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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成立起就把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

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这次高潮直至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镇压而结束。在此背景下召开的中共三大，总结了党领导工运工

作的经验，专门制定了指导工人运动的正确方略；同时，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也有力促进了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中共

三大后，中国工人运动走向了复兴和再次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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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

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 中国从此有了新型的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的面

貌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自成立起就把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如旭日初升，迅速蓬

勃发展起来。

一、中共三大召开前中国工人运动的勃
兴和挫折

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在一大上，

年轻的共产党对本党的基本任务进行了规定，并在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地指出：“本党

的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

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党应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

斗争的精神。”[2] 可以看出，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

就把其基本任务与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1921 年 8 月，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

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为张

国焘，干事为李启汉、李震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是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在《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宣言》中公开表明该机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

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

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

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

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3]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在全国迅速掀起

了以海员、矿山、铁路等产业工人为主的一系列罢

工运动。从 1922 年 1 月起，至 1923 年 2 月，中国

工人运动迎来了第一次高潮，在长达 13 个月里，全

国“大小罢工在一百次以上，参加人数当在三十万

以上。”[4] 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直接领导或党通过

其领导的工会组织间接发动的。

1922 年 1 月，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的爆发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当时，

香港海员的生活非常困苦，工资微薄的同时，又要

遭受到包工头的重重剥削，工资待遇与外籍海员相

比极低，还时刻面临着失业的威胁。海员中的先进

分子苏兆征、林伟民等人，深刻地认识到工人组织

起来的强大力量，在他们的领导下，香港海员工人

于 1921 年 3 月正式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苏兆征、林伟民是工人中有较高阶级觉悟的代表，

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海员工会先后三次向资

方提出加薪要求，但都遭到拒绝。中国海员在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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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忍的情况下，在 1922 年 1 月开始举行罢工。

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香港海员的正义举动，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给予支持，及时发

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等后方支援组

织，并向罢工海员捐款。共产党广东支部印发了《敬

告罢工海员》的传单，号召罢工工人“坚持到底，

团结一致”。[5]

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持续长达 56 天，沉重打

击了港英当局。1922 年 3 月，港英政府和资方被迫

向工人屈服，罢工运动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次罢

工运动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显示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推动了工人运动的

向前发展。

在全国工人运动走向高潮之际，中国共产党审

时度势，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于 1922

年 5 月 1 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

会代表来共 173 人，自 12 个城市，代表着 110 多

个工会和 34 万有组织的工人。代表中有共产党员、

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派人士。

大会在 5 月 6 日结束，讨论并通过《八小时工

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

则案》等 10 项决议案，并公开发表《全国劳动大

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大会团结了全国工人阶级，“引

领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同时决定

“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并负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

动大会。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是中国工人运动“全国唯一的领袖”之地

位。[6]

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分析

和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党领导工运的经验，提

出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工人运动的议决案，

即《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进一

步明确了党领导“工会运动”的方向。

二大后，工人运动继续高涨。京汉路长辛店工

人、京奉路山海关铁厂工人、唐山制造厂工人、京

绥路车务工人、正太路工人相继掀起罢工运动，这

些运动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工人

的觉醒遭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仇视，他们伺

机进行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共领导第一

次工运高潮的顶峰，也是这个高潮“最后一个怒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京汉铁路工人的觉悟不断

提高，陆续组建工人俱乐部，逐渐成长为一支重要

力量。至 1922 年春，京汉铁路各站建立起 16 个工

会分会。为整合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

总工会筹备会决计于 1923 年 2 月 1 日在郑州召开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军阀吴佩孚担心工人运动高涨会威胁其统治，

于是撕下了“保护劳工”的伪装，采取高压政策，

坚决反对和破坏总工会的成立，“并云必要时得以

武力解决”[7]。2 月 1 日，“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

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8]

