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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发展工人党员探析 *

熊 秋 良

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进军，中共解放的城市越来越多。为了尽快适应和建设城市，中共将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党员和建设党的基层组织的经验运用到城市建党中，尤其强调重点发展工人党
员，并于 1950 年 5 月提出 “在三年到五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收三分之一的人入党”①。这一目标
的提出，体现了中共希望增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凸显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想法，同时也是中共巩
固城市政权的必然选项。目前学界较多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建党工作，关于城市建党的研究较
少②。本文聚焦城市建党过程中发展工人党员的具体情况和政策调适，探讨发展 1 /3 工人入党的目
标所体现的政治理念、现实考量及其与组织建设实践之间存在的矛盾。

一、城市工作必须依靠工人阶级

新中国成立后，接管和建设城市的任务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一项重大考验。正如毛泽东在中共
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 “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
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③ 城市远比农村复杂，仅从
社会结构来说，就有工厂主、工人、商人、小店员、手工业者、城市贫民、难民、帮会、隐蔽的特
务分子以及其他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深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中共的态度较为模糊和混乱，甚
至充满怀疑。城市工作千头万绪，为稳定新政权，中共需要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么，进入较为
陌生的城市，中共应该依靠谁来开展城市工作呢?

答案似乎不言自明。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共，当然是依靠工人阶级。但一些党员干部并不这
样认为，尤其是农民出身的或在农村中工作已久的干部对工人有看法，甚至有抵触情绪。论功劳，
他们认为工人没有为战争作出牺牲，不出勤务，对革命没作贡献，“十年内乱，万里长征，八年抗
战，三年自卫战争皆为农民一手打天下，工人贡献很少，没有功劳”④。论立场，他们指责工人为敌
人造枪炮，是帮助敌人打农民，甚至提出要在工人中开展 “挖蒋根”运动。论革命实践，他们认为
中共是 “穷人党”⑤，在农村领导农民翻身分土地，进城后也要领导城市穷人分房子，因而贫农是
城市的主要依靠者。论思想，他们看不起工人，认为工人思想落后，政治觉悟低，吃得较好，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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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朴素。党内有这些看法并不奇怪，因为中共长期在农村从事革命斗争，战争的物资消耗主要来自
农业，兵源主要由农民补充，战争的后勤保障主要依靠广大农村。这些情况反映在党员构成上，则
是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对多数。据 1949 年下半年的统计，在 326 万余名地方党员中，农民
成分占 83%，工人成分仅占 5．87%①。因此，对于城市依靠谁的问题，中央要统一全党思想。这既
是中共开展城市工作必须作出的回答，也是党员干部进城后需要对工人阶级进行再认识的重要
原因。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 1949 年 1 月 11 日，负责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安子文在给毛泽东的工作报告
中就已提到。他说，由于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党内成分主要是农民与知识分子，他们同城市无产阶
级不是根本没有接触过，就是已经脱离了很久。因此要重新教育进城的干部，使他们懂得管理城市
与依靠无产阶级，特别要注意在城市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党员，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是 “摆
在今天议事日程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②。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
领导同志对于城市的依靠力量作出了明确回答。毛泽东指出: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 有
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
级。”对这些糊涂思想要进行批判，“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③ 刘少
奇也指出，在管理城市的问题上有一个依靠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过去与工人有较多联系，后来被
迫转入乡村。虽然党在城市中保存着相当可观的地下力量，但党同工人的直接联系无疑减弱了，对
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全党要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依靠力量，并建立工会，发
展党的组织，这样 “工人群众就成为最可靠的力量，并且同我们互相了解”。④ 任弼时更为明确地
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以城市为重点，“基本意思就是依靠
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过去由城市转到农村不容易，现在由乡
村转入城市也有不少困难。他以石家庄为例指出，接管遇到的困难就是不了解城市，不熟悉工业，

造成党的工作的被动。后来提出 “依靠工人阶级、生产长一寸”的口号，才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积极
性，基本恢复了生产，稳定了城市秩序。⑤

