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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过往对代表概念与代表机制的研究往往将注

意力集中在选举产生的代议士或所谓“民意代表”
身上，从而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大众政党也与
代表概念、代表机制息息相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
来，不同的、相互竞争的政党之所以存在，其基本

解释必须追溯到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政党的产生
与运作都与其代表的阶级利益难以分开。如果一
个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政党，其成员大都来自社
会的中上层阶级，那么不管它们口头上如何把“民
主”喊得震天响，这个政治体制代表的就是中上层
阶级的利益。反之，一种政治体制要代表最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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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的、相互竞争的政党之所以存在，其基本解释必须追溯到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政党的产

生与运作都与其代表的阶级利益难以分开。如果一个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政党其成员大都来自社会的中上层阶级，那么

不管它们口头上如何把“民主”喊得震天响，这个政治体制代表的就是中上层阶级的利益。反之，一种政治体制要代表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中必须存在其成员多来自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100 年来筚路蓝

缕、艰辛探索，不断增强其阶级基础，不断扩大其社会基础，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的描绘性代表，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

中国共产党更好的描绘性代表机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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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的利益，其中必须存在其成员多来自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

本文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在过
去 100年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代表哪些
阶级的利益，努力在哪些阶级中发展党员，力图将
自己塑造成所代表对象化身的内在逻辑。

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

将自己定位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重点发展工
人党员。

中共一大时，全党只有 50 多名党员，其中绝
大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出席一大的 13位代表身
份分别是记者、学生或教师，没有一位是工人。一
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到要“把工农劳动
者和士兵组织起来”[1]，但最初几年，发展党员的重
点却只放在城市工人阶级中间，几乎完全忽略了
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导致党在规模
上只是一个“小团体”。

1922年，中共二大时，全国党员总人数为 195
人，其中的工人党员仅 21 人，占总人数的 10.7%；
1923 年，中共三大时，党员总人数为 420 人，其中
工人为 164人，占总人数的 39%，其余大都是知识
分子[2]。鉴于党员队伍中知识分子成分较多、而工
人成分较少的情况，三大提出“大量在工人中培养
发展党员的方针”[3]。1925年，中共召开四大时，工
人党员比重进一步上升，但知识分子比例仍然较
高，而全国党员共 994 人，只比三大时增加了 500
多人。

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起了重大作用。1925 年 10 月党员人数猛增至
3000人，年底更达到 1万人，比五卅运动前增加了
足足 10 倍；党员成分除工人、农民外，还有学生、
教师、军人、商人、店员以及其他革命分子。在这种
形势下召开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
会议提出，希望在极短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
到集中的群众政党”。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
案》强调，要“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

最革命的分子”。对于工人入党，“只要他有阶级觉
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对
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免除入党之手续上的繁重
形式”。议决案还缩短了党员的候补期，规定工人、
农民为一个月，知识分子为三个月。议决案还指出：
共产党接受“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入党[4]。
随后，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大发展的

有利形势下，党的规模继续壮大，到 1926年 9月，
党员已达 1.3万多人。陈独秀趁势提出，“党员数量
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希望到党的五
大前，党员应发展到 4.12万人。实际上，1927 年
4～5 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到 5.8万人，其
中工人占总数的 50.8%、农民为 18.7%、知识分子
为 19.1%、军人为 3.1%、中小商人为 0.5%、其他成
分为 7.8%[4]。五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议决案》
第一句话便是“本党最近一年半以来，已变成了真
正群众的党”。并指出，“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本党
有更加发达的增大的可能性”，具体做法是“努力
扩大党的数量，并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
的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5]。不过，随即发生的
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导致共产党党员数量急剧下
降，到当年 11 月，党员只剩下 1万余人。

在总结党在大革命后期所犯错误的教训时，从
八七会议到 1928年 6 月召开的六大都进一步强调
党员成分工农化、党的指导机关之工人化，脱离了
中国社会和党的实际状况。在这一阶段，由于片面
强调党的阶级基础，阻碍了党拓展其社会基础。

三、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自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即井冈山斗争时期一

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定
位为“两个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
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重点是发展农
民党员。

