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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青团，光辉的80年 

 

郑  洸 

 

 

中国共青团成立已80周年了！回顾中国共青团的奋斗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共青团的80年

是高举旗帜，与时俱进的80年；是为国为民，与党共进的80年；是团结青年，一道前进的80年。 

 

高举旗帜，与时俱进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在家乡创建党团组织的时候就强调，革命团体不是人们的感情聚合，

而是为主义而结合。他指出，“主义比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要始终坚持自己的旗帜，就要与时俱进，不懈地努力。这一点。共青团历史上的两次建立、两次改名和

一次改造，就是最好的例证。 

团组织初次建立时的名称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中国共青团的前身。在党的领导下，在青年共产

国际的支持下，团临时中央局特定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在会上做了《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讲话。他希望青年们“把马克

思主义学说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动力”。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

立，而且进一步公开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青年组织。大会通过的团

的纲领明确规定了它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

社会。”团的纲领还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

压迫”（即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同时，大会一致同意加入青年共产国际，成为它

的一个支部。总之，所有这一切都表示，早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时期，团组织就坚决高举马克思

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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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组织的第一次改名。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大会决定将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郑重地表示：“共产主义是帝国主

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最恐怖的名辞，我们正应当很勇敢地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真面目，让他们

在我们的面前发抖。”今天我们回顾这次改名的往事，仍然会对那时改名的勇气、高举旗帜的决心，感

到振奋和自豪。 

团组织的第一次改造。1936年11月，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和变化，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需要，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界青年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决定根本改造共青团，建立各种抗日救

国的青年团体。在共青团改造过程中，在根据地，在边区，建立了青年救国会。这个时期青救会高举着

抗日救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旗帜，广泛团结全国青年投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去。 

团组织的第二次建立。1946年9月，党中央考虑到当时的青救会组织已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和青

年积极分子的要求，及时发出试建青年团的提议。经过两年试建取得了成功，于是在全国解放前夕，

1949年元旦，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各地根据党中央的建团决议，普遍地开展

了建团工作。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解放的北平市胜利召开，宣

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高举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不但以新民主

主义为自己的名称，而且以团结教育广大青年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

统治，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作为自己的奋斗

纲领和目标。 

团组织的第二次改名。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鉴于新民

主主义革命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早已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也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广大团员正在为把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并把将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崇高的理想，为了确切

地反映青年团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和广大团员的意志，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历史在延续，共青团继续与时俱进地坚持高举自己的旗帜…… 

团的“九大”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来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向共青团喷污水，全盘

否定共青团，他们妄图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这场斗争的实质，依然是高举什么旗帜的问题。粉碎了四

人帮以后，1978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青团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彻底粉碎了江青反革

命集团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图谋，拨乱反正，使共青团恢复了本来面目，走上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正确轨道。在改革开放时期，虽然有“八九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国际国内的压力和挑

战，但中国共青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高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旗帜，

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

团结全国各族青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建功立业。我们团的队伍蓬

勃壮大，现在已经有6800万团员（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时为5000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时

为19万，共青团“十大”时为4000万）。80年的历史昭示我们，只要高举旗帜，与时俱进，中国共青团

就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生命力，就会沿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胜利前进。 

 



为国为民，与党共进 

 

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中国共青团从创建之时起，就始终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

纲领、路线、任务、方针政策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任何时候都坚持党的立场，与党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

一致，即使是在反革命势力猖獗、革命受到挫折的情况下，也一心跟着党前进。当党出现错误倾向，也

相信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和纠正错误，并与党一起抵制错误倾向。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共青团与党同心协力，风雨同舟。80年来，中国共青团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亲切领导下，带领广大团员

青年，积极拥护党的主张、响应党的号召、完成党的任务，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坚决同党一起为祖

国的独立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

殷切期望。 

在民主革命中，广大共青团干部和共青团员，在战场上与党员一样冲锋在前，赴汤蹈火，不怕牺

牲；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刑场上，爱憎分明，不屈不挠，英勇对敌，表现了伟大的革命气节和大

无畏的革命精神，流血牺牲在所不惜。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青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助手，积

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并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按照青年特点开展团的

活动。为动员大批团员青年参加国家建设，团中央响亮地提出“把青春献给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

立功”，“到边疆、到农村、到艰苦的地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组织青年突击队、青年

志愿垦荒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开展青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活动，以青年丰产田、试验田为中

心的农业科学技术试验活动，学技术搞革新的增产节约活动等等，充分发挥团员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

极性创造性。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便颠倒黑白，污蔑共青团是“生产团”，“不抓大

事”，“搞修正主义”。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共青团

跟随党的步伐，拨乱反正，明确提出“共青团组织要从以参加政治运动为主，转到以参加生产建设为

主。团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现代化建设作安排，都应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团组织要引导青年把主要精

力放到向大自然开战上来，放到克服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上来，放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向科学进军

的活动上来，放到用一切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 

当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

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以来，共青团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保持旺盛的爱国主义热忱，以四化为己

任，与改革共命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功立业。共青团创造性

地组织和开展了许多利国利民、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的“工程”和活动。共青团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下，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正在胜利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

