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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工会学理论创新需要厘清的基本概念：

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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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厘清基本概念是学科研究的重要基础。深化新时代中国工会学理论研究和创新，必须深入马克

思主义理论源头，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工会章程》的历史演变，科学把握“工人阶级”

和“中国工会”这两个基本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境中，工人阶级是主要靠劳动收入获得生活资料来源

的社会阶级，承担着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中国工会作为党领导下的职工群众组织，把党的中心任

务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主题和方向。基于这两个基本概念，围绕“什么是工人阶级、什么是工会”“什么是中

国工人阶级，什么是中国工会”“中国工会干什么”“中国工会怎样干”“中国工会如何发展”这五个问题，

推进工会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工会学研究的重要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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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会十八大报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深刻回答了

新时代为什么要全 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怎样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建设什么样的工会、怎样

建设工会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1]，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党的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

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中国工会学研究，必须围绕这两个方向性、

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展开，这就涉及两个基本概念，即“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会”。厘

清这两个基本概念，是深化新时代中国工会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一、什么是工人阶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2]23 科学把握习近

平总书记的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必须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头，正本清源，准确把握“工人阶级”

的科学概念，正确认识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全面阐明中国工人阶级的性质、地位和历史作用。

（一）工人阶级的原初语境和本质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是从职业特征上讲的，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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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是从社会地位上讲的。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以自问自答的简明风格阐述了 25个有关“共

产主义的原理”，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是完全靠

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一句话，无产阶级或

无产者阶级是 19 世纪的劳动阶级。”[3]295 在恩格斯看来，凡是靠“自己的劳动获得生活资料”

的劳动者，都属于“工人阶级”。问题在于，“劳动阶级一向就有”，是不是有了“劳动阶级”

也就同时有了“工人阶级”？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 19 世纪的劳动阶级。这里就涉及 3 个问题：

其一，工人阶级是如何产生的？其二，19 世纪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其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工人阶级是 19 世纪劳动阶级的本质界定在何种意义上至今依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工人阶级是如何产生的？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

个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3]295 工业革命使得“工人原来的

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阶级”[3]296，即几乎独占了全社会

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几乎完全没有任何财产，因而不得不靠出卖自己

的劳动力谋生的阶级——工人阶级。正是因为工人阶级是由工业革命产生的，恩格斯才有了无产

阶级就是 19 世纪的劳动阶级或者劳动者阶级的论断。

19 世纪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称其为“我们的时代”“资

产阶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

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3]40119 世纪，“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

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

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3]407。可以看出，19 世纪就是一个由工业革命开启的时代，是从“自

然联系占优势”转向“社会因素占优势”的时代，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代，是从“人

的依赖性”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与此相应，人类社会历史也开始

由地域性的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于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

任务也随之产生，这就意味着，从 19 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确立，人类社会也

随即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是19世纪劳动阶级的本质界定至今是否依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这一问题的阐明需要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抽象力”方法。马克思指出， “分析经济

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4]82。这种“抽象力”

是一种思维抽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与自然科学通过理想的实验环境得出结论的过程不同，

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必须采取“抽象力”。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收入来源来看，

除了完全依靠资本获得收入的资产阶级和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收入的无产阶级外，还有

大量的中间阶级——主要靠资本，辅以部分劳动，或者主要靠劳动，辅以部分资本。但由于大量

的中间阶级只有两种转化的可能，或者成为资产阶级，或者沦为无产阶级。因此，整个社会最后

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说“无

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3]295。马

克思、恩格斯称这种“抽象力”为一种“普照的光”[4]707，“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4]93。

正如把握了摩擦系数为零的匀速直线运动才能把握现实中复杂多变的运动过程一样，只有把

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抽象为两大完全对立的阶级这样一个“先验的结构”，才能把握现

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变化。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从生活资料的来源看，

现实的阶级状况可分为 4 种情况：一是完全靠资本；二是主要靠资本，辅以少量劳动；三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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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劳动，辅以少量资本；四是完全靠劳动。第一种和第四种情况是这种“先验结构”的两极，需

要把握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二种和第三种这两种中间状态都可以通过第一种和第四种的

对立统一关系得到阐明。这正如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碳在氧气中充分燃烧，生成二氧化碳的过

