的实际，

明确提出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改造旧的官僚

资本企业为新型的人民的公营企业，实行企业管理

民主化的思想和方针，这一思想和方针在指导改造

旧企业、创办新企业和开展这些企业中的工会工作

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第三，

在工会组织建设中，提出了公营企业的职员、工程技

术人员属于工人阶级范畴的重要思想，要求工会干

部要向那些有管理知识、有科技知识的管理人员、工

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乃至资本家学习。公营企业

中的职员、工程技术人员同工人虽有分工的不同，但

都是企业中的劳动者，而且他们具有管理知识和科

技知识，在组织企业生产和工程技术活动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因此，理应把他们划入工人阶级范畴，准

予吸收其加入工会。调动这部分人的积极性，有利

于企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有

利于工会干部学习管理知识和科技知识，提高自身

素质，也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解放区工会问题的探索中取得的

上述创新性成果，体现了革命转变时期的特点，为中

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瑰宝，也

为日后的继续探索和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二、新中国建立和社会主义初创时期中国马克

思主义工会理论的历史演进与成果

新中国建立和社会主义初创时期是指从新中国

建立到“文革”结束，伴随着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出

现的曲折，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发展也呈现

出曲折状态。但无论是成就和曲折都对社会主义工

会理论的创建和奠基起到开创性作用。在此时期

中，党和工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

学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着

力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基础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

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其中也包

括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开展工会工作的问

题，力图开拓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道路以及工会运动发展道路。然而，在“左”的错

误指导思想严重干扰下，探索出现过一些挫折，但党

和工会并没有退缩，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矢志不

移地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及工会事业推向前

进，并在探索社会主义工会理论问题上获得了若干

重要成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添加了新内

容，为后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曲折发展

大体经历了三个具体时期和阶段，即新中国建立和

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十年建设时期，以及“文革”

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新中国建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指 1949
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56年社会主义改

造基本完成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中，党领导工会

和工人阶级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为通过“一化三

改”走向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努力，创造了辉煌的

业绩。与此同时党和工会开始了对工人阶级居于领

导地位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条件下工会发展道路的探

索，这一探索既取得了积极成果，也出现了曲折，给

党和工会带来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具体来说，包括

以下几点：第一，鲜明地提出了开展新中国工人运动

和工会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工人阶级执掌国家政

权，使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环境条件发生了根本

变化，它要求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移向城市，从党和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转向党

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以实现国

家工业化为目标的和平建设，这就意味着党和工会

的历史任务和工作重点必须实行根本性的战略转

变，而其核心首先是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因此，党

适时地、鲜明地提出以生产为中心和全心全意依靠

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思想，恰是顺应了新中国工人

运动和工会工作实现转折的需要，它对统一党和工

会的思想、明确工作方向和发展方向产生了根本性

影响，是这一时期中党和工会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条

件下工会问题探索的首要成果。第二，党和工会开

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条件下工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其实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即开始在苏区、抗日民主

根据地和解放区探索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

权下工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取得丰硕成果，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但那时的环境条件显然不能与新中

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掌握了整个国家政权的情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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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而语，在探索工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广度上也

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应该说，直到这时党和工会才

真正有条件开始进入全面深入探索与解决人民政权

下 (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新时

期。在这一时期中，党内直接领导工人运动和工会

工作的著名领导人刘少奇、李立三、邓子恢和赖若愚

等人，从中国国情和工会会情的实际出发，紧密结合

现实中出现的问题，率先开始了对工人阶级执掌国

家政权条件下工会理论政策问题的探讨，并在诸如

国营企业内部矛盾及处理方法，工会存在的客观基

础，以及工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工会与党、政府及

企业行政几方面的关系，工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等

一系列基本理论政策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果。这些

成果构成了后来社会主义工会理论体系的基本框

架，并为其继续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党和

工会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条件下工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一开始就出现了曲折。刘少奇、李立三、邓子恢等领

