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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国工人运动相结

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也是无产阶

级政党产生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符合无产阶级政党

产生的一般规律，同时由于党成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

国，因而又具有自身特殊的历史特点，这些历史特点对党制

定初期的战略构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党初期战略构想的提出

政党是一定社会集团中有着共同政治意愿的人们自愿

结合在一起、以取得政治权力为首要目标的政治组织。任何

一个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意愿，都必须制定正确的战

略策略。马克思和列宁都高度重视战略的作用，列宁强调无

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实践经验来制定

和完善自己的策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构想，指的是党在特

定历史时期、历史阶段所提出的总路线、总政策以及实现总

路线、总政策的途径和方法等。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

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建党初期就注重制定战略构想

以实现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共同政治意愿。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在建党前就开始探索

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政治目标。由

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在 1920 年 11 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

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文献，是在马克思主义

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的直接影响下定稿的，它提出共产

主义者的理想是：“经济方面，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

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

有，社会共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经济上

的任务是要消灭资本私有制；“政治方面，共产主义者主张

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
在的”，这里实际上提出无产阶级政治上主张建立一个没有

政府的社会，这是当时共产主义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没有联

系中国的实际，有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宣言还提出共产主义

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

会”。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

有用强力“达到资本家的国家”。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

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使它成为雄厚的“攻打资本主义

的势力”，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推

翻现在的资本制度。宣言最后提出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是

要以阶级斗争作为“打倒资本主义的工具”，“一九一七年十

一月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使俄罗斯的阶级斗

争变作劳农专政的方式。所以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斗争也

日见紧迫，他的趋向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斗争一样的方
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向

外发表，但是后来成为奠定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的基础，实

际上也起着党纲的作用。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纲领的

第二条提到：“（1）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

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

的时候；（2）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

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
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联合第三国

际”。从这四点说明中国共产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同一切

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党划清界限，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推

翻资本家的政权。
纲领的第三条提到，“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

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

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黄色知识分子

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

的主要目的，说明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认清中国革

命的性质。在 7 月 31 日，也即南湖最后一次会议上，代表们
集中讨论了党成立后的工作计划，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

一个决议》，其中第五条提到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对现有其

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在

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

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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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刚成立的党还没

有认识到无产阶级要联合其他一切革命的党派和集团来反

对共同的敌人，还没有能够深刻认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
从以上可以分析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第一次提出了

党的总路线、政治目的以及实现政治目的之途径等，初步形

成了党的初期战略构想：用阶级斗争的暴力革命的方式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效仿俄国十月革命，不经过民主革命阶

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民

族革命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党的一大制定的初期

战略构想作为党的总的战略构想是正确的，但作为阶段性

的总政策、总路线是脱离了当时实际国情的。这是因为党对

当时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性质、特点的认识不足，这种认识

不足受到党成立的自身历史特点的深刻影响。
二、党成立的历史特点对其制定初期战略构想的影响

（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

列宁的建党原则为榜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这个历史特点对党制定战略构想有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

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
正主义遭到破坏后，因而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

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时代发

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因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

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在制定战略构想的时候

少走了许多弯路。
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中国党在第一次大会时，虽

然与共产国际还未正式发生组织上的关系，然而它的总路

线与组织原则的决定，是直接以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
党与共产国际为模范的”。正是由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又使得早期的共产党员忽略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照

搬俄国人的做法。然而，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

力量比较强大，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并通过无

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

国家，而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人阶级的力

量也比较薄弱，不具备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党的

一大提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构想是完全照搬

俄国的经验，照搬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途径，没有

从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阶级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特点的角
度，只是简单地把中国革命的问题看成是工人阶级与资产

阶级的矛盾，对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的认

识也不足，只得出中国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

义革命的结论，这是共产国际指导下，对我党制定初期战略

构想产生的消极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缺乏对马

列主义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导致党初期的战略构想具有

片面性。“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

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那时起，中国的

先进分子就开始在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的结合。理论准备指的是对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论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规律的统一把握。然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只是短短几年

的时间，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相对比

较少的，很多同志都是先入党，再接受理论的教育；先投入

实际的革命斗争活动，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中共

一大召开期间，在讨论拟定党的党纲的时候，李汉俊、李达、
陈公博等代表提出党的当前任务应该是在国内成立一个研

究马克思主义的机构，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当前应着重研究

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以刘仁静、张国焘、包惠僧等代表则

主张运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他们认为成立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为了研究马

克思主义，应着重于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做准备。从一大

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提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是
实行社会革命，可见后一种主张得到大会的支持，因而党一

成立就着重于开展工农运动，而没有在全党开展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系统学习。而且，当时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是秘密进行的，国内介绍、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书籍也很

少。
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条正确的道

路，到酝酿、筹备、组建中国共产党，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

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以及中国的社会历史发

展规律还缺乏整体、系统的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

“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开地讥笑
了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做法，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