程一样，任何现实的氧化过程绝不完全是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进行的，也不一定是充分燃烧的，

但任何现实的氧化过程都可以依据这一理想的“纯粹形态”的结果得到说明。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人类历

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历史趋势来看，世界仍然处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

义过渡的大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

际运用，一定要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与面临的时代

问题结合起来，“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376。因此，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

定义，其蕴含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到今天依然适用。

根据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概念本质内涵的界定，结合中国工会十八大精神 ，笔者认为，工人阶

级是指以工资收入或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阶级，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

组织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也包括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与用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二）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工人阶级承担着解放自己并最终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历

史使命。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为了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无产

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为了把社会的否定结果体现在无产阶级身上的原则提升

为全社会的原则，“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5]17。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承担着两

大历史重任：其一，宣告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其二，否定私有财产。那么，无产阶级为什

么能够承担这两大历史重任，并最终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呢？

从理论根基来看，无产阶级的解放同人类的解放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它不是狭隘的利益集团，它不会像剥削阶级那样存在一种狭隘的统治利益，而是从根本上清除不

合理的利益关系，真正实现全人类的利益。为此，它决不谋求自己对社会的统治，而是要消灭一

切统治，因为奴役他人的人也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

从实际进程来看，工人阶级所承担的人类解放使命，是一个从全面受到束缚到部分解放再到

更全面、更彻底解放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众多人受到束缚到少数人的解放再到多数人的解放，最

终实现整个人类解放的过程。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阶级对立和由阶级对立引发的陈腐

污浊的东西都将消亡，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高度

统一，将形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人类历史的新开端，个人的发展不再以

奴役、压迫、对抗为前提，而是以自由、合作为基石。换言之，“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

（三）中国工人阶级的性质、地位和历史作用

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7]309 矛盾的特

殊性意味着具体事物的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有不同的特点。

中国工人阶级的性质、地位和历史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党在各个阶段中心任务的变

化而有所不同。

 中国工会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指出：“凡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组织中，以工资收入为主

要生活来源或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承认工会章程，都可

以加入工会为会员。”同时强调，“工会适应企业组织形式、职工队伍结构、劳动关系、就业形态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依法维护

劳动者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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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百折不挠、浴血奋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为争取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

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的领导力量”[8]8。虽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

资产阶级都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动力，但革命的领导力量只能是代表中国新生产力的最有觉悟

最有组织性的工人阶级，“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8]18。

1926 年 5 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与其运用之方法决议案》，明确了无产阶级在

工会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指出：“一年来民族革命运动中，工人阶级却表现出了自己阶级的伟大

力量以及在这些运动中的领导地位。”[9]167 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之外，

还具有最革命、最有觉悟以及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等突出优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

工人阶级“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

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8]24-25。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而自力更生、发愤图强

新中国的成立，使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阶级在国家和社会政

治生活中的地位。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现代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占全国人口总

数的比重较小。1949 年，全国人口总数为 5.4 亿人，全国职工只有 809 万人，其中产业工人约 300
万人。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到 1952 年底，全国职工总数已达

1500 多万人。党积极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注意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培育工

人阶级的高尚情操，并结合实际斗争需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政治启蒙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使得

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劳动热情大大提高，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

1956 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确立。1957 年召开的中

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指出中国工人阶

级要在 10—15 年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

会主义强国”[9]194。

197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重申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工会九大是我国社会主义事

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工会召开的首次盛会，但由于工会九大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会通过的章程还沿用了一些“左”倾思想的提法。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而解

放思想、锐意进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作

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0]，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

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

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1983 年，中国工会十大在北京召开，明确提出要建设

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文化知识、守纪律的职工队伍，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此后，1988 年召开的中国工会十一大，提出要推进工

会改革，团结亿万职工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

十四大的胜利召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工会事业的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在建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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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工会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在搞好国有企业经营体制转换

的同时，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如何处理好国家、企业、职工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创新工会

工作方向和工作方式以应对新形势新问题；等等。1993 年中国工会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

在“总则”第三段对我国工人阶级的性质和地位作出了明确规定，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我国的

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维

护社会安定的强大而集中的社会力量”[9]228。中国工会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沿用这

一表述，充分肯定了我国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伟大作用。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踔厉奋发、奋勇前进