对于中央多次强调城市工作要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非常重视。
1950年 12 月，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除传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指示外，还特
别指出，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工人阶级的作用，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关心他们。依
靠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贯彻到各部门中。⑥ 广州市委坚决执行中央和中南局的指
示，要求全体党员树立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处处为工人利益着想⑦。广西在城市接管工作中也遇
到依靠谁的问题，党员干部通过学习，克服了认为工人落后的错误思想，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和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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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工人阶级，对于中共和接管城市的干部来说，是一项极为现实和重要的工作。虽然中共是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由于革命环境的特殊性，城市工人阶级长期与农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存在疏
远，对党的建设情况了解比较有限。但新政权建立后，不仅城市建设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而且根据
《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这说明无论是政治建设还是经济建设，
都需要中共帮助工人提高对新政权的认识，增强他们的阶级意识，在组织上团结他们，大量吸收工
人积极分子入党。只有这样，才能切实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扩大党的阶级基础。

二、公开建党与积极、慎重地发展工人党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与城市工人阶级的联系因革命形势的变化而明显不同。党成立之
初，工作重心是在城市建立产业工会，发展工人党员，领导工人运动，与工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大
革命失败后，中共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在解放城市的过程中，依靠地下党与工人建立联
系，主要是隐蔽作战和秘密建党，不可能与城市工人建立更加广泛和公开的联系。随着城市的解
放，发动政治宣传、恢复工厂生产、进行社会治理等都需要强有力的党组织，这对城市建党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1948 年 2 月，中共中央决定，老解放区城市的党组织由秘密状态转向公开活动，逐
渐公开建党。同时鉴于城市工作的复杂性，中央提出要谨慎地发展党员，逐步建立党对城市的领
导。1950 年 5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明确了在城市公开建党
的方针，并指出其目的 “是为了更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与监督之下，建
设一个有战斗力的纯洁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①。对于中共而言，城市公开建党是必然的趋势。一是
城市已经解放，作为执政党，党组织不可能仍处于隐蔽和秘密状态，应该公开党的组织和党员身
份，树立党的旗帜，得到群众的认可，进而认同新政权。二是为了加强与广大群众的联系，也需要
公开党组织和党员。通过公开党组织，与群众建立联系，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城市的各项工作，培养
工人积极分子，接收他们入党，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三是通过公开党组织，可以让混入党内的
投机分子和反动分子身份暴露，纯洁党的组织。

根据中央指示，解放较早的城市开始公开建党的工作。例如，1949 年 4 月，河北邯郸市委提出
本年 “在产业工人以及店员中，要完成发展党员 5%的任务”，同时提出普遍执行公开建党的方针，
先将情况较好的党支部在群众中公开②。从 6 月底开始，北平市委将工厂、学校的党组织先后公开，
在党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其中第 2、第 4 区公开党支部 18 个、党员 270 名，并举行公开党支部和党
员的仪式，结束了党组织的秘密状态。第 10 区经过充分的组织和思想准备，也举行了公开党组织
的仪式，向群众宣读了党员名单。③ 8 月 11 日，天津市委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公开党的组织。11
月，经唐山市委批准，中共唐山制钢厂工委和下属 5 个党支部向广大职工公开。郑州市委组织部考
虑得更加细致。首先，为公开建党创造思想基础。一方面对工人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让他们
懂得世界是谁创造的、谁养活谁、谁革命、革谁的命等道理; 另一方面加强党纲、党章的宣传教
育，通过集体会议、漫谈等方式，使工人们了解了共产党是什么组织、党的任务是什么、什么人可
以加入共产党、党员的条件是什么、怎样入党以及党员的权利、义务、组织原则、党的纪律等基本
知识④，知道入党后要对党负责。然后，在工人中执行公开建党的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解放
较晚的城市，也先后公开建党。例如，叶剑英提出，1950 年广东省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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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在先后不同的时间内公开党组织，扩大党的影响①。

