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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4-09-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总工会干部学校科研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精品课”
（项目编号：2023GH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荣光（1984—），女，河南商水人，文学硕士，广东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副校长，研究方向为工
运理论与实践、工运史。

2023 年 10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我

国工运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工会是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坚持党对工会的全面领

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不能偏离。”坚持 党对工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工会的政治优

势和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只有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

落实到工会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工运事业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工会干部学校在教育

培训工会干部的过程中，必须讲深讲透“坚持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领导”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为学员提供深入的学理分析、历史参照，并在此基础上探析实践路径，进一步启发引导学员将理论运

用到实践，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此，本研究整理了大量的文献及历史资料，力图从理论、历史、

实践 3 个层面阐释坚持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领导，为工会干部培训的教学工作提供参考。

一、坚持 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领导的理论逻辑

（一）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运动领导的重要性

工人阶级及其运动要从自发走向自觉并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党，且这

坚持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领导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实践路径 *

王荣光

( 广东省总工会干部学校 ,广东  广州  510507 )

［摘  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工运学说的一条基本原则。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一百多年的伟大历程，表明坚持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领导具有深

厚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运动领导的重要性，列宁强调在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中工会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始终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

研究建议，新时期坚持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领导的实践路径包括：加强工会干部和工会工作者的理论修养，

强化承担政治责任；工会工作要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把握主题和方向；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技能支持；践行群众路线，站稳职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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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政党拥有集中权威的领导。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这

样论述：“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

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

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41 这一论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始终强调、坚持和代表工人运动的利益，

共产党人始终是工人运动坚强的领导核心，最熟悉和掌握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不仅如此，在

有关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对革命进行集中权

威领导的重要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坚强统一领导，对于实现工人运动胜利的必要性，同时强调工

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这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源于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同时又用于指导工人运动的发

展。在当时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时期，代表着历史发展的主流，马克

思恩格斯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诞生，但他们强调无产阶级要承担自身的责

任和使命，实现工人运动的胜利，最为关键的是组成一个统一的独立政党来进行领导，以统一整

个无产阶级的行动和思想，实现对工人运动的集中权威领导。这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加强党

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列宁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工会的地位与作用的论述

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重要思想，深

刻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

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2]286 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人实现了“革命的最近目的”后，工会组织的作用是什么呢？列宁用“传

动装置”对此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并系统论述了工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他指出，

党吸收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这个先锋队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如果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

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联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在实现无产阶级专

政的整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3]。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无产阶级专政（领导）只能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实现；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这个专政（领导），需要一个“传动装置”开展无产阶级群众（劳动群众）

工作；第三，这个“传动装置”是工会。列宁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工会的地位与作用的论述，

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思想，并指出工会在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之

间发挥着“传动装置”作用。

不幸的是，在戈尔巴乔夫领导推进的改革中，苏共放弃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工会与政权、

政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告诫我们放弃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其所领导

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将毁于一旦。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各种主义和救国方案轮番登场，

都以失败告终，直到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崭新的社会制度

由理想变为现实，帮助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

观察国家民族的命运，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4]。

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无产

阶级的特点、地位和历史使命，探索中国工人运动的特点和规律，断言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具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最近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

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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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革命性的阶级，中国革命必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暴力手段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18 年，

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三篇重要文章，认

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5]。陈独

秀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中论述道：“不妥协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阶级，中国国民

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6] 从实践上，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理论必须掌握群众，才能焕发出改天换地的伟力，并通过与工人阶级的

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19 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

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也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认

识到用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团结、组织工人的重要性、必要性。他们脱下长衫，穿上短衣，

到工人群众中调研、演讲，开创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指导工人建立工会组织等，实现了中

国先进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这一结合从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实

践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和阶级基础。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312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呼唤

成立工人阶级政党，对中国革命进行坚强的领导。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1921 年 7 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

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7]477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拉开了新的帷幕。

二、坚持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领导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让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从此，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组织起来，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使命担当，展现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气概和伟大力量。有了中国

共产党集中权威的领导，工人运动才有了明确的时代主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团结奋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国梦的中心任务、路径方案不同，但始终不变的是工人运

动一直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展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为推翻三座大山，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团结奋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

大众的矛盾，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斗争。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掀起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领导工人运动、指导工会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党的一大

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六项内容中第一、三、四项分别是关于工人组织、工人学校、

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等内容，提出当时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建立工人学校的目的是提