2012 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

在新时代，中国工人阶级继续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就新时代巩固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

力军作用、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等作了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

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始终高度重

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26，“不论时代怎样变迁，不论

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都不能忘记、不能淡化，我国工人阶级

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不容忽视”[2]23--24。

2018年中国工会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在对工人阶级性质、地位的表述上，增加了“是

中国共产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的新定位，将中国工人阶级的性质和地位完整表述为“工

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

基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强大而集中的社会力量”[9]285。

2023 年中国工会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继续沿用了中国工会十七大的阐述，一字未变。

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工人阶级会继续以忠诚可靠赓续工人阶级的政治本色，以劳动创造担

当工人阶级的使命任务，以过硬本领展现工人阶级的时代风采，以团结奋斗弘扬工人阶级的崇高

品格，以更加昂扬的豪迈姿态、披荆斩棘的担当精神，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而

奋勇前进。

二、什么是中国工会？

从国际工人运动史来看，虽然工会是早期工人运动发展到罢工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工人早期

按照职业实现联合的必然产物，是工人阶级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的必然产物，但各国工会的

性质特点、职能作用却不尽相同。中国工会十八大报告指出：“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中国工人运动

和工会工作的主题和方向。”[1]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中国工

会作为党领导下的职工群众组织，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以党的方向为方向，

宣传、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投身伟大事业，谱写了雄美壮丽的工会篇章。深入中国工

人运动的脉络去梳理中国工会运动的变化历程，是新时代中国工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会是工人阶级斗争的营垒，以争取民族和工人的解放为宗旨

关于工会的性质问题。1926 年 5 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与其运用之方法决

议案》，第一次对民主革命时期工会的性质作了概括。该决议案指出：“工会是工人阶级斗争的营垒，

他的组织，只有两种形式——产业的与职业的。他的原则是要严密的集中。”[9]167 作为工人阶级斗

争的营垒，工会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1927 年 6 月，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

决议案》对此作了回答，强调工人阶级要完成重大任务，必须做到：第一，尽可能吸收广大工人

群众参加工会；第二，工会各级领导机关要深入群众，深入工人斗争的一线，与工人一起讨论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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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方法；第三，在斗争中培养和提拔有能力的工人参加工会活动，不断发展壮大工会组织。“只

有这样，才能使工会组织健全有力，进而与国际工人结成联合战线，共同斗争”[9]167。

关于工会的宗旨问题。1925 年 5 月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第一次明

确指出：“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9]1671938 年 4 月，陕甘宁边区工人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大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章程》进一

步指出：“本会以团结全边区工人、职员、雇农，拥护工人的利益，争取民族和工人的解放为宗

旨。”[9]167 这就将工会的宗旨从“图谋工人福利”拓展提升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

1948 年 8 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隆重召开，大会恢复重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劳

动协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实现了全国工会组织的统一。大会通过的《中华全

国总工会章程》第一章第二条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会的宗旨作了完整概括。该章程指出：

“本会宗旨为团结全国工人，保护职工利益，争取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联合全国一切被压迫人

民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联合全世界工人为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而奋斗。”[9]167 由此可见，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工会坚持 4 个宗旨：其一，团结全国工人；其二，保护职工利益；其三，

争取民族解放；其四，保卫世界和平。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工会是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自愿结合的广泛的群众组

织，是学习管理、主持经济、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

确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经过 3 年的艰苦努力，1952 年底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更加巩固。1953 年是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

年。为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要求，有效地组织职工群众投入新的经济建设工作之中，全

国工会组织需要进一步总结第六次劳动大会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制定新的工运方针。为此，中

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全总六届三次执委会将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更名为中国工

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53 年 5 月，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后中国工会的性质作了新定位，明确指出：“在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以后，中国工会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工人群众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主持

经济的学校，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9]187

1956 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我们党开始了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1956 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作了初步探索，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

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根据党的八大的决议精神，1957 年 12 月中国工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工会是“党联系群众的引带”

和“人民民主政权最坚强的社会支柱”[9]194-195。该章程指出，“中国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广

泛的群众组织”，“中国工会是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引带。在人民

民主专政条件下，中国工会是职工群众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共产主义的

学校”[9]194。总之，工会八大在坚持中国工会七大“三个学校”定位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了中国