导人，从新中国工会工作的客观实际和实践出发提

出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在党内引起了争论，这

既表明他们的探索抓住了工会问题的实质和要害，

同时也表明了党对工会问题的高度重视。但遗憾的

是，由于党对工会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偏差，结果是李

立三及与他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受到不公正的错误批

判。这一“左”倾错误的发生，中断了向社会主义过

渡条件下工会理论问题和工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正常

探讨，同时也给工会实际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

响，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发展受到第一次

挫折。“左”倾错误的发生说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条

件下，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毕竟是一个新

问题，党和工会都是刚刚开始探索，还缺乏理论准备

和实践经验。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风、政风、

社会风气健康向上，党的全局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

政策基本正确的情况下，工会领域尚且发生“左”的

局部性错误，这就预示着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马克思

主义工会理论的发展也绝非坦途，它需要一代又一

代共产党人和工会工作者，团结带领工人群众以勇

于探索和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去奋力开拓，并努

力避免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才能不断推进，

成功到达胜利的彼岸。

(二)十年建设时期

十年建设时期是指 1957年至 1966年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工会、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开始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党和工会面临

的首要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

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领导、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

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中心是探

索和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包括

工运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阔步发展。

对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会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凝

聚全党和全会的智慧进行了艰辛的开拓性探索，这

一探索既取得积极成果，也出现了严重失误，因而使

十年建设时期党和工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问题

的认识，进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发展，呈

现出曲折中前进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中，社会主义工会问题探索取得的

理论成果主要包括：第一，强调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工运方针。从 1957年起，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的帷幕即已展开。此时，对生产资料

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

国大地上已经建立起来，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

专政日益巩固，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一五”计划

时期的建设，新中国已具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因

此，处于转折时期的党、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新使命，

就是集中精力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把新中国建

设成为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抓住机遇，在一系列重

要文件、讲话中着重强调并深刻阐述了党的工作重

点转移和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重要思想。如1956年
党的八大就作出了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正确判

断，由此决定了党、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

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

工业国，着眼点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党的工作

重点，即是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任务。刘少

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八大致词时阐述了当前

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勤俭建国、勤俭办企

业、勤俭办一切事业，掀起新的生产高潮，迎接第二

个五年计划，努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国家计划

而斗争。 [13]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工会八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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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了工会七大制定的“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会工作和

工人运动方针，号召工人阶级要团结全国人民，勤劳

节俭，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此后，在中共中央指示

和中国工会八大精神指引下，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

会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群众开展多项活动，全身心

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事实证

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以生产为中心的工运方针

是正确的。第二，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

想，探索工会在其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时期，在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

情况下，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会有存在，但人民内

部矛盾开始显现出来，比较集中地表现为群众与领

导他们的党和政府的矛盾。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改善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调

动广大职工群众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成为国家

政治生活、尤其是工会工作的主题。对此党和工会

都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于1957年3、4月间相继发出

《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关于研究有关工

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

示》等，1958年4月又作《对于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

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

报告”的批示》。1957年 2月，毛泽东就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重要讲话，1959年12月至1960
年3月又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代中央拟《关于鞍钢宪法的指示》。这些文件、讲话

对社会主义社会做了深刻分析，对其基本矛盾、特点

和规律做了深刻揭示，特别是关于正确认识处理两

类不同性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工人阶级内部

矛盾的理论、方针和方法极具创见，同时着重强调要

研究工人阶级问题，发挥工会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尤其是工人阶级内部矛盾中的协调作用。中共中央