工人阶级是中共执政的阶级基础。毛泽东指出: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
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② 为了增强中共执政的阶级基础，体现无
产阶级的领导力量，中央当然要考虑加强城市工人党员队伍建设的问题。1949 年 1 月，安子文在给
毛泽东的工作报告中就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要加强党对城市的管理和领导; 二是应特别注意在城
市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党员，尤其是工人党员。无论是从党发展的历史起点回溯还是从城市政
权建设的现实需要考虑，增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是中共中央一直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1949 年 3

月，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党训练、培养和教育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发展他们为党员，进
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这样才能将依靠工人阶级的政策真正落实，也才能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
到城市以及发展工业建设的需要，为此必须吸收大量的工人入党。他希望，“经过五年或者更长一
点时间，在产业工人中发展一百万党员; 在非产业工人的劳动者中，如受雇用、受剥削的手工业工
人和商店店员中，也要争取吸收一百万人进党来。”5 年以后，党员总数将达 800 万左右，从而使工
人成分的党员，包括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在内，占到党员总数的 35%左右。③ 刘少奇也认
为: “原则上党在工人中应大量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工业，掌握城市。”④ 因此，中共中央在
确立城市公开建党的方针后，重要的任务是在工人中大力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的工人成分，建立
城市党的基层组织，增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在城市建设中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然而，在城市解放之初，社会环境相当复杂，一些流氓帮会分子、敌特人员乘机混入工人队
伍，城市工人建党的条件还不太成熟。此外，一些工人群众对党的认识还较为模糊，有的人说 “共
产党需要谁就说谁好”⑤，有些工人党员说: “工人就是党，党就是工人! ”⑥ 应然的要求和实然的现
状，使得中央对城市党员的发展工作不得不采取谨慎态度。因此，在接管城市初期，中央要求采取
积极、慎重的方针发展工人党员，既要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接收新党员，又要保持党的纯洁
性和严肃性，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建党必须坚持的方针之一。

根据中央的精神，各省市积极、慎重地推进工人建党工作，在企业资产清算、生产竞赛和民主
改革运动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同时对他们的出身、历史、政治情况和思想认识进行严格考察后
再发展为党员，有步骤地领导、准备和组织建党工作。1949 年 8 月，北平市第 10 区委员会提出在
大工厂中建立党的组织，经过培养和教育工人，一些工人积极分子纷纷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

同年 11 月至 1950 年 1 月共举办两期积极分子培训班，宣传党的政策，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对
参加培训的 235 名积极分子严格考察后，发展了 63 名新党员。⑦ 郑州市委在发展工人党员过程中，

一方面积极地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以及党的基本知识和政策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
水平，另一方面注意在培养中审查积极分子的政治面貌，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经过严格考察后，

再由支部评议，符合条件的积极分子才能加入党的组织。郑州市委还要求 1950 年 “五一”后在全
面生产运动中有计划地发展党员，一年内 “建设一个初具规模的党”。⑧ 1950 年 1 月，博山市委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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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提出重点发展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及工龄较长的老工人以及生产运
动中的模范人物。截至 4 月底，全市发展党员 201 名，新建党支部 14 个。①

应该看到，新政权建立伊始，城市工人党员的发展能取得一定成绩实属不易，但整体情况并不
乐观。1950 年 5 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表示，全国有 450 余万名党员，就全国 5 亿人口来
讲，党员人数太少，而且真正的产业工人党员不到 10%，比重更少②。一些地方党员发展的情况也
佐证了安子文所讲的内容。同年 12 月，邓小平指出，城市要发展工人党员，但党内干部工作消极，
重庆曾要求入党的工人有 100 多人，经过两三个月的审查，只批准了 6 人。后来重庆市委直接着手
进行此项工作，才发展了一部分工人入党。他批评此种工作方式是 “把谨慎发展党的组织，变成了
不注意发展党的组织”。③