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舍生忘死，在吴佩孚爪牙的枪

口下，冲破重重阻挠，到达郑州普乐园剧场召开京

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召开后，吴佩孚软硬兼施，百般恐吓，

京汉铁路总工会不得不转移到汉口江岸办公。为反

抗压迫，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决定全路自 2 月 4

日起实行总罢工，并号召全路工人为“争自由，争

人权”而战。从这个口号中可以看出，中国工人运

动已经从单纯的为增加工资、提高待遇的经济斗争

阶段发展到争取自由、争取人权的政治斗争阶段，

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进步。

2 月 4 日，全路 2 万多名工人全部罢工，京汉

铁路瘫痪，声震全国。2 月 7 日，吴佩孚在帝国主

义支持下，屠杀罢工工人，“当时死者四十余人，

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四十余人，被开除流亡

在外者一千余人，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最大的损

失。”[9]

二七惨案后，几乎整个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和京

汉路沿线的铁路工会组织全部都遭到破坏。“两年

来共产党所惨澹经营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尚能

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国职工运动从此

进入于消沉时期了。”[10]

二、中共三大制定了指导工人运动发展
的正确方略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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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是一次在京汉

铁路工人大罢工被血腥镇压，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

潮的背景下召开的，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

（一）大会对党领导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和作

出的相关决议

1. 大会的前两天，主要是由陈独秀代表第二届

中央作工作报告，以及代表们发言讨论陈独秀的报

告，陈独秀的报告是对中共二大后中央工作的系统

总结。由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规模大、影响深，

陈独秀因此在报告中多次提及该次罢工。报告还汇

报了罢工期间党的宣传出版工作、罢工失败后党组

织和工人运动的损失情况，并初步分析了“中央委

员会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11]

2. 之后，大会开始着重探讨工运工作，由张国

焘作铁路工会情况的报告；陈潭秋作有关二七惨案

的报告；孙云鹏作京汉铁路大罢工善后情况的报告，

他还在大会上分发了刚刚出版的《京汉工人流血

记》，每个代表人手一本 [12]。此外，罗章龙也代表

北方区作了总结京汉铁路大罢工经验教训的报告，

并印成文件。

代表们在总结罢工运动经验教训这个问题上发

生了分歧，有些同志认为罢工运动“打了败仗，得

不偿失，牺牲很大”；但毛泽东等大会代表和共产

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比较一致，即罢工运动虽然遭

受了一定的损失，但“罢工的伟大政治意义和影响

是主要的”。[13] 后来，共产国际在来信中指出这次

罢工运动是正确的，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走向世界革

命舞台，意义重大。

3. 为加强对全国劳动运动的指导，大会专门通

过了《劳动问题议决案》（即《关于工人运动问题

的提纲》）[14]。议决案对全国工人运动的总体形势

进行了判断，认为“中国目下劳动运动应取守势”，

尤其强调了这种情况下“党的活动须多于工会活

动”，特别指出了要立即恢复工会口号，以及加强

在被查封的工会中和被压迫的工人中的宣传工作，

引导他们开展政治斗争。这份议决案针对京汉铁路

工人大罢工被镇压后的严峻形势，要求“全国铁路

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应从速召集全国各路代表会议讨

论各路统一之工作，改造筹备委员会及讨论救济

‘二七’被难工友之方法。”

议决案分析了各地工人运动的不同特点，指出

了各地工人运动应采取的特殊策略，如“广东方面

劳动运动，须注意新式产业之工人。至进步的手工

业工人组织同时亦须整顿，促进其阶级觉悟。”大

会认识到了妇女在工运中的重要作用，在议决案中

主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附设妇女部，由女同

志负责担任此种工作。”工人运动的长远发展，离

不开干部队伍的培养工作和素质的提高，议决案因

此提出“为养成劳动人才起见，在适当地点设立劳

动教育机关”。

议决案还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规定了下一步

的工作重点；提到了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国，在

开展工人运动时的注意事项；号召了中国工人运动

要与赤色职工国际走向联合。针对陈独秀在大会报

告中提到的“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

任何口号”这一问题，并为“引起男女工人争取自

身利益之觉悟”，议决案提出了下列工人运动口号：

（一）男女工资平等；

（二）废止未满十四岁之童工；

（三）推翻包工制；

（四）星期日休息。

可见，这份议决案虽然只有六百余字，但内涵

丰富，既有宏观指导又有微观分析，具有很强的前

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

运遭遇挫折的紧急关头，制定的一份总结过去、开

启未来的工运斗争新方略。

中共三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这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部党纲草案。草案共分为九