党的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
数字。由于当时苏区的党员数量要远高于国统区
的党员数量，农民占党员总数的比重高达 76.6%、
士兵占 0.8%、知识分子占 6.9%、其他成分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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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工人只占 10.9%。到 1929 年 6 月召开党的
六届二中全会时，工人党员比重又降至 7%，1930
年更降至 5.5%，产业工人更少，仅占千分之二十
五。尽管农民已占党员的绝大多数，当时的中共中
央仍然反复强调要在工人中、尤其是重工业工人
中大量发展党员。1931年 3 月 5 日，中共中央在通
过的《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中不切实际地要
求把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工业中去，多
建立新的产业支部，加紧吸收产业工人入党，仿佛
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和发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4]。但
这种僵化的指导思想毕竟拗不过严酷的现实，由
于处在农村土地革命的环境中，各根据地发展的
党员大都是农民出身。直到长征之前，农民党员所
占比重一直在八成上下[6]。
土地革命时期，在发展党员方面，理论与实践

之间之所以会出现矛盾，是因为在“代表谁”问题
上，中共仍在进行艰难探索。

1935年 12 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解决了“代表
谁”的问题，因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领导权
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
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一针见血地指出：“党的领导
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
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
中，小资产阶级与智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
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
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
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
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一旦明确了“代表
谁”，党的自我定位也就清楚了：一方面“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
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另一
方面，“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
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
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
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
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
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还特别指出，“由于中国是一

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
资产阶级出身的智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
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
位”。《决议》进一步强调：“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
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
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
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
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
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7]这就从理论上彻底
扫除了长期以来困扰党员发展的思想障碍，为一
切追求进步的群众敞开了党的大门。

全国抗战爆发不久，中共中央于 1938 年 3 月
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指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
与严重的任务”；并号召各地各级党组织“大胆向
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乡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
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
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
阶级基础之上”；还强调“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
上大量地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组织”。中共
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下达后，各地（包括
根据地与国统区）闻风而动，党员数量很快出现了
“十百倍”的增长。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党员人数更
是迅速达到了部队官兵总数的 30～40%。全面抗
战开始时，全国党员人数只有 4 万多；到 1938 年
底，已突破 50 万大关 [4]，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范
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大党[8]。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员、党组织方面最大的
突破是，革命战争年代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周恩
来 1944年回顾总结时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
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
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党经过长
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
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9]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在其他方面突破了
种种思想禁锢，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创造条件。
1939 年 12 月 1 日，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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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毛泽东告诫全党：“没有
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要
求全党同志“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
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
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
收入党”[8]。1941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进
一步要求打破过去那种“中上层分子都不好”的传
统观点，指出“在巩固党的现有基础的同时，必须
加强中上层分子中的工作，适当地吸收革命的中
上层分子入党”。他告诉党内同志：“共产党是无产
阶级的先锋队，党员成分基本上必须是工人、农民
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
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吸收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
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分子入党，只要他们不是
投机分子，而是抛弃原有阶级利益，决心为共产主
义而牺牲一切者。”[10]此后，一批爱国的文化界、工
商界社会上层人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
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的建党之路，克服了关门主义倾向，使得党员数量
得以快速扩充，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到抗战
结束时，党员发展到 120多万人。在日益壮大的党
组织领导下，人民军队发展到 120余万，民兵发展
到 260万；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 100 万平
方公里，人口接近一个亿[4]。

抗战结束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大修改了《党
章》。此前，从党的一大到六大制定的 6部党章（党
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起到了
党章的作用，在此视作第一部党章）都是在共产国
际直接指导下制定的，而七大制定的党章，则是由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订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在政治上和党的建设上的完全成熟。七大《党章》
总纲开宗明义阐明了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
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
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在党史上第一次以党章的形
式规定党的性质。

当时党员的构成完全符合党的性质：“党员的
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工人成份很少，但是将出身于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
者的党员合起来算，就占了大多数”。针对教条主义
者可能产生的质疑，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
告》中回应说，“在中国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
子加入到我们党内来，这也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党
不应该拒绝他们。我们党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
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
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
众性的、强有力的党”[11]。据此，七大《党章》空前扩
大了共产党可以包容的成分，包括工人、苦力、雇
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中农、职员、知识分
子、自由职业者，以及前列各种成分“以外之其他
社会成分的人”[12]，如文化界、工商界社会上层人
士。换句话说，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申请加入
中国共产党。这就为进一步扩大党的队伍奠定了
基础。毛泽东在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使用
“人民”概念 403 次，频率之高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的①。《党章》列举的党员成分就是构成人民主体的
成分，使党组织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个真切缩影。
沿着这条组织发展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