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性，建立工会组织研究机构的目的是教育工人使其

在实践中能够实现共产党的理想。根据中共一大的决议，1921 年 8 月，在上海建立了公开领导工

人运动的领导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成立了地方分部。中国共产

党一大后，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毛泽东多次来到安源，一边深入矿场调研，

一边宣传马列主义，与刘少奇、李立三等共产党员一起组织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并取得

胜利，激发了全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开

始在唐山领导工人运动，在李大钊同志的启蒙和指导下，开滦工人由最初不自觉的经济斗争，转

变为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由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斗争，转变为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

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从 1922 年 1 月到 1923 年 2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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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热情高涨，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13 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内

30 多万名工人进行了 100 多次罢工。

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并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1925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在广州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 30
多个决议案，鲜明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

先锋作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设在广州，直接加强对广东工人运动的领导。

从此，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也

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篇章。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创办工人学校，培训工

人干部。同年 5 月，上海总工会成立，随即在全国范围内的反帝怒潮中，地区性总工会和全国性

产业工会纷纷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二次高潮。1925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五卅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为扩大运动的范围

和影响，同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同时在广州和香港两地组织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

工持续了 16 个月，参与工人总数达 25 万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爱国政治大罢工，彰显

了工人阶级团结御敌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省港大罢工的胜利也向世界宣告：中国工人阶级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是完全有力量给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的。

3. 探索出生产运动和表彰劳模这一组织动员、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途径

“走俄国人的路”，但不能照搬俄国人的路。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触动了蒋介石、汪精卫

等代表国民党右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最终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了革

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经验教训中，愈发深刻认识到，一方面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

等反革命力量在大城市里异常强大，无法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另一方面，在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起重要作用，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1927 年 9 月，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中提出“上山”，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中国革命开始

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和延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始终

高度重视对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领导，并探索出生产运动和表彰劳模这一组织动员、密切联系

群众的有效途径。在江西瑞金，为促进根据地的粮食生产，苏维埃政府组织开展了春耕生产运动，

并召开了春耕生产运动代表大会和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表彰鼓励生产中的先进模范。在

延安革命根据地，面对日军扫荡、蒋介石的封锁，中国共产党组织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并召开了劳模表彰大会，对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生产运动和劳模

表彰促进了根据地的生产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根据地物质生活的困难，是保证中国革命顺利

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生产运动和劳模表彰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了工人群众在生

产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为接下来的城市工作积累了经验。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

工作者大会上，将劳模的作用概括为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 [8]1014。

4.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全国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重新统一起来，迎接新

中国的曙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工作内容由革命斗争转

移为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作用。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毛泽东预判在抗日结束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更大。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注

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 ...... 对于过去做过工人运动的同志，我们要很好地注意他们，

培养他们”[9]28-30。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观点。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进一步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全国人民，迅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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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建立新中国，1948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组织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代表

大会恢复重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明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接近最后胜利的时期，全国

工人阶级要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发挥领导阶级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与反动派做最后的斗争；

同时，为了迎接新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内容从“革命”转为“生产建设”，工人阶级要贯彻“发

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与官僚资本斗争；加强工会工作，使工人阶

级成为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领导力量，以此来发扬中国工人悠久的革命传统。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工

会工作的方针，1949 年 8 月，毛泽东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天我

国有将近 2000 万的职工大军，但组织起来的太少……党、政、工三方面，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搞

好生产” [9]40-41。除了破坏分子及资本家外，一切职工只要有改造可能的，都应包括在工会组织之

内 , 组织起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即

将到来之际，全国工人运动重新统一起来，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组织动员工人阶级团结奋斗，发

展生产，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为实现社会主

义工业化而团结奋斗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

务的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

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 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城市工作

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颁布的三

部法律之一，从国家法律制度的层面明确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保障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权利，

也为在人民政权下工会如何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工会法的颁布表明党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

重视，也有利于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

东高度重视城市工作，对于如何开展城市工作，他强调要发挥工会和工人阶级的作用，全心全意

依靠工人阶级，激励广大职工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创造精神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

2. 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对于如何在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尽快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

业基础，毛泽东非常重视技术、知识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

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9]661956 年 1 月，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提出在十几年内培养出大批的红色专家。毛泽东关于造就大批红色专家的期盼，在周恩来的组织