三、提出接收三分之一产业工人入党的目标

随着解放城市的增多，经济恢复任务愈加紧迫，城市建党工作实际上跟不上对城市的接管、领
导和治理，这使得中央更加重视城市建党工作。1950 年 3 月，安子文就一年来党的组织工作向毛泽
东、刘少奇作了汇报。他认为，革命胜利后，一年来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今后发展党员的重点
仍应放在工人阶级上，同时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成分在党内有一定的比例，对于农民党员的发展，须
加以限制。根据这一意见，中央明确要求，“今后发展党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
上，在三年到五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收三分之一的人入党。”④ 也就是说，从 1950 年至 1953 年或
从 1950 年至 1955 年接收 1 /3 的产业工人入党，这个 “三分之一”的目标与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
上所提 35%的想法基本一致，这说明中央重点发展工人，尤其是发展产业工人入党的政策是一以贯
之的。中央认为，“三分之一”的任务在全国胜利的条件下是可能与必须完成的。为了保证无产阶
级成分在党内有一定比例，中央提出，今后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在老区，党的任务主要
是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 在新区，暂不发展党的组织。同时规定 “在今后三五年之内，农
民党员以不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一为标准”。⑤ 1950 年 6 月，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书面
报告中将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必须做好的 8 项工作之一，再次强调要坚决
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鉴于党员已发展到 450 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
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同时强调 “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
分”。⑥ 由此可见，中央的想法十分明确，通过对城市和农村采取有区别的建党政策，遵照积极、慎
重的方针，有步骤地发展工人党员，扩大工人成分在党内的比例，增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凸显党
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随着国家各方面事业的开展，党的基层组织也在逐步扩大，但发展仍不够平衡。1951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9 日，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和党员
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老区党的组织已经发展得很大，新区党的组织却还很小; 农村党员数量很
大，产业工人党员数量很小”，因此，党的建设工作首先应该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吸收新党员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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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组织，“这是党在城市中的重要任务之一”①。同时，为了对党员发展加以规范，中央要求各级
党委应定期制定发展新党员的工作计划，使发展党员工作成为各级党委的日常工作。1951 年 12 月，
中央在全国开展 “三反”运动，这对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是一次非常有效的整顿，也为各地建党创
造了有利条件。中央于 1952 年 5 月发出 《关于在 “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
示》，要求各级党委争取在一年之内 ( 1952 年 6 月至 1953 年 6 月) ，随着工厂、矿山、企业中民主
改革、生产改革以及增产节约、生产竞赛等运动的开展，“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批接收工人、店员
中的优秀分子四十万人入党。具体要求: 在全国三百六十万产业职工中接收百分之十; 一百五十万
店员中接收百分之三。”这是自 1950 年 5 月 21 日中央发出指示以来，又一次详细地规定了发展工
人、店员党员的具体人数，说明中央希望有步骤地、在计划时间内完成 “三分之一”的目标。同
时，鉴于全国农村有 12 万个新区乡村、2 万个老区乡村没有党的组织，中央提出 “在农村中要接收
将近一百万党员”②。这说明中央在强调重点发展工人党员的同时，对农村建党工作也进行了调整。

按照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部署以及中央的指示，各中央局、分局相继制定了工人党员发
展计划，以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1950 年 12 月，邓小平提出，城市发展党员主要在工人中。今
后半年内，在重要厂矿的 30 万工人中，吸收 7%即约 2 万工人入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③ 西南
局 1952 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 15 万名党员，其中工人党员 1．5 万名④。1951 年 9 月 22 日，华
东局部署新党员发展工作，强调发展对象首先是产业工人，特别是上海、青岛、无锡、济南、杭州
等城市，在计划中要适当地规定发展产业工人党员的数量，以便能心中有数地进行建党工作。10 月
13 日，中央批复同意华东局的建党工作安排。随后华东局制定了 1952 年的工作纲要，其中重要工
作之一就是按照发展产业工人 10%的规模制定发展党员的计划。⑤ 华南分局按照第一次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的决议，制定了 1951 年下半年至 1953 年整党建党工作计划，将建党的重点首先放在城市公
营企业的产业部门，其次是私营的或次要的产业部门和工矿工人。经过充分准备后，预计 1953年前
在华南的城市中接收产业部门 3%至 5%和非产业部门 1%至 3%的最觉悟最优秀的先进工人入党。⑥