工会作为党联系群众的“引带”和人民民主政权最坚强“社会支柱”的重要作用。

1978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拨乱反正的

开始。大会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重申了 1957 年中国工会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中国工会性质的界定，即“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是

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支柱，是广大职工群众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主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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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学校，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9]204。从工会八大提出的党联系群众的“引带”到工会九大强调

的“纽带”，突出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工会的重要作用。大会认为，各级工会要更好地发

挥“纽带”作用，必须做好以下 5 项工作：第一，进一步落实工会是广大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

学校的定位，加强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第二，发挥“纽带”作用，吸引工人参加管理，

保障工人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第三，把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第四，关心群众生活，

保护工人利益，工会应当成为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第五，把各级工会组织切实整顿好、建设好。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工会作为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

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

代表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也随之拉开。

这一时期，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发展，中国工会的特性和作用也不断

丰富和拓展。

1983 年 10 月，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在“总则”部分开宗

明义地指出：“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9]210 这一性

质定位，强调了工会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突出了工会群众组织的特色。1988 年 10 月，

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将工会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为“重要的

社会政治团体”。该章程指出：“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

是重要的社会政治团体。”[9]219 这一性质定位 ，突出了中国工会的政治属性，强调了工会的政治功能。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

1993 年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中国工会的性质、职能、作用。1998 年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沿用了这些表述，在文字上未作修改。

关于中国工会的性质。 1993 年 10 月中国工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

指出，“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9]228。这一界定，进一步明

确了工会的性质以及工会作为会员和职工利益代表者的身份，相应地，围绕这一性质，中国工会

十二大首次将工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职能概括为维护、建设、参与和教育 4 个方面。

关于中国工会的作用。1998 年 10 月中国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

将其概括为 3 个方面：其一，在经济生活方面，工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维护

职工政治权利的同时，维护职工的劳动权利和物质文化利益，并参与协调劳动关系，努力促进经

济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其二，在政治生活方面，工会维护国家政权，协助人民政协开展工作，

发挥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作用；其三，在社会生活方面，工会通过组织广大职工“自治、互助、互济”

和建立帮扶机制，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事业的发展 [9]239-240。

2003 年 9 月，中国工会十四大第一次对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作了明确界定，指出“中国工会

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9]250。200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五大、2013 年 10 月召开

的中国工会十六大都沿用了这一表述。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中国工会的性质定位，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8 年召开的中国工会十七大和 2023 年召

开的中国工会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都在“总则”开门见山地写道，“中国工会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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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

从字面上看，自 1993 年中国工会十三大以来，历次中国工会代表大会都沿用了中国工会

十三大关于中国工会性质的定位和表述。但由于我国社会发展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因此，还需要结合中国工会十七大，尤其是中国工会十八大的相关表述来把握新时代中国工会的

性质定位。

2018 年中国工会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把“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写入工会章程，增加了中国工会“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

群众性”的内容，鲜明地强调中国工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承担团结引导职工群

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提出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

群众，中国工会应“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工人运动时代主题”[9]285-286。

中国工会十八大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调工会要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推动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的贯

彻落实，全面履行工会的社会职能，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团结和动员全国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三、基于两个基本概念的新时代中国工会学理论体系创新

阐明“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会”这两个基本概念，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中国工会学研究。新

时代中国工会学研究需要围绕“什么是工人阶级、什么是工会”“什么是中国工人阶级，什么是

中国工会”“中国工会干什么”“中国工会怎样干”“中国工会如何发展”这 5 个问题，系统阐

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理论、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的性质理论、中国工会的职

能和基本职责理论、中国工会治理理论、中国工会改革创新理论，形成一个内在关联、系统完整

的理论体系。

（一）什么是工人阶级、什么是工会—— 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

的重要论述，构成新时代中国工会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需要系统研究 3 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劳动的理论、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关于工会的理论，

重点阐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本要旨、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理论、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

相结合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工会的起源、性质、地位以及工会国际联合的思想，

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理论的探索与发展，分别阐明以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理论。

第三个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

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根本政治方向、根本方针、时代主题、政治责任、

战略任务、精神旗帜、基本职责、根本动力，形成了一个系统全面、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内在