和毛泽东的这些基本思想，是中共八大以来探索中

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工运发展道路的新成

果。它为党和工会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

的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提供

了锐利的武器，开辟了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具有重

要意义。第三，党对工运领域“左”倾错误的纠正及

其局限性。在十年建设时期，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

规律和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产生了骄傲和急于求成的

思想，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出现了重大失误，轻

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同时，党还改变了中共

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正确分析，

在思想政治上也出现了“左”的偏差。在工会系统，

全总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对赖若愚的错误批判，“工

会消亡风”以及工会纳入城市人民公社等错误的发

生，给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带来了严重危害。“左”倾

错误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主要方面来说，

一是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全局性的失

误，这不可避免地要冲击到工运领域；二是党和工会

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基本理论的认识出现偏差，

尤其是出现了全总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中的错误；

三是党和工会内部骄傲自满情绪急剧滋长，个人崇

拜、依靠权力行事和主观武断的作风日涨，正常民主

生活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三点归一，从根本上说，还

是党对如何领导和开展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包括作

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会工作，在理论上不成熟，实

践上缺乏经验。尽管在挫折面前，党和工会已认识

到“左”倾危害的严重性，但由于纠“左”始终是在肯

定成绩为主和不能全盘否定的指导思想和前提下进

行，因而纠“左”并不彻底，这为日后发生更为严重的

“左”倾失误埋下了祸根。

(三)“文革”时期

“文革”时期是指 1966年 5月至 1976年 10月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使我们

党、国家、工人阶级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

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也使中国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

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破坏。持续长达十年

的“文革”，在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左”倾错误占

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也是党和工会

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问题认识与实践出现最严重

失误的时期。“文革”这场灾难给党、工会和工人阶级

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即第一，社会主义条件下工

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

导。“文革”时期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惨痛教训之

一，即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错

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正是这个错误理论把工会

工作和工人运动带入歧途。事实从反面再次告诉人

们，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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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搞革命如此，搞建设也是如

此。因此，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好工会工作和

工人运动，推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

理论的发展，就必须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第二，社

会主义条件下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必须注意

及时地、不断地、彻底地克服“左”的倾向。“文革”时

期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惨痛教训之二，即它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工运领域“左”倾错误长期积累、发展

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来，工

运领域共发生过三次大的“左”倾错误，即全总党组

第一次扩大会议、第三次扩大会议和“文革”。就前

两次来说，本来其间都曾出现过纠正的机会，但由于

“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且根深蒂固，因

而使机会稍纵即逝，其结果就是“左”的错误愈演愈

烈。事实证明，对于“左”的错误倾向，必须及时彻底

地予以纠正，否则一时地姑息，必引大祸。第三，社

会主义时期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必须加强

对党和工会干部乃至广大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

长期性、艰巨性的教育，使他们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

所处的发展阶段，努力探索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及

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文革”时期

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惨痛教训之三，就是对社会

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缺乏深刻认识，

急切希望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搞所谓纯

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在方法上则是阶级斗争、群众运

动，这些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做法，必然使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和工运事业受到损害。因此，必须加强对

党和工会干部及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

艰巨性的教育，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

义建设和工运发展规律，认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

误和严重危害，自觉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

克服盲目急躁心态，学会用科学方法搞建设，既积极

进取，又扎实稳妥，惟有如此，才能挖掘掉“左”倾错

误的社会根源，避免重犯“左”的错误。第四，社会主

义时期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必须不断加强和

健全党和工会内部的民主制度。“文革”时期工会工

作和工人运动的惨痛教训之四，就是党和工会内部

的民主制度遭到极大的破坏。民主生活制度被破

坏，不仅是“左”倾错误的表现特征，而且是它产生的

根源。因此，要正确开展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会工作

和工人运动，避免“左”倾错误的重新发生，就必须不

断地健全、完善党和工会内部的民主制度，形成良好

的民主氛围，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这样才有利于

铲除“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避免“左”的错误再次

发生。总之，“文革”时期虽是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

遭受破坏、工运理论被颠倒的时期，但从另一方面

看，它又是促使党和工会深刻反思、重新奋起的准备

期。事实上，如果没有“文革”的惨痛教训，就没有新

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开

拓及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的坏事变成了

好事。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

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历史演进与成果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历时十