各地按照中央和中央局的建党计划积极、重点发展工人党员。到 1952 年底，北京市宣武、前
门两区共发展 604 名新党员，新建 19 个党支部，原来没有党员的 78 个单位有了新党员，工人成分
的党员比重由 42%增至 46%⑦。公营工厂基本改变了车间党的力量薄弱的状况，增强了党的战斗
力，保证了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上海市 1952 年下半年接收的新党员中，工人成分的党员占
82%⑧。苏南曾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党的组织发展相对薄弱，经过两年的努力，除军队党员
外，苏南区共有党员 2．4 万余名，其中城市中工厂、矿山、学校及其他 ( 街道、码头等) 党员占
6．3%。从成分上看，党员中产业工人成分为 3．8%。⑨ 一些城市的工厂在发展党员方面也取得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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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经过 “三反”运动的锻炼，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涌现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党委经过认真考
察，批准了 63 名积极分子入党①。南京永安五厂有工人 800 余名，截至 1952 年 12 月，发展党员 17
人，约占工人总数的 2．1%②。山东铝厂恢复建设后积极发展党员，到 1952 年底，全厂共有职工
5165名，党员 551 名，占该厂职工总数的 10．7%，厂党委辖 1 个党总支，31 个党支部③。从以上各
省市区、城市和工厂逐级发展党员的具体情况来看，工人党员的人数比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了较大发
展，体现了中央重点和有步骤地发展工人党员的政策得到了贯彻执行。

四、放弃 “三分之一”的目标与保证党员质量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从 1953 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
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形势的迅速发展，城乡各项工作的开展，都要求大量党员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和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为此，1953 年 9 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根据会议报告，截至 1953 年 6 月底，全国党员共 636．9 万余名，其中工矿、企业
党员比 1950 年底增加了 108%，农村增加了 8．7%。城市一般都注意发展工人党员，在国营工矿中，
50 名职工以上的厂矿，除个别外，都有了党组织或党员。不少地方的私营工矿企业也有了党组织，
如天津市 25 名职工以上的私营工厂中已有 67%建立了党组织或有了党员。土改复查后的新区农村
30%以上的乡建立了党支部。如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就着重在土改复查后的新区农村发展新党
员，建立党组织。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肯定城市和农村建党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城市工
矿企业和新区农村都没有完成原定一年 ( 1952 年 7 月至 1953 年 6 月底) 共发展 200 万名新党员的
计划，新发展的党员只占原定发展计划总数的 38．2%，其中华东区最少，只有 18．8%，华北区为 29．
6%。④

中央根据两年来城乡发展新党员的经验、当时各种工作条件以及中心任务，对城市建党和农村
建党的方针进行了调整。新区农村采取逐步发展并巩固党的组织的方针，城市则采取巩固地向前发
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并要求将发展新党员作为党的经常性工作，同时为了使党的组织建设适应全国
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中央强调应特别注意做好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厂矿企业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尤其
应注意在这些厂矿企业的重要部门、重要车间和技术工人中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重要私
营厂矿企业和手工业工人中，也要加强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的工作。

根据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精神，中南地区工矿、交通运输企业发展了大批优秀工人入
党。据 1953 年底统计，全区工人党员比 1952 年 6 月增加了 4 倍，平均每 15 名产业工人中就有 1 名
党员，而且特别注意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中发展党员⑤。1953 年 7 月到
1954 年 5 月，四川省有 1100 多名优秀职工成为党员⑥。1953 年，广西省各厂矿工人中的党员比
1952 年 6 月增加 3 倍以上，到 1954 年 5 月，全省平均每 18 名产业工人中就有 1 名党员⑦。一些重
要城市的工人党员发展也取得较好成绩。例如，天津市 1953 年发展新党员 8694 名，新建支部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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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全市党员人数是 1949 年解放初期的 6．6 倍，其中工人成分的党员占全市党员总数的一半以
上①。根据南京市委党校的统计，截至 1954 年 12 月 31 日，当年共发展党员 328 人，其中工人成分
的党员 128 人，比例为 39%②; 截至 1955 年 12 月 31 日，当年共发展党员 280 名，其中工人成分的
党员 38 名，比例为 13．57%③。1954 年上半年，上海市各工厂有 1．1 万多名优秀职工入党，其中第
一季度在 83 个重工业和纺织工业工厂中有 60 多名技术人员被接收入党④。1954 年第一季度，武汉
市新发展的 1321 名党员中，工人多达 856 名，其中技术工人 481 名⑤。1954 年，广州市国营、公私
合营工厂企业及基本建设、交通运输部门的 1775 名新党员中，工人 1069 名，新建党委 7 个，党总
支 19 个，党支部 203 个⑥。1954 年 6 月 30 日，《新华日报 ( 重庆) 》报道，重庆市各厂矿党组织两
年来接收了 1．3 万多名优秀工人入党，工人党员人数增加了 3．5 倍; 各厂矿新建 500 多个党支部，

