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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历程·2015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90周年， 同时今年还迎来了５年一度的全
国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本报以历次工代会为时间节点， 回顾和
展示中国工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团结带领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 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阶段所走过的光辉历程。

【事件】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时间】 1922年5月1日至6日
【地点】 广州
1919年， 中国工人阶级在 “五四” 运

动中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1921年7月， 中
国共产党诞生。 党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和工
人运动， 一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
个决议》 明确规定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
领导和推进工人运动， 基本任务是 “成立
产业工会”， 使中国工人运动发生了根本
变化。 8月， 党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 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 根据党的
决定，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2年5月1
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

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有
162名， 代表着12个城市、100多个工会组
织、27万多名会员。 大会取得丰硕成果，通
过了 《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
《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等10项决议案。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起点是
1922年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第一次
全国劳动大会正是伴随着这一高潮而召开
的，也促使工人运动进一步掀起巨澜。

工人运动掀起巨澜

参加一次劳模大会的部分代表合影。

【事件】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时间】 1925年5月1日至7日
【地点】 广州
1925年1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

全国代表大会， 提出中国革命需要有 “最
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 并取得领导
地位”。 为此成立了职工委员会， 并决定
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以加强对工人
运动的领导。

1925年5月1日至7日， 第二次全国劳
动大会在广州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281
人， 代表166个工会、 54万多名会员。 大
会通过了30多个决议案。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最重要的成果，
就是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
总工会总章》 规定， “本会以团结全国工
人， 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 中华全国总
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包括25名委员。 在
第一次执委会上， 推选林伟民为委员长，
刘少奇等人为副委员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 具有重大的
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全国工会实现了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

工会工作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21日， 全国总工会邀请参
加冶金工业群英会的150名劳动模范代表
座谈。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改革开放中的工人力量

1983年10月18日至２９日， 中国工会第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工会服务治理整顿

1988年10月22日至28日， 中国工会第
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工会高举维权旗帜

1993年10月24日至30日， 中国工会第
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事件】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时间】 1926年5月1日至12日
【地点】 广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北洋军阀集

中地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 与
推翻北洋军阀的目标是紧密联结的。 1926
年2月，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
强调， 中国共产党必须 “从各方面准备广
东政府的北伐”， 要争取 “北伐的胜利”。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 第三次全国劳
动大会得以召开。

1926年5月1日至12日， 第三次全国劳
动大会在广州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502
人， 代表699个工会、 124万多名会员。 刘
少奇向大会作题为 《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
的发展》 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总策略》等
文件，发表了《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
书》，呼吁迅速出师北伐。大会选举了新一
届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征为委员长，项英
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大会闭幕两
个月以后，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就开始了。

工人阶级投身大革命

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 上海工人
为响应北伐军先后进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工人运动经受大考验

【事件】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时间】 1927年6月19日至28日
【地点】 汉口
1927年6月19日至28日， 第四次全国

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 。 出席大会的代表
400多人 ， 代表全国有组织的280多万工
人。 李立三等人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
报告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等文件。

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右倾错误的影响，
四次劳大为挽救革命而提出的正确主张和
措施没有能够实施， 对国民党右派无法进
行有效的反击。 大会选出了中华全国总工
会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 苏兆征当选
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
议，纠正了党内的右倾错误，但是又产生了
“左”倾盲动错误。这次会议后，工人运动有
所起色和发展。特别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
义和广州起义中， 都有工人群众的力量和
作用。为指导工人运动的开展，1928年12月
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了机关刊物《中
国工人》。但是，由于“左”倾盲动错误的滋
长，工人运动又出现新的挫折和损失。

1928年12月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创
办的机关刊物 《中国工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今广州越秀南
路93号）。

【事件】 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

【时间】 1978年10月11日至21日
【地点】 北京
1978年4月， 全总八届七次执委扩大

会议召开， 标志着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开
始全面恢复。

1978年10月11日至21日， 中国工会九
大在北京举行 。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967
人， 代表着全国5000多万工会会员。 邓小
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词。 祝词
明确了新时期工人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和
奋斗目标， 阐述了工会组织的性质、 地位
和作用 ， 实现了党在工运领域的拨乱反
正， 为新时期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健康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倪志福向大会作题为 《中国工人阶级
新的伟大历史使命》 的工作报告。 大会选
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届执行委员
会。 在九届一次执委会上， 倪志福当选为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朱学范、 马纯古、
康永和 、 黄民伟 、 陈宇 、 宋侃夫 、 王崇
伦、 韩荣华、 刘玉娥、 章瑞英为副主席。

【事件】 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

【时间】 1983年10月18日至29日
【地点】 北京
以党的十二大精神为指导， 1983年10

月18日至29日 ， 中国工会十大在北京举
行 。 出席大会的代表1998人 ， 特邀代表
328人。 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 国务院向
大会致词， 倪志福作题为 《在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扬工人阶级的
主人翁精神》 的工作报告。 报告提出新时
期工会工作的方针： 以四化建设为中心，
为职工说话 、 办事 ，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
益， 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技
术教育， 建设一支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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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
届执行委员会。 在十届一次执委会上， 倪
志福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 顾大
椿、 尉健行、 罗干、 王崇伦、 章瑞英、 王
家宠、 蒋毅当选为副主席。

【事件】 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

【时间】 1988年10月22日至28日
【地点】 北京
1988年10月22日至28日， 中国工会第

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出席大
会的代表1515名，特邀代表282名。中共中
央、国务院致大会的祝词，表明了治理经济
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 全面深化改革的信
心， 阐述了工会工作和工会改革应当遵循
的基本原则。倪志福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一
届执行委员会。 在十一届一次执委会上，
倪志福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朱厚
泽、 王厚德、 陈秉权、 章瑞英、 郑万通、
李容光、 李沛瑶当选为副主席。

1989年9月28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召开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
会。 从这次大会开始，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每5年召开一次全国劳模表彰大会。 同年
12月， 中共中央下发 《关于加强和改善党
对工会、 共青团、 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
成为指导工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事件】 中国工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

【时间】 1993年10月24日至30日
【地点】 北京
1993年10月24日至30日， 中国工会十

二大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600名，
代表着全国1.02亿工会会员。 同时， 还有
296名特邀代表和21名港澳地区工会界的
来宾出席了大会。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国
务院致题为《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的
祝词。张丁华作了题为《团结动员全国职工
发挥主力军作用， 为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
二届执行委员会。 在十二届一次执委会议
上，尉健行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张
丁华、杨兴富、李奇生、刘珩、江家福、张国
祥、方嘉德、薛昭鋆、滕一龙当选为副主席。

1994年12月召开的全国总工会十二届
二次执委会议提出工会工作总体思路，明
确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
责， 是工会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的主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