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和工运学说。在理论阐释上，要结合中国工会

十八大精神，系统阐明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论主题、根本问题、科学体系、理论特质、重要地位和

重大意义。

（二）什么是中国工人阶级，什么是中国工会——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会的性质理论

工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问题，是贯穿工会各项工作全部过程的、带有方向性和原则性的大

问题，也是每一个工会工作者工作中应遵循的基本理论原则。毛泽东指出：“大家明白，不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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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

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7]171 同理，不了解中国工会的性质，就无法确定工会与

其他社会组织的区别、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谓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就是不同性

质事物的结合。因此，只有正确认识中国工人阶级的性质和地位，正确认识中国工会的性质和地位，

才能进一步确定工会工作的理论原则和行动依据。

（三）中国工会干什么——中国工会的职能和基本职责理论

工会的性质地位通过工会的职能和基本职责来体现，离开工会的职能和基本职责，工会的性质、

地位就成了无内容的空洞抽象概念。

工会的职能是工会通过自身职责的确定和履行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即工会的社会职责与社会

功能的有机统一。职责，所要说明的是工会这个社会组织究竟是干什么的，它有哪些社会责任，

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功能，是指工会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之后，会起到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和

社会作用，具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因此，工会的职能是工会实践活动的基本方向和内容，工会

的基本职责是工会履行各项社会职能的基础工作和首要任务。

中国工会的职能和基本职责是由工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与中国工会的产生、目标

和任务紧密相连。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关系新变化，顺应职工群众的新期待、新

需求，中国工会要通过履行职能、承担基本职责，充分发挥职工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作用。

（四）中国工会怎样干——中国工会治理理论

中国工会应该怎样干，怎样才能干好，这事关工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关工会治

理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健全

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民团体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把各自联系

的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11]，这为工会参与国家治理指明了方向。

推进中国工会治理理论研究，需要阐明 3 个问题：其一，宏观层面，工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工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提升工会治理能力。其二，中观层面，工会治理的目标是要建立健全联系广泛、

服务职工的工会工作体系。要在建机制、强功能、增实效上下功夫，使工会工作更贴近基层、更

贴近职工群众、更符合职工意愿。其三，微观层面，夯实基层基础，不断增强基层工会的引领力、

组织力和服务力。基层工会离职工最近，是工会工作的基础和关键，要把力量和资源向基层倾斜，

不断赋能基层，激发基层活力。

（五）中国工会如何发展——中国工会改革创新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改革和建设，有效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12]。工会要充分体现自己的性质，卓有成效地开展各项工作，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

归根到底取决于工会自身的建设、改革和创新。要根据中国工会十八大提出的“围绕保持和增强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深入推进工会改革创新，健全联系广泛、服务职工的工会工作体系”

要求，系统推进工会改革创新。中国工会的改革创新理论，应该包括如下内容：其一，工会的组

织建设与改革；其二，工会的思想建设与改革；其三，工会的工作方法、作风建设与改革；其四，

工会的经济、事业建设与改革。

总之，基于“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会”这两个基本概念，我们可以围绕“什么是工人阶级、

什么是工会”“什么是中国工人阶级，什么是中国工会”“中国工会干什么”“中国工会怎样干”“中

国工会如何发展”这 5 个问题，构建一个逻辑统一、内在关联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以推动新

时代中国工会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

Cindy Du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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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to be Clarifi ed for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China's Trade Unions Studies in the New Era: The Working Class and Chinese 

Trade Unions

Abstract: In disciplinary research,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basic concepts. To deep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e union 

in the new era, we must delve into the source of Marxist theory, and comb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Trade Union Constitution" to scientifi cally grasp the two basic concepts of the " working class" and the 

" Chinese trade unions". In the context of Marx and Engels, the working class is a social class that primarily relies on labor income to obtain a source of 

livelihood. The working class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self-liberation and human liberation. As the workers’ organization led by the Party, the 

Chinese trade union takes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Party as the theme and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 Based on these two basic concepts, and 

around the fi ve questions of "what is the working class, what is the trade union", "what is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what is the Chinese trade union", "what 

do Chinese trade unions do", "how do Chinese trade unions do it" and "how do Chinese trade unions develop",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and discipline system of the study of trade unions,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the research of trade union studi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working class; Chinese trade unions; Chinese trade union studies in the new er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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