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为此，工人阶级和工

会干部欢欣鼓舞，热切期望工会各方面工作尽快走

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工运事业能够开创新局面。在

其后的两年中，党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纠正“文

革”时期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工运理论是非，力图端

正工运发展轨道。然而，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这

些措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拨乱

反正的任务没有完成，而且还出现了工会工作的徘

徊局面。这表明，在新的历史机遇期，要把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工会理论和社会主义工运事业推向前进，

还必须排除各种障碍，进行新的伟大历史性转折，这

一历史壮举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完成。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即指

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2012年党的十八

大前的 34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工运实践 34年的

快速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展现出蓬勃发

展的新局面，一系列重大创新性成果的取得，彰显出

这一时期工运理论的辉煌。在34年的历程中，党和

工会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不断迎接新挑

战，探索新问题，解决新矛盾，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

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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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新阶段，使之成为指导中国工会及其实践的强

大思想武器。事实充分说明，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

的理论，没有这样的理论也要把它创造出来，去更好

地指导实践。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马

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具体时期和

阶段，即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局面时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进的时期

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一)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局面时期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至1988
年10月中国工会十一大召开，这10年为开创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时期。

这 10年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在拨乱反

正、恢复整顿中蓬勃发展、走向振兴的10年，也是中

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从曲折发展中走向坦途的10
年。在这10年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全面

展开的新形势及艰巨复杂的各项改革任务，使中国

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

战。在此关键时期，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和

工会工作的领导，及时地提出了适应改革形势发展

需要和符合工运自身发展规律的工运指导思想及一

系列方针政策，指导中国工会勇于应对挑战，抓住机

遇，充分发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不失时机地把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提

高到新水平，推向新阶段，其视野的广度、领域的宽

度、工作的深度、改革的力度，以及成效的显著，都是

以往任何时期所无可比拟的。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的宽广舞台上，在探

索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中，党和工

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问题的认识及新时期中国

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发展呈现出如下新特点、新

成就：其一，大胆拨乱反正，彻底地纠正和肃清长期

以来受“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影响所造成的严重消极

后果，特别是纠正了把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

地开展工作说成是“工团主义”，把工会按照其自身

性质，履行好“两个维护”职能，说成是“经济主义”的

错误认识，明确重申了工会坚持自身性质和在党领

导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必要性，既要维护全国人

民总体利益，又要维护职工群众的具体利益，以及对

政府及企事业行政的合作、参与和监督等重大原则

问题。这十分清楚地表明党和工会通过拨乱反正，

明辨了工运理论是非，端正了工运指导思想，从而实

现了党和工会新时期工运指导思想的历史性转变。

其二，依据历史经验，把握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彰

显工会自身特色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此确立工运方

针。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历

史，总结、反思、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最根本的就是要

彻底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指导，在

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同时，正

确制定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体现工会工

作自身特色的正确工运方针。唯有如此，才能指引

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这

已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其三，坚持改革必

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

作用。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阶级地位和改革与建设

的主力军作用，决定了我们党一贯坚持必须全心全

意依靠工人阶级，注重发挥工会组织作用，支持工会

代表职工参与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及对企业的

民主管理，并进一步调整了党政工三者之间的关系，

提高工会的地位，为工会在改革与建设中发挥独特

作用创造条件。其四，在改革实践探索中，工会自身

改革的基本框架清晰了，包括以维护职能打头的四

项社会职能的明确，立足改革和建设、发展社会生产

力和维护职工利益相统一的工作方针的制定，注重

基层工会活力和群众化、民主化的工作重点，以及强

调独立自主、充分民主、职工信赖和在国家、社会生

活中发挥独特作用的改革目标和团结广大职工为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的方向、目的

等。为此，要理顺工会与党、工会与政府及企事业行

政的关系，使工会能够依法独立自主地活动，同时改

革工会的组织制度、干部管理制度、转变工会的活动

方式。这个基本框架的提出，既深刻汲取了新中国

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经验教训，又纳入了新时期

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成功经验与丰厚积累，它是

在党的正确思想指导下，由党、工会及广大职工群众

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晶，也是党和工会在探索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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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上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新