下得到实现。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召开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周恩来组织调集了几

百名专家学者参加编制新中国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于 1956 年 12 月由中共中央、国务

院批准后执行。第一个规划实施后，我国原子能、半导体和电子计算机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成功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1963 年，周恩来再次领导制定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第二个规划

实施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第一艘

鱼雷核潜艇的泊系试验和航行试验相继完成。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重要论述，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也不断凸显。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中国工会组织动员广大职工为实现四个

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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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邓小平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1. 广泛调动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投入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中来

党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主题和方向就是什么。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出

席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致辞，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要围绕这一时期党的

中心任务，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并强

调，围绕实现现代化，工人阶级要继续发挥大公无私的先锋模范作用，各工会组织要深入职工群众，

教育引导广大职工深刻认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意义，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严守纪律、服从调动、

爱厂如家，努力掌握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新的杰出贡献。为充分发

挥工人阶级经济建设主力军作用，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中，要在各企事业单位中普遍成立职工

代表大会，广泛调动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等 [9]145。

2. 不断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为新时期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指明方向

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定了在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的前提下，力争在 20 世纪末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的、

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提出要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

必须大力加强党在工会中的工作 , 使工会成为联结党和工人群众的强大纽带。1983 年 10 月，党中

央在中国工会十大的致辞中，提出了适应根本任务 两个方面的工作要求，一方面是努力为提高职

工的素质服务，即提高广大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扬工人

阶级的主人翁精神。这是首要问题和职责，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

作用，关系到工人运动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胜利前进。另一方面要切实代表和坚决维护职工的利益，

深入职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反映他们的要求，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各种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

题，多为他们做实事、做好事，成为名副其实的“职工之家”。中国工会十大是在党的十二大胜

利召开的第二年召开的，所提出的工会工作方针、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目标任务，以及着重要

求解决好工会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等，都紧紧围绕党的十二大的部署要求。从中国工会十大之后，

每次全国工会代表大会的举行，都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二年，紧紧围绕党的代表大会

的部署要求制定新阶段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团结带领广大职工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团结奋斗。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工运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工会工

作实现全方位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各级工会更加紧密地将工会工作纳入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去思考和谋划。立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紧将广大职工团结在党的周围，围绕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团结带领广大职工建功立业，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履行好维权服

务两项基本职责，有效发挥党联系服务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深化工会自身改革建设，工运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工会工作实现全方位进步。

1.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紧将广大职工团结在党的周围

从历史唯物史观角度看，工人阶级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力军；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角

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必须进一步将广大职工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磅礴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召开中国工会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三次代表大会，每次工

“根本任务”是指上文提到的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宏伟目标，致辞原文是：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宏伟目标，是全国人民共

同的历史使命，也是新时期工人运动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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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代表大会的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均出席开幕式，并在闭幕后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

成员进行集体谈话。总书记的三次集体谈话都从不同侧重点强调把广大职工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

2. 牢牢把握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团结带领广大职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2013 年 10 月，中国工会十六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

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1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工人运动时代主题的论述，

为新时代我国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也深刻回答了在新时代、新征程工人阶级发挥主力军作用的

具体内容。一方面，为实现中国梦，工人阶级自觉承担起时代责任，充分体现了领导阶级的政治担当，

将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另一方面，中国梦的实现，使工人阶级更充分享有通过

劳动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有更强的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社

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首先要体现在亿万劳

动者身上。”[11]7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一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日益成为团

结凝聚广大职工、鼓舞激励广大职工的时代强音。

3. 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履行好维权服务两项基本职责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适应社会主

要矛盾的发展变化，201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七大，将工会基本职责由维权拓展为维权和服

务。这一转变一方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另一方面紧紧围绕

广大职工群众的需求，贯彻落实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做到既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公转”，

又立足所服务的职工群众“自转”，明确了新时代工会工作的重点和目标任务。

4. 有效发挥党联系服务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深化工会自身改革建设

工会工作是党通过工会组织开展的职工群众工作，是党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群众为实现党的中

心任务而奋斗的重要工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

的内涵，由原来的“联系群众”进一步明确为“联系服务群众”，为“桥梁纽带”赋予更加丰富

的内涵。工会有效发挥党联系服务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必须不断深化自身改革建设，适应

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2015 年 7 月，中共中央首次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群团

