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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成

：中国

国国民

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等在福州的地方组织；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则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

盟、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

同盟、九三学社、中国民主促进会等在福州的地方组织。工商业联合

会自1949年起，作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单位，始

终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8个民主党派一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o

本志书主要记录福州市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组织沿革、组织

建设、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记录他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业绩与经验。这对进一步推进福州市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对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同时，为了反映历史真实面貌，本志书对在福州有一定影响、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停止活动的中国国民党及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

社会党福州地方组织概况也作了存录o<中共福州地方组织志>因内

容较多，篇幅较长，另行编辑成册。

福州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政治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革、民

盟、农工党等民主党派福州地方组织与中共福州地方组织密切配合，

共同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福州地

方组织与中共福州市委一道，经受考验，共同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

新时期，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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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及其重

的经验和业

3个党派也

二、本志由前言、凡例、概述、各党派(不包括中国共产党，下同)及工商联志、

大事记、人物传、后记、图照等部分组成。

概述：简要综述各重要历史时期福州市各党派、工商联执行的主要方针与重

大活动，为提挈全书的纲要。

各党派、工商联志：分别记述福州市各党派、工商联组织沿革、组织建设、重要

会议和重要活动，分别设章立节、横排竖写，依时序叙述。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的排序，按照业已形成的习惯而定。

大事记：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依时序记述福州市各民主党派和工

商联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诸方面的大事、要事，反映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发展与

活动的主要轨迹。

人物传：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入传人物主要是曾担任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福

州市一级机构副主任委员以上职务，对个别曾经在各个时期做出突出贡献、有影

响的人物亦适当收录，简述其生平及重要活动。其排列方式按姓氏笔划为序。

附录：辑录有关重要文献以资参考。

三、本志记述时限：上限为民国12年(1923年)，下限至1994年底。

四、本志的历史纪年采用公元纪年o 1949年10月1日以前历史纪年，先书民

国纪年，再括注公元纪年，括号内省略“公元”两字。1949年10月1日起的年代用

公元纪年。

五、本志对各历史时期政权机构、官职、党派、地名等，均使用当时名称或通用

简称。对人名，除引文外，不加称呼，不作褒贬。

六、本志对涉及的各种机构、会议等名称，在首次使用全称后，如名称过长又

多次出现的，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括注简称，后即使用简称。

七、本志所引用的档案、报刊等一般资料，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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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福州市委员会(简称民革福州市委会)、中国民主同盟福州市委

员会(简称民盟福州市委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福州市委员会(简称农工党福州市委会)、中

国民主建国会福州市委员会(简称民建福州市委会)、中国致公党福州市委员会(简称致公

党福州市委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福州市委员会(简称台盟福州市委会)、九三学社福州市

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福州市委员会(简称民进福州市委会)及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简

称福州市工商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地方组成部分。是参政党的基层

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福州市委员会(简称中共福州市委)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中坚力量，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州市委员会(简称福州市政协)的组成单位。福州市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始终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保持高度一

致。

中国国民党福州支部(市党部)自民国12年(1923年)成立至民国38年8月福州解

放时解体，是中国国民党在福州的基层组织。经历了从进步、与中共合作，转向反共反人

民、终至毁灭的道路。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福州市支部、中国青年党福州市党部

成立于民国37年，是作为中国国民党附庸的反动党派组织。

民主革命时期

中国国民党福州支部于民国12年(1923年)成立之初，未能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民国

14年，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福州支部帮助下，开展国民革命、反帝反封

建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宣传。翌年下半年，与中共福州地委配合，

为确保国民革命军北伐军顺利进驻福州作了准备。同年12月，改组为福州市党部。一批以

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参加市党部工作。民国16年4月3日，国民党福州市党

部的右派势力配合国民党军、警、特发动“四三”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镇压工

农革命运动。福州市党部内的共产党员均被捕，国民党福州市党部不复存在。

民国32年(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福州市党部再度成立。次年10月，福州市第二

次被日军侵占前，市党部迁至闽清县，组织敌后工作团，开展沦陷区工作。至民国34年5

月，福州第二次光复，市党部迁回福州。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市党部开展各项党务、培