胜利后高歌猛进，党员人数 1947 年发展到 270
万；1948年到 300万；到 1949年 9月，又新增近
150 万新党员，使其总数达到 448.8 万，是七大召
开时的 3.7倍，4年中增加 300多万人[4]。从社会成
分看，新中国成立时农民党员最多，约 267.6万人，
占总数的 59.6%；军人党员次之，约 107.6万人，占
总数的 24%；职员党员排第三，约 49.8 万人，占
11.1%；工人党员数量不大，约 11.2 万人，占总数
的 2.5%；学生党员 3.6万，占 0.8%；其他 9.0万，占
2%[13]。

①有学者考证，七大以来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中“人民”概念频率如下：七大 403 次；八大 188次；九大 95
次；十大 57次；十一大 106次；十二大 135次；十三大 75次；
十四大 96次；十五大 116次；十六大 133 次；十七大 143 次；
十八大 145次；十九大20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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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军人绝大多数是穿上军装的农民，
党员中的农民成分占比高达 80%左右 [14]。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 5.4亿人口中城市居民只有
5765万，城镇化率为 10.64%，农村人口近九成 [15]；
排除身在农村，但并非务农的人，当时农民在全国
人口中所占比重也是八成多，与农民出身的中共
党员比重相当吻合。当时全国工人的规模很小：产
业工人不到 300万，连手工业工人及一切体力、脑
力劳动者都计算在内只有 1500万～2000万。产业
工业占人口 0.6%，一般工人占人口 2.8%～3.7%，
与党员中工人所占比重也差不多[16]。可见，新中国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构成就像全国人口
的一个镜像。

在 1949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特邀代表宋庆龄的发言可
谓一针见血：“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
众力量的政党。”[17]从井冈山时期到全国解放，中共
长期在农村环境中活动，成员绝大多数本身来自
农民，没有另外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更清楚中国农
民所思、所盼，没有另外任何一个政治组织的政策
主张更能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中
国共产党能在残酷的武装斗争中得到广大农民群
众的支持、最终赢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人民的先锋队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

段将自己逐步定位为“三个先锋队”，即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
国人民的先锋队，这使得党员构成更具包容性，更
能描绘性地代表全体中国人民。这种变化既体现
在对党的性质的理论认识上，也体现在党员的实
际构成上。

先看理论认识。从瓦窑堡会议决议到七大《党
章》，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代表中华民族
的利益与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往往是并联表述
的。毋庸置疑，在战争状态下，民族利益与人民利
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矛盾不

再是主要矛盾。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性
质的表述沿袭了七大的部分提法：“中国共产党是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
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但删去了此后一句：“中国共
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代之以
“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并强调党的利
益“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按照当时对“人民”
概念的理解，八大《党章》规定“不剥削他人”成为
入党的唯一限制性条件。鉴于原有的工商业者正
在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实际上
几乎任何公民都可以成为党员[18]。从八大召开前后
几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各种文件可以清楚看出，工
人（包括手工业工人）、农民、军人、店员、机关工作
人员、大中小学教职员、大学生、知识分子（特别是
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发展党员的对象[19]。
“文革”期间通过的九大《党章》将中国共产党

定位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
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
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党的十
大、十一大《党章》的表述大致相同，回到了“一个
先锋队”的提法。据此，这三个《党章》规定的入党
资格是“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
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开启了在《党章》中列举
入党职业资格的先河[18]。很明显，那时工人、贫下中
农、革命军人是党员优先发展对象，但也没有完全
排除从事其他职业的“革命分子”，并未完全回到
瓦窑堡会议之前的“唯成分论”。

党的十二大《党章》对党的性质的表述发生重
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与此相适应，
它规定的入党资格更加开放，包括“年满十八岁的
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
子”，第一次明确地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军人
并列，作为党的阶级基础。此后，党的十三大到十
五大都沿用了十二大的表述[18]。