主要车间都建立了党支部⑦。以上数据反映了工人成分的党员，尤其是技术工人党员得到了迅速发
展，各地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将发展新党员作为党的经常工作予以落实，并努力争取实现
发展 “三分之一”产业工人入党的目标。

同时，按照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对农村党员发展方针的调整，农村各级党委注意吸收从农
业合作化运动、普选工作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农村党组织建设取得较好
成绩。例如，1954 年 1 月至 3 月底，四川省有 7500 多名优秀农民被批准入党，这批农民党员已成
为农村的 “社会主义带路人”⑧。云南省广大农村在互助合作运动的大发展中有 31519 名农民入党，

全省担任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副社长的党员共有 435 人⑨。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中央
于 1954 年 11 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鉴于许多农业合作社还没有党员，无
法建立党的组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会议提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 3 年内 ( 1955 年到 1957

年) ，在农村继续发展 200 万至 300 万名新党员。当时农村党员近 400 万，也就是说，到 1957 年应
发展到 600 万至 700 万名党员。○l0

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全国城乡党组织都获得了较大发展。1955 年 8 月，中央组织部就 1954

年以来全党组织工作向中央进行了汇报。截至 1954 年底，全国共有党员和候补党员 785 万人，国
营和公私合营的厂矿一般都有党的组织，党员数量平均占职工总数的 12%左右，工人成分的党员有
85 万人，占全体党员的 10．8%，比 1950 年底的 5．1%增加了 5．7%。在全国农村，除 3．1 万个乡没有
建立党的组织外，其他地方都实现了党组织的覆盖，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党在城乡社会主义建设
和改造工作中的领导作用。○l1 同时，随着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党的任务日趋繁重，中央组织部认为，

党员数量还不够，若干地方党的组织仍比较薄弱，特别在产业职工中，党员数量发展不多，工人成
分的党员在全体党员中的比例仍很小，而且农村还有 3 万多个乡没有党组织，这种情况显然不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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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任务对于党员干部的需求。
对此，中央组织部强调，有必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后 3 年内 ( 1955 年到 1957 年) 仍按

中央决定，继续在农村中接收 200 万至 300 万名新党员，这既体现了中央对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
织工作会议提出的发展农村党员目标的重视，也反映出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提速，中央加快了农村建
党工作。同时，中央组织部提出，在工厂、矿山和基本建设、交通运输等部门的职工中接收 80 万
名党员。不过，即使完成 80 万名的发展计划，到 1957 年底，产业职工中的党员也只占职工总数的
15%左右，这与中央在 1950 年 5 月的指示中要求 “在三年到五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收三分之一
的工人入党”的目标仍存在一半的差距。但随着国家工业建设的发展，职工队伍的不断扩大，以及
中央对农村党员发展政策的倾斜，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央组织部认为，想实现 “三分之一”的
目标，“事实证明，这个要求是过高的，现在看来，在今后若干年内，也不易做到”。为此，之后关
于发展产业工人党员的目标，不再提 “三分之一”为好，以免各地在实际工作中追求党员数量，降
低党员标准。① 也就是说，不再通过运动式的入党热潮来实现党员的发展目标，更强调各地区要有
领导、有步骤地扩大工人党员的队伍，保证发展党员的质量。