训、救济福利工作及妇女运动，实施对人民团体的管理。民国35年起，国民党福州市党部

加强所谓“新闻管制”，通过党政军特种会议开展“肃奸”，办理“奸伪”情报案件，并对福

州市邻县开展“匪情”调查，积极推行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镇压爱国

民主运动。福州解放前夕，参与“应变”会议，企图破坏工厂、掠夺财产、劫持档案等。民

国36年10月，国民党福州市党部与福州市三民主义青年团合并成立福州市党团统一委员

会。直至民国38年8月福州解放时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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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党福州市支部和青年党福卅I市党部均成立于民国37年(1948年)，民社党福州市

支部于民国38年7月解体，青年党福州市支部于福州解放后被取缔。这期间，两党主要参

加“戡乱”，追随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积极参加竞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

员”活动，是国民党统治的附庸。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这一时期，先后成立了民革福州市委会、民盟福州市委会、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农工

党福州市委会及民建福州市委会。福州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地方组织拥护<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拥护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中共福州市委领导

下，结合各自特点，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人民政权建设，协助政府发展生产，恢复国民

经济。先后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运动以及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并在实践中自我改造、自我教育。同时分别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纯洁队伍。福州市工商

联在“五反”运动和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动员工商业者积极

投身运动，为福州市顺利完成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积极贡献。市各民主党派成员

有的作为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直接参与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使新生的人

．民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等各项运动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与“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福州市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成员受中共福州各级地方组织邀请

纷纷发表意见，帮助整风。由于中共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整风运动发展成为“反右

派”斗争并严重扩大化。福州市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一部分成员尤其是负责人被错划为“右

派分子”，造成不幸后果。1958年，中共福州各级地方组织又在市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中开

展“向党交心”，搞思想改造“大跃进”规划，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对部分民主

党派和工商联人士进行错误批判。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福州市各民

主党派和工商联成员真心诚意地积极投入“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去。1959～1961年，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中共福州各级地方组织对在“反右派”斗争

和“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包括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内的部分人员进行甄

别平反。市各民主党派也采取“神仙会”方式，和风细雨地开展自我教育活动，与中共同心

同德，为保持社会稳定和克服国民经济暂时困难作出积极贡献。

1962年10月以后，中共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在

“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福州地方组织全部陷于瘫痪，被迫停止活动。

一批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士被扣上“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遭到残酷批斗、

隔离审查、非法拘禁，有的被下放或被遣送，由群众监督改造，有的甚至被迫害含冤致死。

但是，即使处于这种逆境之中，广大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始终没有动摇热爱祖国、拥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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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经受住严峻考验。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指导

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致公党福州市委会、台盟福州市

委会、民进福州市委会和九三学社福州市委会于1982～1987年问相继成立。“文化大革命”

前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落实了各项政策。中共福州市委贯彻“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不断完善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

在新的历史时期，福州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坚定不移跟共产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

为改革开放服务，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积极开展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针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在各级人大、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提交大量

提案、议案和意见，建言献策；认真参加中共福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与各民主党派市地方组

织负责人举行的季谈会，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政府成员会议和情况通报会等，参与重大问题

协商，一批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政权机构领导人直接参政议政。同时，通过受聘担任行政执法

部门特邀监督员、监察员等各种渠道，向中共福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社情民意，

提出意见；对党政干部渎职行为，危害人民利益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予以揭露，大胆反

映，从而加强民主监督。福州市民主党派、工商联还发挥各自优势，贯彻“一国两制，和平

统一”方针，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努力开展“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

联谊活动，协助引进外资和技术项目，开展经济咨询、培训，创办企业，协助安置待业青

年，致力社会办学，发展科学教育与文化艺术事业，开展对外交流活动，为福州市改革开放

和经济建设，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从1950～1994年底。福州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均有成员担任市人大副主任、市政府

(市人委)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以及市政府局(处)、副局(处)一级领导，一批民主党

派、工商联成员担任全国和省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同时涌现出大批优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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