党的十六大是另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所通过
的《党章》进一步提升了党的定位：“中国共产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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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这是“三个先锋队”的第一次正式表述，
并被此后三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沿用。因此，党
的大门也更加开放，“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
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
都可以加入。这里，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可
以看作党的阶级基础，而党的群众基础从党的九
大以来一直规定的“其他革命分子”改为“其他社
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实际上取消了入党的职业资
格，包括了社会上几乎所有成年人。

从党员的实际构成看，随着各个阶级、阶层在
社会中的比重上升或下降，其在党内所占的比重
也会上升或下降。

在 1949年 3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因为
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农村，致使党员中工人的人
数很少，所占比重很低。七届二中全会后，党的工
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1950年 5 月，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今后发展
党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上”，并
雄心勃勃地提出，“在三年到五年内要从产业工人
中接收三分之一的人入党”[19]。虽然，后来证明“这

个要求是过高的”，不再提“三分之一”指标[19]，但工
人党员数量还是能快速上升，1950 年几乎是 1949
年的 3倍，1953年是 1950年的 2倍多[20]。到 1956
年 6 月八大召开时，工人党员数量跃升至 150.2
万，占党员总数的 14%[21]，使得工人党员较少的状
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快速扩充，从解放初的不到 20%升至 1978
年的 49.4%，到达顶峰[22]。在此期间，工人阶级队伍
越来越大，工人党员的人数与比重持续提升。到
1978年，全国党员人数达 3698.1万，其中工人党员
692.8万，占党员总数的 18.73%，也达到峰值 [13]，比
当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人口比重（7.2%）高出一
倍多。

改革开放的头 25年，工人党员的数量仍在增
长，但增速放缓，且低于党员总数的增速。近 10余
年，工人党员人数慢慢下滑，到 2019 年只有 644.5
万人，占党员总数的比重为 7.0%，不到同年第二产
业就业人员占人口比重（15.2%）的一半。不过，离退
休党员中大量是工人党员，他们并未计算在内。
由于新中国建立时农民党员（包括军人党员）

比重已高达八成，中共中央当时曾就此出台文件，
提出“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转而关注
在农村“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问

（图 1） 党员职业构成（万人），2014-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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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19]。从那时起，随着党员总体规模的扩大，农民
党员的人数也一直在增加，到 2019 年达到 2556.1
万人；但是农民党员的比重却一直在下滑，从 1949
年的 59.6%降至 1956 年的 52.4%、1978 年的
46.9%、2000年的 32.5%、2019年的 27.8%。不过农
村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重一直高于第一产业就业
人员占人口比重。
图 1是近几年党员构成情况。可以看出，如果

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工人、农民加在一起依然占
党员的半数。其他职业的党员在党内所占的比重往
往高于它们各自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尤其是党政
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企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值得一提的是，
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
江泽民同志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他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
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
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
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
会阶层”，应该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23]。
一年后召开的十六大修改了《党章》，明确“其他社
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也可以入党。从此以后，每年
都有来自新的社会阶层的人入党[24][25][26][27][28]。

五、结语
简而言之，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本身就

是一种描绘性代表机制。100年来，它筚路蓝缕、披
荆斩棘、艰辛探索，不断增强其阶级基础、扩大其
群众基础，拓展其社会基础，成为名副其实的“中
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
锋队”。今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中国共产党包括了来自中国社会任何一个
阶级、阶层、职业、性别、学历、民族、地区、成年年
龄段的人。遍布神州大地的近 9200万党员，同时
都是人民一员。他们来自人民，生活、工作在人民
中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人民的所思所盼就是
他们的所思所盼。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的描
绘性代表，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中国共产党

更好的描绘性代表机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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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Embodiment: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WANG Shaoguang

Abstract: Marxism believes that the basic explanation for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and competing parties must be
traced back to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society.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a political party are difficult to
separate from the class interests it represents. If the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a political system mostly come from
the middle and upper classes of society, no matter how they verbally shout "democracy" to the sky, this political
system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the middle and upper classes. On the contrary, for a political system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broadest masses of people, there must be a political party whose members are mostly from the
broadest masses of peop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such a political party.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it has
been struggling to strengthen its class foundation and expand its social foundation. It has become a veritable
"vanguard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and "vanguard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re of
leadership for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aracteristic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re is probably no better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ve mechanism in the
world th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the vanguard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vanguard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vanguard of the Chinese people; representa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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