大部分，从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中国之资产阶

级的发展及其性质、近代中国的政治现象、欧战后

中国社会中各种争斗的形势这几个方面分析了中国

的国情，然后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之国民革命及无产

阶级和农民在此革命中所占的地位、中国无产阶级

的责任、中国无产阶级之争斗及其最终目的、中国

无产阶级争斗之方式，最后一部分指明了中国共产

党的任务和目前最小限度的党纲。

最小限度的党纲中从八个方面列明了维护工人

利益的特别要求，如要求“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以

法律规定，由国家设立监察机关监督执行，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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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参与之。”“制定强迫的劳工保险法（灾病死

伤的抚恤等），工人有参与办理保险事项之权。”“救

济失业之工人”[15] 等等。可见，中国共产党已将维

护工人利益和具体要求旗帜鲜明地写进党纲，更加

明确了未来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

（二）大会确立了促进工运发展的建立统一战

线的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刚刚成立的时候，无论是理论储

备，还是实践经验都还不足，存在着严重的“关门

主义”倾向，对与其他政党的合作持排斥态度，在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写到：“对现有其他

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

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

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

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

派建立任何关系。”[16]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尤其是共产国际

代表马林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逐

渐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采纳

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

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斗争策略。

而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只有孙中山先生领

导的国民党，是比较民主的且有一定实力的资产阶

级革命政党，是最适合建立统一战线的同盟者。但

直至 1922 年 8 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

特别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时，

所取得的成果还仅限于达成了党的少数干部先加入

国民党的口头协议，并未形成书面决议。很明显，

这次会议还不足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来

完成民主革命的重任。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在

实践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而

残酷的，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仅仅依靠无产阶级

的孤军奋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联合一切可以联

合的力量，建立起巩固的统一战线。

于是，在中共三大上，探讨与国民党的合作和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就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尽管“大

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

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

的观点各不相同。”[17]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大

会，他积极主张“我们的党员是应通过加入这个国

民党去完成共产党的任务”。[18]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和集体表决，在 6 月 17 日

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该议决案规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

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

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

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

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

础。”[19]

这份议决案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最终

确立了采用“党内合作”的方式，与中国国民党建

立革命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方针政

策。

中共三大成功开创的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政

策，从宏观而言“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孙中山这面

极具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更加广泛发动群众，更

充分发展革命力量，促成了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使中共能够日益发

挥作为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20]

从工人运动这个微观视角来看，中共三大的正

确决议，有利于年轻且相对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国

民党的统治区域内合法地活动，利用国民党在工人

中的基础，及国民党领导的工人组织的基础，加强

对工人和群众的宣传和教育，培养工人运动干部，

扩大工人运动声势，这为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

的复兴和迅速高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中共三大召开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复
兴和高涨

中共三大闭幕后，共产党员认真落实大会作出

的各项决议，中国工人运动也开始走向复兴和再次

高涨。

为促成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

帮助下，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中

央设立工人部，由廖仲恺先生任部长。由于廖仲

恺职务甚多，工人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工人部

秘书、共产党员冯菊坡具体负责，中国共产党通过

在工人部工作的共产党员，积极开展大革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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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广东地区的工人运动，工人运动开始有了复

苏的气象。

长期以来，“广州之工会组织，名目繁多，品

类复杂，影响工人内部的团结。”[21] 中共三大奠基

的国共合作正式实现后，加强了国共两党在工运方

面的合作。1924 年 5 月，由中共广州地委牵头、国

民党中央工人部出面，在广州召开了工人代表会，

会议决定成立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由刘尔崧、

鲍武、黄天伟、周祯等共产党员任常务委员，“工

代会”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刘尔崧具体负责，这次会

议促进了广州工人运动的统一和进一步发展。

1924 年 7 月，在中共广州地委的领导下，广州

工人代表会发动沙面数千洋务工人举行罢工，抗议

英、法帝国主义者侮辱中国人的“新警律”，斗争

取得了胜利，维护了民族的尊严，这是自二七惨案

以来，全国工人运动复苏的标志。

1925 年 5 月 1 日，由广州工人代表会、全国铁

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发

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成

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推选林伟民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 160

