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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工党是一个生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上个世纪70、80

年代以后，在蓬勃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和新科技革命影响下，英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阶级认同及民

众思想意识发生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迫切要求工党正确认识并顺应新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的要

求，及时制定与变化了环境与条件相适应的理论和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取得选民的支持。然而，工党

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决策体制存在的积弊，严重妨碍工党对自己理论和政策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党

的组织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工党理论和政策调整的前提。1983年金诺克上台后，开始对工党的组织

结构和决策体制进行改革，中间经过史密斯，到布莱尔最终完成这一改革。英国工党的组织变革，始

终围绕着扩大党员的权利和作用、削弱工会等党内团体的力量和影响、加强党的中央领导层的权威和

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样一条主线展开。 

  一、从集体党员到个人党员--党员队伍结构的调整 

  工党成立之初，是由65个工会和3个社会主义团体组成的联合组织。工会和其它团体以集体名义

入党，党通过联合这一机制，间接地获得了“党员”。1918年以前，工党只吸收集体党员，不吸收个人

党员。1918年后工党开始吸收个人党员，但是附属组织的集体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会）仍是工党

的主要党员来源，工党在新党纲中也没有把个人作为党的事业的基本单位。因此，工党个人党员虽然

在不断发展，但在数量上一直无法与附属团体的集体党员，特别是工会的集体党员相比。虽然集体党

员在工党的发展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集体党员为主的工党党员结构，也有其固有的弊

端：第一，参加工党的工会和其它团体都是以独立身份出现的，对内是工党的集体党员，对外是一个

独立的组织，它们不仅有自己的政策主张和要求，而且还有自己的组织机构。这种结构使得党中央难

以制定统一有效的政策，也使得工党内部派别斗争十分激烈。第二，在这种结构下，个人党员的权利

和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因而妨碍了个人党员积极性的发挥，也降低了对民众入党的吸引力。从70年

代以来，随着产业工人的大量减少和保守党政府的打压，工党党员的数量不断减少，而尤以个人党员

的减少为明显。1979年，工党有党员723万，其中工会集体党员655.8万，个人党员66.6万。到1983

年，党员总数减少到645万，其中工会党员615.9万，个人党员29.3万。 

  从金诺克开始，工党领导人已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发展个人党员的重要性，开始改变工党一

向不注意吸收个人党员的做法，提出了使工党成为拥有百万党员的真正的大众党的“全国党员发展计

划”，试图通过发展个人党员扩大党员队伍，并改变工党作为“工会党”的特性。史密斯和布莱尔继续采

取措施加快发展个人党员的步伐。一方面，鼓励大量的由工会等团体集体入党的党员通过履行手续重

新成为个人党员。另一方面，从社会上大量吸收个人党员。社会上的人士无论成份如何、职业如何，

只要认同工党的基本党纲，能按时缴纳党费，言行不严重违反工党党章的规定，经过选区党组织或中



 

央党部的登记手续，就可以成为工党的个人党员，享有个人党员的各种权利。通过这些措施，工党个

人党员迅速从个人党员人数迅速从1992年的27.9万上升到1997年的40多万。大量不具有传统社会主义

思想的个人党员的加入，对优化工党内部党员结构、制约党内工会力量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工党废除

集体投票制奠定了基础。1997年大选胜利后，工党仍然没有放松这方面的工作。工党还注重发展妇女

党员，提高妇女党员在党内的地位。 

  二、从集体投票制到一人一票制--党内选举制度改革 

  工党成立以来，集体投票制是其内部运行机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无论是党的领袖、议会候

选人还是工党年会表决，选区党组织、工会和其它附属团体都以集体名义投票，即实行集体投票制。

按照这一制度，在投票时，选区党组织、工会领导人代表某个组织投票，如果该领导人投了赞成票，

则视为该组织全体成员都投了赞成票；而如果投反对票，则视为该集体全体成员都投了反对票。由于

工会占40%的选票，且实行集体投票制，就为工会领导人操纵领袖选举和党内事务提供了组织基础。

工会内部的集权化及其投票上的优势，反映出来的是工会力量过于强大和处理问题上的容易脱离实

际，因此，废除集体投票制，实行一人一票制，削弱工会在党内的影响力，就成为工党组织改革的一

项重要任务。布莱尔曾指出：“变革工党成员结构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其它事情。这是绝对至关重要

的。… …请严肃对待这件事，这么多年来受集团投票支配的原因是由于人民认为工党内部有很多小团

体，并且可以说，集团投票是对他们积极性的一种制约。现在实际发生的是一个变革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将在工党的许多决策中采取一人一票的做法。” 

  在金诺克任领袖时期，工党成立了一个“联络工会审查小组”，成员由影子内阁成员、执委会成

员、工会领袖组成，专门讨论有关一人一票制、工会在选举团中所占比例问题。但是，由于工会领导

人的阻挠，金诺克提出用一人一票制的办法选举议会候选人的努力遭到否决。史密斯任领袖后，继续

推进选举制度的改革。1993年，史密斯在布莱尔、布朗等人的支持下，与工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

以不通过此建议就辞职来表明其改革决心。最后， 工党年会以47.5%对44.4%通过决议：工会和选区

工党在领袖选举和议会候选人选举时采用“一人一票制”，而且工党集体党员只有在成为个人党员之

后，才具有在选区工党参加投票的资格。同时，领袖选举团的选票比例由议会工党、选区工党组织各

占30%，工会占40%的格局改为议会工党、工会和选区工党各占三分之一。这样以来，参与领袖选举

的人由原来的几百数千个党员积极分子扩大到数百万普通党员，工党从间接民主转向了直接民主。布

莱尔就是第一位按照这个程序当选的工党领袖。 

  布莱尔上台后，一人一票制的适用范围被进一步扩大，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都采用了一人一票

制的表决方法。例如：1995年在修改关于党的目标的党章“第四条”时，工党改变过去只有大会才有权

修改党章的规定，按一人一票制进行全党表决。1996年工党又采用一人一票制通过了竞选纲领。废除

集体投票制，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方法，不仅取消了工会集体投票的特权，从根本上削弱了工会左右工

党人事和政策的影响，而且削弱了以前控制选区党组织决策的积极分子的影响，扩大了普通党员的民

主权利。一人一票制的采用被认为是工党用代表直接民主制取代了委托民主制的标志，是新老工党在

组织上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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