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新发展，是对马克

思主义工运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总之，自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起进入新时期的最初10年，是中国工会

工作和工人运动高歌猛进并取得辉煌成就的10年，

也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中推动

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 10
年。它继往开来，实现了新时期工会工作、工人运动

和工会理论的伟大转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

论发展史和中国工运史上都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二)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进时期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进时期是指从

1988年 10月至 2002年 10月，即处于世纪之交的 14
年。这14年是中国工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上，继续着力开拓奋进并取得辉煌业绩的14年，

也是世纪之交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运事业全

面推向21世纪的14年。在这14年中，党和工会在探

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中，呈现出两个

鲜明突出的特点和成果：即一是高度重视理论建

设。其核心是邓小平理论包括其中的关于工人阶级

和工会的理论在我国工运中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党，

重视理论建设是党领导工会、工人运动的成功经验

和优良传统，也是工运事业自身发展的规律。尤其

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越是情况复杂，越是任务艰

巨，就越要加强理论建设，只有以先进的思想理论来

武装，才能辨清方向，指引并保证工人运动和工会工

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

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贯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从

确立之日起，就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探索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取得的成功经

验，科学概括和阐述了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邓小平理论包括其中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理论，

重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党的一贯方针和不可

动摇的根本政治原则，强调依靠工人阶级就要正确

认识和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并就此结合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

法制的新形势，做出了一系列深刻、精辟的新论述，

要求全党、工人阶级和工会都要以邓小平理论包括

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理论作武装，确立起这个理

论在工运中的指导地位，用以指导工运领域的一切

工作。这就不仅解决了20世纪末、而且也是21世纪

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行动指南问题，其理论

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二是高度重视

工会的法制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工会都强

调要加强工会的群众化、民主化建设，这无疑是正确

的，也是最根本的。但这还不完善，还应当强调工会

的法制化建设。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使

依法治国成为国家的基本方略。另一方面，从工会

自身情况看，第一，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的合

法权益，但维护者本身首先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从

实际情况看，忽视工会地位、弱化工会作用，不愿拨

工会经费，侵占工会财产，甚至借企业改制随意撤并

工会组织的现象，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第二，工会

履行维护职责的重点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而这

些权益必须要有法律作规定，工会的维护必须依法

来进行，否则维护就要落空。所以，无论从工会的内

外环境看，加强法制建设都是势在必行。党的十四

大、十五大都强调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

国，这就为工会的法制化建设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

向。而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指导下，制定并颁布实

施的《工会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及其在贯彻执行

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则标志着工会法制化建设的加

强。以上两个鲜明突出的特点和成果，是世纪之交

14年中党和工会在工运领域、特别是工运理论上取

得的最新、最重要、也是最重大的进展，反映了在探

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工会的发展道路中，党

和工会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工会工作问题认识

的进一步深化，标志着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

理论的新进展。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指自党的十六大起，

以后的10年间，工人阶级和工会在党的领导下，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作用和做出贡献的时期。在此

期间，党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任务

和实施理论指导与路径，并号召为实现上述目标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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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奋斗。中国工会紧紧围绕这一时期党的中心任务

和时代主题，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群众，展现工人阶级

主力军的作用，积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在新的伟大实践中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上述党和

工会指导思想、目标任务的提出为新世纪新阶段的

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指明了方向。10年间，以胡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高

度重视，表明了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阶级地位、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力军作用和全心全意

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方针，不能动摇、削弱和改

变的坚定态度，要求工会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

在组织引导和服务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上发挥

重要作用。这些都为做好新世纪新形势下的工会工

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是新世纪

新形势下党的工运理论的新进展。10年间，国内外

形势的变化、工运发展的新情况，给工会工作带来诸

多新问题，为了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和艰巨的历

史任务中，更好指导工会工作的开展，党和工会都进

一步加强了理论建设，着力以理论创新为引领，带动

制度创新与工作创新。各级工会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对一些事关工运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抓住不