组织改革建设提出了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要求。2023 年 10 月，在中国工会十八大召开后，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夯实基层基础，激

发基层活力，不断增强基层工会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11]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性”和“三

力”的论述，为工会深化自身改革建设、有效发挥联系服务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指明了方向。

三、坚持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领导的实践路径

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组织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同时，党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程中，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作用。坚持和加强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

的领导是做好工会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是中国工会性质宗旨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区别于西方工

会最本质的特征。本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坚持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领导的实践路径。

（一）加强工会干部和工会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强化承担政治责任

作为党联系服务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工会组织理所应当要承担团结带领广大职工听党话、

跟党走，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政治责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动理想信

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第 32 条明确规定，工会会同用人单位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引领。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承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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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治责任。对于工会干部和工会工作者而言，首先，必须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树牢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洞察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规律。其次，

要善于教育引导职工群众，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自觉把自

身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正确认识和对待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

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贡献智慧力量、创造美好生活。

（二）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把握主题和方向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7]477。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国梦的中心任务不同，路径和方案不同，但始终不变的是党的中心任务

就是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主题和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2024 年 7 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坚持党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领导，应始终围绕当前党的中心

任务部署谋划和推动工会工作，从实践层面找准工会工作与党的中心任务的结合点、切入点、着

力点，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工会系统落实落地。

（三）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支撑和技能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提

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要求。2017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202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工会具有密切联系产业工人的组织优势和阵地平台资源，应积极

发挥作用，以高素质的劳动大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支撑和技能支持。应加大对产业工人的宣

传力度和主人翁地位的宣传引导，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充分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促

进产业工人知识更新和学历提升；为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普惠制、普及性的技能培训

服务，稳定制造业产业工人队伍。

（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站稳职工群众立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实现奋斗目标，靠的不仅仅是 9918.5 万名党员，而且要在

党的坚强领导下，广泛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团结奋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为了群众。工会作为

党联系服务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动员

广大职工群众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团结奋斗，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坚持党的

领导，就必须站稳职工群众立场，走万家门、访万家情、结万家亲：在与职工打成一片中，掌握

做好职工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倾听职工需要诉求中，完善服务职工群众的手段措施；在为职

工办实事做好事中，赢得广大职工群众的信任；在组织动员职工群众中，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

之力。

（五）构建中国工会话语体系，讲好中国工会故事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49“巴黎公社”作为世

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仅存在 72 天。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于 1991 年 12 月

解体。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下，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伟大历程中，极大丰富和发展着马

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理论，最新的成果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

要论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海，中国职工与外国职工、中国

工会与外国工会之间的交流沟通越来越多。这要求我们必须积极构建强有力的中国工会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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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增强自信心、责任感、使命感，对外提高话语权、传播力、主动性。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 恩格斯 . 共产党宣言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8.
[2] 列宁 . 列宁选集：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2.
[3] 列宁 . 列宁选集：第 4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2: 368-370.
[4] 毛泽东 .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1: 1471.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M]. 北京 :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16.
[6] 任建树 .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4 卷 [M]. 上海 : 上海出版社 , 2009: 424.
[7] 习近平 .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23: 477.
[8] 毛泽东 .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1.
[9] 毛泽东 , 邓小平 , 江泽民 .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02.
[1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 习近平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论述摘编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23: 32.
[11] 习近平 . 组织动员亿万职工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J]. 求是 , 2024(9): 4-7.

［责任编辑：徐文粉］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Upholding the Party Leadership over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rade Unions Work

Abstract: Uphold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over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rade union work i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Marxist trade union theory.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ing the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 and trade union work for 

over a century demonstrates the profound theoretical logic and historical logic of this leadership. Marx and Engel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workers' movement, while Lenin highlighted that the trade union is a  "transmission device " 

between the proletarian party and the working masses dur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Party 's leadership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the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 From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the period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n to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on to the New Era of Chinese 

Socialism,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rade union work in China have always focused on the central task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t is suggested 

in the study that in the new era,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trade union work should be upheld, with the emphasis 

on enhancing the theoretical cultivation of trade union cadres and workers, and reinforcing their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the trade union work must 

always revolve around the Party's central tasks, grasping the theme and direction; deepen the reform of industrial workforce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talent support and technical backing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tand fi rm on the workers' position, practicing the mass line.

Key words: Party leadership; working class; workers' movement; trade un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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