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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上、下两篇，共十三章。上篇为普及篇，按照发展党员和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基本要求编写，以帮助入党积极分子掌握党的基
础知识、基本理论。下篇为提高篇，对党建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旨在帮助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进一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
为了便于学习，本书还收录了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本书可作为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教材，也可作为党务工作
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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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要
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必须以
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
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必须把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
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
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
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
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
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为了积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根据党的十七大
精神和读者的意见，我们修订再版了这本《党建概论》。本书
具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其一，史论结合，本书结合党的发
展历史，对党建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既注重对
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注重对最新理论的概括; 其二，普及
与提高相结合。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普及篇，按照发
展党员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基本要求编写，以帮助入党积
极分子掌握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 下篇为提高篇，对党建
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帮助党员和党的
基层干部进一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本书可作为党员及入党



积极分子的培训教材，也可作为党务工作者的参考书。
本书由朱正亮同志任主编，王侃、刘易国、何保华同志任

副主编，参加撰稿的同志有:朱爱军( 第一章)，涂青松 ( 第二
章)，何保华( 第三章)，刘易国( 第四章)，汪金兰、王建红( 第
五章)，王侃、郑琼兵( 第六章)，夏瑜( 第七章)，毛小桥( 第八
章)，胡显波( 第九章)，周长喜( 第十章)，冯萍( 第十一章)，
朱正亮( 第十二章)，肖志玲( 第十三章)。

本书的修订出版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
持，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文献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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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党的光辉历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 80 多年的光辉历程。8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祖国的富强、人
民的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经验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这一历史
经验对于每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对于每一位期望成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的同志来说，都是必须正确认识并永远铭记在心的。

第一节 党 的 创 立

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
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
助下诞生的。

一、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工人运动的兴起

中国近代工人阶级是现代大工业发展的产物，又是新的社会生产
力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比欧美工人阶级出世晚，但它随着近代工业
在中国的兴起，很快得到发展和壮大。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1840—1894 年) 时期。在此阶段，
外国资本在沿海通商口岸开设商埠、创办工厂，清政府官僚和民族资本
创办企业，从而产生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但由于这时的外国资本
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而中国官办企业为数又极少，产业工人数量不多，
估计仅有 10 万人左右。第二阶段，从甲午战争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
大战爆发前夕。这一阶段，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办厂骤然增加，民族资本
也有一定发展，工人阶级人数相应大幅度增多，达到 100 万人左右。第



三阶段，从 1914 年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发
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产业工人数量显著增长的时期。据统计，
当时产业工人已猛增到 200 万人以上。

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一开始就和全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工人还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
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工人自身虽然也开展了一些罢工斗争，但其目
的仅仅是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已。只是从第一
次世界大战至五四运动前夕，工人运动才出现明显的变化，不仅罢工
次数、参加人数增多，罢工时间延长，而且，这时中国工人已经拥有
相当数量的阶级队伍，并出现同盟罢工和联合斗争的行动。这种行动
已不限于几个工厂，而是一个或几个地区，以至几个劳动部门的联合
斗争。同时，还出现工团组织，产生自谋解放的先驱人物，等等。应
当说，这时工人运动已具有一定阶段对抗的态势和阶级斗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转折，从 1919 年 6 月 5 日起，上
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到六七万。随后，工人罢
工、商人罢市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 20 多个省市的 100 多座
城市。虽然这次罢工还是同资产阶级一道，担负着反帝反封建的任
务，但是它显然是在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影响下，由工
人自己独立发动，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而不再受资产阶级的支
配，甚至在罢工过程中不断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进行斗争，才使罢工
得以坚持。“六三”大罢工第一次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和
政治威力。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工人运动的开展不但是工人阶级政党创立不可缺少的阶级基础，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必备的阶级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

革命取得胜利，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社会主
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它给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也给东方尤其是
中国架起了一座桥梁，把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同被压迫民族的解
放运动联结起来，使社会主义在被压迫民族的亿万群众中扩大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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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中国开始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并由原
来主张学习西方转向效法俄国。李大钊第一个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的
旗帜，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并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写下了一
大批颂扬十月革命、阐发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
利的历史必然等著作，成为中国富有成效的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先驱。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在“打倒孔家店”、倡
导民主和科学的斗争中是急先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宣传者、党的发起
人和领导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共产党的初期建
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瞿秋白在 1920 年 10 月以《晨报》记者身
份，对十月革命进行实地考察，系统、真实地写下了大量介绍文章，对社
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促进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重要贡献。毛泽东是五四运动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毕生学习、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堪称楷模，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
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及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等方面，
都立下了无与伦比的功勋。此外，还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
等一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促使其同
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四运动后，中国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一步选择了
同工农民众结合的道路，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实现初
步的结合。他们在五四运动开始时，曾是民众的先驱; 随着运动的深
入发展，他们又成为民众的精英，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向反动政府
作英勇的斗争，从而逐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产主义
小组建立时期，他们已经成长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自觉地投身到
工人运动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又往前推进
了一大步。他们就是这样在学习、理解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与
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变自己的立场与
世界观。这就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成长的全过程。可以自豪地说，
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接受马克
思列宁主义、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运动，而中国知识分子
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
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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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的创立是历史的必然

随着现代大工业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展开，随着马克
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在中国造就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
进分子，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创立新型的工
人阶级政党的任务就被提上了日程。

1920 年初，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建共产党。4 月，经共产
国际批准，俄共( 布) 远东局派代表维经斯基来中国了解情况，帮助建
党。维经斯基在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就建党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取得
了一致意见，后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了建党问题。5 月，
陈独秀、李汉俊等率先在上海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建党的筹
备工作。8 月，上海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党组织起到
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和联络作用。9 月，上海党组织召开会议，
讨论了在全国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会后，上海党组织积极
帮助各地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10 月，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北京共产主
义组织。1920 年秋至 1921 年春，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董必武、陈潭
秋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谭平山、谭植棠在广州也相继成立共
产主义小组。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
义组织。

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等人到达上海，帮助中国
正式建党。由上海共产党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
党。7 月 23 日至 8 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
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
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自七个地区，共 12 人，
他们是:李达、李汉俊( 上海) ; 张国焘、刘仁静( 北京) ; 毛泽东、何叔衡
( 长沙) ; 董必武、陈潭秋 ( 武汉) ; 王尽美、邓恩铭( 济南) ; 陈公博 ( 广
州) ;周佛海( 旅日) 。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
们代表着全国各地的 53 名党员。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
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件，它从更完
整的意义上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开辟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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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
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第二节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大
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几个重要
阶段。

一、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意在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
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
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 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
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一纲领指导下，党制定
了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实现了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
领导。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
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定共
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对
统一战线条件下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也作出了许多重要决定。

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
州举行。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
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来党又帮助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校，
建立国民革命军，并派遣了许多共产党员到国民革命军从事政治工作。
同时，党发动和领导了工农运动，调动千百万革命群众参加轰轰烈烈的
大革命，壮大了革命力量。到 1927 年春，党领导的工会会员达 280 多
万，农会会员达 950 多万，受党直接领导和影响的革命军队达 3 万多
人，党员发展到近 6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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