一般的任务，而这样的任务必然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

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有所改变。早期的共产主

义者正是因为没有整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

有深刻地理解理论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无产阶级

政党制定战略构想的时候，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即一

切从实际出发，而当时中国的最大实际就是处于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不具备

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党的初期战略构想

脱离了实际国情。
（三）党成立初期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这个

历史特点对党制定初期战略构想也有重要影响。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五大阶级结构中，小

资产阶级和农民占人口的多数。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
城市贫民、职员、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小工厂主

等。农民主要是指中农和贫农。所有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

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

和没落的境地。”从阶级结构上来说，农民不属于小资产阶

级，但是从思想意识范畴来说，农民属于小资产阶级。中国

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在党内占多数，一大召开
时，13 名党员代表都是知识分子，53 名党员里小资产阶级

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只有 2 名党员是工人出身，实际上没有

工人党员。这就使党制定初期战略构想的时候会受到各种

小资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

观念摇摆不定，容易把狂热偏激的意识带到党内来，这也是

导致后来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

原因。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组织上入了党，但是思想上还

没有完全转变立场，容易偏激而排斥其它革命的党派，他们

否定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最具革命
性，没有认清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得出无产阶级政党不

需要联系其它政治派别的结论。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一

大召开期间曾讨论对孙中山的态度和关系的问题时，当时

发生过小的争论，包惠僧就认为我党和孙中山代表两个敌

对阶级，没有妥协的可能，他说我们对孙中山，应当与对北

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更严厉些，因为他在群众中有欺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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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尽管这种思想后来被大会批评，大会后来主张对待孙

中山主义采取批评态度，对于进步的运动可以采取党外合

作的形式援助。一大代表陈公博也认为中国连年内战，因此

任何使人民遭受痛苦的党派都是他们的敌人。早期的共产

党员还没有解决实现党的战略构想所需要的同盟军问题，

因而制定其初期战略构想的时候，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

义提出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家政权，而

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首要任务是完成反帝
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

革命。
（四）党成立的进程比较迅速，党员缺乏实际斗争的经

验，对中国国情和社会阶级状况的认识不足，也导致党初期

的战略构想脱离了实际国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

相结合大概 2 到 3 年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 1920 年 8 月

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就

完成了酝酿、筹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和世界上其它政党的

成立相比较，中共的创建进程比较迅速，原因在于以下几

点：首先，当时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已经出现革命的形势；
其次，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就在工

人群众中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努力促进

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日

益增多；最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迫切要求尽快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
党的一大召开时党内 50 多名党员里，参加过革命实践

斗争的党员并不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国情中，

中国共产党只有理论的指导而没有实际经验，对中国国情

认识不深刻，对国内阶级状况也缺乏深刻的认识，导致了党

在制定初期战略构想的时候，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是最革命
的，把资本主义当作中国的唯一敌人，忽视了资产阶级的革

命性。
三、历史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制定战略构想必须全面、完整地把握

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曾经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

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党的初期战略构想脱离了中

国的实际正是因为没有全面、完整地把握中国的国情。
党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必须全面、完整地把握本国国情，

才能制定正确的的战略构想，使之成为领导我国各项事业

稳步前进的有力思想武器。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

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

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

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历史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要客观、全
面认识现阶段的国情，制定所有政策、推进改革开放，都必

须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国情为依据。
（二）党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

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构想。毛泽东在 1938 年 10 月党的六
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

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具体特色

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加以实现、创造“新鲜活泼

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

克思主义。党的初期战略构想脱离了中国实际国情，也表明

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来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因此，只有

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

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构想。
十八大报告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

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改
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正是因为善于党把马克

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也是党和人民多年

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
（三）中国共产党制定战略构想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起来，一方面使得

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有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另一

方面，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

制定初期战略构想的时候，照搬俄国的经验，没有坚持独立
自主的原则来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党在制定战略构想和推进各项工作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

则，“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

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四）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学习，提高理论

水平和实践能力，更好地担当起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党成

立的历史特点对其制定初期战略构想的影响，从一大确立

党的政治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党就一直在实践着这

个战略构想，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

程，到二大召开的时候就制定出了符合实际国情的反帝反
封的民主革命纲领。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方面也给我们以

深刻的历史启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十分注重学习，

早期共产党组织几乎都是从研究马克思主义或者进行相关

研究的学习团体基础上创建起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也是

以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建党的思想基础，建党的过程

也是他们学习的过程。借鉴党初期战略构想给我们带来的

历史启示，我们党只有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才能提高执政

能力和领导水平。当今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深刻的变化，

今天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国

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
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构想，对提高党的

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党成立的历史特点对其制定初期战略构想的影响，也

表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曲折艰难，但它为中

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给党的建设发展以及制定党的战略构想留下宝贵的经验启

示：中国共产党制定战略构想必须全面、完整地把握中国的

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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