多个工会，拥有有组织的工人 54 万人，成为中国

工人运动的总领导机关，对中国工运的发展具有重

大的影响。

1925 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工

人运动高潮的再次到来。1925 年 2 月，上海日资纱

厂工人为争取正当权益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

织了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罢工运动在各地工人

的支援下取得胜利。5 月 7 日，日本资方片面撕毁

协议，并蓄意破坏工会活动。15 日，日本资本家向

工人开枪，枪杀进步工人顾正红，这一严重的流血

事件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

5 月 30 日，英国巡捕向同情工人的游行群众射

击，死伤数十人，酿成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在

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从 6 月 1 日起，上海工人总

罢工、学生总罢课、商人总罢市，形成了广泛的反

帝爱国统一战线，参加罢工运动的工人相继有 20

余万。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

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同时号召“全

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到底来维持并发展这

个长期的民族斗争。”[22] 北京、广州、天津、南京、

汉口、重庆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矿区，以工人为主

力的 1700 多万群众也迅速行动起来，支援上海人

民的反帝斗争，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觉醒带动了中国社会

各革命阶级的觉醒和团结，以至于“五卅后民众运

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

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

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

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

山歌。”[23]

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共广东

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组织、发动了声势浩

大的罢工运动。1925 年 6 月 23 日，香港和广州 10

万余工人群众在广州举行大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

沙面对岸沙基路时，“白鹅潭及沙基口之英、法、

葡国军舰，纷纷放机关炮、大炮助击，弹如雨下”[24]

（后来，葡国驻穗领事致函广州革命政府，否认葡

国军舰开炮），当场死伤 200 余人，酿成了骇人听

闻的“沙基惨案”。

1925 年 7 月 6 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成立，

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担任委员长和顾问。省港

罢工委员会以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为核心，联合香港、

广州的其他工会，组成 2000 余人的纠察队，团结

广东沿海的广大群众封锁香港，杜绝与港英政府的

经济往来。与中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国民党也给

予罢工运动大力支持，邓中夏曾评论说：“假如当

时不取得国民党的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星期便要

垮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25]

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推动了国民

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次罢工运动前后长达 16 个月

之久，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罢工时间最长的一次，

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是罕见的。

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与其他被发动起来的工人一

样，在广州革命政府东征南讨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成为革命政权的有力支柱，“有数万罢

工工人在此高声助威和实际援助”，广东地区“不

到数月，情形大大改变了。内部肃清，东江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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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路底定，历年来糜烂不堪的广东，由此归于统一

了。”[26]

1926 年 7 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中

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

全国工人“努力参过国民革命，站在一切民众之前”，

“一直努力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27] 在中共广东

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粤汉、广三、广九各铁路工会

联合成立交通队，帮助北伐军调运兵力和物资。省

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罢工工人组成宣传队、卫生队以

及 3000 余人的运输队随师出征，工人们不避艰难

险阻、湿热酷暑，为北伐军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全国的工会组织也

发展迅速，至 1926 年底，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

的 100 万人增加到近 200 万人。

为配合北伐进军，早日瓦解北洋军阀的黑暗统

治。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于 1926 年秋至 1927 年春，

连续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1927 年 3 月，起义工人占领了上海，取得第三次武

装起义的胜利，这是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

高峰，中国工人“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

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

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

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28]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面貌

尤其是工人运动的面貌焕然一新了，很快掀起了第

一次工运高潮。但军阀制造的二七惨案使工人运动

遭遇重挫，并由此进入到一段“消沉期”。在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人分析和总结相关

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并明确了未来领导工人运动

的斗争策略。尤其是通过“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

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的确立，对工人运动

的发展也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中

共三大结束后，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中国工人运

动迅速迎来了复兴和再次高涨，党领导的工人运动

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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