放，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为指导，在大调研中把握问题，在理论研究中探索破

题。因而在发展方向、工作方针、维权理念、企业工

会工作原则、劳动关系等方面都有新论述，如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组织起来、切实

维权”“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促进企业

发展、维护职工权益”，构建新型劳动关系等。这些

都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工会维权实

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成果的高度概括和提炼，是在新

世纪新阶段、在党中央领导下和科学理论指引下，工

会理论创新上取得的重大发展。它不仅为中国马克

思主义工会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宝藏，而且把中国

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并为其继续发展开辟道路。

四、迈向并进入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

论的新发展、新成果

迈向并进入新时代，是指自 2012年党的十八大

起，经过2017年党的十九大至今，并且新时代还在延

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包括

工运事业开始迈向并进入新时代。在全新的历史方

位面前，党、工人阶级、工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根本

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然而，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新形

势、新机遇、新挑战，党、工会和工人阶级要推进历史

任务的完成必须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积极的

探索和创新，必须及时正确回答在迈向并进入新时

代的历史时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运事业和工会

工作应该怎样坚持和发展这一时代之问。因此，新

时代工会理论的探索与创新就集中围绕着回答实践

提出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而展开。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了两次代表大

会，即十八大和十九大，及时指明了迈向新时代的方

向、任务和各项工作部署，向工人阶级、工会和全国

人民昭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特别是十九大确定的新时

代的奋斗目标与战略安排，更是增添了极大的鼓舞

力量。贯彻党的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中国工会

十六大、十七大都强调了要团结动员亿万职工在奔

小康、实现中国梦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奋力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包括工运事业推向新时

代。伟大实践是伟大理论产生的源泉。回顾党的

十八大和工会十六大以来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

其中最突出的重要成就就是工会理论在创新上取

得了更新、更大的提升。这集中体现在工会十七大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运重要论述的高度概括和

精辟阐述，以及工会十六大对党的十六大和工会十

四大以来十年工会工作的主要经验的总结、形成六

条基本经验，都是这一时期重大工会理论创新的重

要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从新时代的视角，对工会工

作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做出了新的解读，形成了系

统的、辩证的科学体系，在党的领导、增强三性和维

权服务等关键问题上，观点都十分鲜明。这一科学

理论使我们党和工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运规

律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传承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

的工运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来自新的工运实践也必然

在指导新时代工运实践中发挥真理的力量和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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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作用。在新时代，以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作

为坚实指导和支撑，必将在实践上推动工会各项工

作迈上新台阶，而在理论上也必将不断谱写新篇

章，再次创造出工运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推动中国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向前。

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百年演进波澜壮

阔、成果无比璀璨，它生动真实地告诉我们，坚持马

克思主义工运理论的指导并与中国工运具体实际相

结合，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发展的理论

源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工会、工人阶级的探

索精神和共同奋斗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

发展的强大动力；当今世界的变局、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想的历史任务，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发

展的实践基础和广阔天地。考察和熟知中国马克思

主义工运理论产生发展的昨天和今天，就可预见，它

的明天一定会展现出更加光明灿烂的前景，这是不

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会和工

人阶级应有的坚定的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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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entennial Evolution and Achievements of Marxism Trade Union Theory in China
Dai Wenxian

Abstract：Influenced by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into China and under modern China's social conditions, the
theory of Marxism trade unions in China was born, formed and developed in the great struggle of trade unions and the
working clas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centennial evolution and achievements are not only the
proces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ory, including workers' movement theory, but also those of
great exploration and struggle of the trade unions and the working class led by the Party.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Marxism trade union theory in China have great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reasure house of Marxism theory,
including the theory of valuable collection of workers' movement, and provided new theoretical arms for trade unions
and the working class. This exploration and struggle will continue. With its strong theoretical strength, China's Marx⁃
ism theory will definitely go to a higher stage in innovation, and will shine a vivid picture of the new era's industrial
movement in China.

Key words：Marxism; trade unions theory; development process; work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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