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召开，根据邓小平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截至 1956 年 6 月底，全国共
有党员 1073．4 万多名，占人口总数的 1．74%。其中工人党员 150．2 万多名，占党员总数的 14%，农
民党员 741．7 万多名，占党员总数的 69．1%。② 12 月，安子文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会
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截至 1956 年 9 月底，当年共接收 230 万名党员，估计到年底可能接收 300
万名，党员总数将达 1200 万名，其中将有预备党员 300 万名。针对党组织的发展情况，他提出原
定 1956 年到 1957 年发展新党员的计划应停止执行，1957 年应基本停止接收党员，腾出时间和集中
力量做好 300 万名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工作，以保证党员的质量。③ 根据这一报告，中央
于 1957 年 1 月 10 日发出 《关于 1957 年接收党员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 1957 年基本停止接收新
党员。如此，发展三分之一产业工人入党的目标也几乎不可能实现。

五、结 语

在城市解放、接管和建设过程中，中央一直强调城市建党工作，要求重点发展工人党员，甚至
提出 “三分之一”的目标，尽管最终未能按预期实现，但从党的政治理念、城市建设的现实考量以
及组织建设实践解读中央作出的这一决定，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的核心，也体现了党的政治
理念。党成立时的第一个决议就表明，在政治斗争中 “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④。在领导工人运
动中一直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党的基础 “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⑤。在各地党组织
的努力下，中共五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 57967 名，工人成分的党员占到党员总数的 53．8%⑥，体
现了较好的无产阶级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党被迫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为了发展和壮大力量，党吸
收了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入党的组织，从而造成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广泛存在。以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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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党所处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出发，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实现在
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大多数的情况下，“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
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目标①。新中国成立后，党回到
城市，有条件吸收大量工人加入党的组织。因此，中共要求大量发展工人党员，改变党内工人比例
过低的现状，增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突出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面对繁重、艰巨、复杂的城市工作，中共强调要紧紧依靠工人，发挥城市工人党员的带头作
用，这不仅是城市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建设先进工业国的必然要求。城市建设和发展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工业化的进程，而工业化体现生产力的进步，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现代工业
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共一直强调工人阶级要将自己的使命，与人民幸福、国家发展、社
会主义建设联系在一起。这说明重点发展工人党员的政策契合国家性质的变化，体现了无产阶级领
导权。

基于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理念以及加强城市建设的现实考量，新政权建立后，中共始终
强调必须重视城市党的组织建设，重点发展工人党员，并于 1950 年 5 月明确提出在 3 年到 5 年时间
内发展 1 /3 产业工人入党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受到战争年代运动式发展党员的惯
性思维的影响。因为革命需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征求党员运动和抗战时期大力发展党员的号
召，都在较短时期内解决了党员力量不足的问题。但新中国成立后，在各地遵照中央指示重点发展
工人加入党组织的实践中，却不得不面对许多实际的问题。一是城市工人因长期处于国民党统治
下，对于新政权和中共的认知较为模糊，各地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加强对工人积极分子的思想理论教
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二是发展党员是一项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当时城市干部非常紧缺，各
级党委基本不可能配备专人担负此项工作; 三是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中央提出了共产党员
标准的 8 项条件，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对降低标准和追求数量。然而，中央又希望能在一
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大量发展工人党员，改变工人党员和农民党员的比例，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鲜明
属性，并解决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干部人才。因此，这一时期发展城市工人党员的计划与组织建设的
实践处于矛盾之中，尤其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推进，中央调整了农村发展党员的方针，农村
新党员增长迅速，试图通过扩大工人党员的数量、减缓农民党员发展的速度，使工人党员和农民党
员在党内的比例出现较大变化的想法基本很难实现。因此，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放弃了 “三分
之一”的目标，不再单纯从党员数量上提出要求，更加关注党员的质量。既然工人党员在数量上无
法达到一定比例，凸显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改造党
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成功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得以持续，并在党的建设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

( 本文作者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责任编辑 乔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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