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向现代化目标迈进而努力奋斗。 

80年的历史启示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



产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祖国繁荣富强、民族振兴的

领导核心。中国共青团只有坚定地、自觉地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党共进，充分发挥党的助手和生

力军作用，才能保持团的先进性和展现自己的价值，更好地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国为民建功立业。 

 

团结青年，一道前进 

 

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去团结与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

团结广大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党的旗帜下前进，是共青团一项极光荣的任务，也是共青团工作

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老共青团（指1925-1936年的共青团）时期，我们着重强调团结工农青年，在团

的组织建设上强调了工农的阶级基础，强调团的先进性，忽视团的群众性，在工作任务、工作方法方式

以及发展团员的要求上，往往都同党没有多少差别，存在着第二党的倾向。特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后期的共青团，由于王明左倾思想的影响，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脱离了广大青年，把自己变成了

狭小的组织，因而也就失去了为党团结教育青年一代的核心作用。这就是当年共青团在组织问题上一个

重要教训，也是1936年党中央决定根本改造共青团的基本原因。 

后来，在开始重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时候，就重视了这个问题，提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要比老共

青团群众基础更广泛，要吸收各界青年积极分子入团，要先进性与群众性相结合。周恩来副主席到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时，就谆谆告诫大家，应吸取历史教训，要搞大圈子，不要搞

小圈子。他说：“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和我们一道前进的问题，对党来说，就是党与非党人士合作的问

题；对青年团来说，就是团员与非团员合作的问题。”“党也好，团也好，过去都有这样一个不好的传

统，就是一听说这个人是党员，是青年团员，就放心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一听说是非党员非团员，

马上就另眼相看。这样来划一个鸿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管是工人中农民中学生中，党员和团员总是

少数，少数人自己划个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画地为牢’。” 他还说，“我

们还要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 “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孤陋寡闻，这样不行，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

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

大勇。我们青年很需要养成这种作风。”周恩来这些话，今天仍然令人难忘。 

为了团结教育青年一代，共青团做了许多的努力。例如通过全国青联开展青年统一战线工作，把工

商、文艺、科技、宗教、少数民族、归国华侨、港澳台同胞等各方面的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通过全国

学联，把青年学生团结和组织起来；协同有关方面积极建设各种青年的活动阵地，按照青年特点，开展

各项有益于青年身心健康成长的活动。共青团要求各级团的干部要深入、了解青年，关心、爱护和尊重

青年，做青年的知心朋友，团委机关要成为“青年之家”，反对“衙门”作风，官僚习气。 

但是，共青团团结青年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观点和“唯成份

论”的影响下，团结青年的面一度越来越窄了。这引起了团中央的重视。1961年10月，团中央书记处向

党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及时提出，“不少地方团结面只达到全体青年的30-40%。对资产阶级子女，对

‘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子女，对落后层的青年团结不够。”当时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立即表示“团中央这个问题提得好。”他说：“团结面窄，实际上是一

个‘左’的倾向。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重在看本人的表现，对他们要做团结教育工作，不要不敢

接近他们。青年团要打破小圈子，要搞大圈子，不要怕沾边，办法是要给团员和进步分子一个任务，要

他们去接近中间和落后的青年，接近和帮助‘五类分子’子女，要认真地耐心地做好这些人的工作。”

团中央坚决贯彻了邓小平的指示，对全团做了耐心说服和细致工作，采取措施，加强领导。1964年，共

青团“九大”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把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1965年，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又讨论了

把绝大多数青年组织起来的问题。但谁能料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等一伙却跳出来，把一个大

罪名扣到以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的头上，诬蔑团中央所有这些，是搞“全民团”。真是令人侧

目，可悲可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共青团在团结青年的工作上，进入了继往开

来的新阶段。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特点，经济体制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以及青年群体存在的实际情

况，共青团切实地把关心青年的切身利益作为重要职责，经常注意和努力为青年的特殊利益服务，为青

年办实事。 

为了更好团结青年，维护青年的权益，团中央进一步从立法入手，经过多年的广泛调查研究，在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我国青少年第一部“保护法”，并在团内设立了“维权”机构。把“维权”工

作，纳入了国家法制建设的轨道。 

中国共青团为祖国为人民为青年所做的一切，有目共睹。共青团在青年心目中树起了崇高的形象，

对青年产生着广泛深入的政治影响。广大青年靠近团的组织，并把入团作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共青团没

有辜负党的教诲和期望，紧密地团结青年，带领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在建设和保卫新中国，在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奋斗、成长。 

80年的历史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祖国独立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

的青年的积极参与和投入，而青年的幸福、成长，建功立业，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培育。中国共

青团则是中国共产党联系青年最好纽带和桥梁。中国共青团要“为团结教育青年一代而斗争”，“要搞

大圈子，不要搞小圈子”，“要关心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年的权益”，“调动青年的一切积极因

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最广大的青年群众团结起来一道前进”，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箴

言。 

回顾中国共青团80年的光辉历程，展望21世纪祖国灿烂的前景，共青团新的历史使命，我们满怀豪

情地深信，有着光荣历史传统的中国共青团，必定能够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带领中国青年创造出更辉煌

的业绩。 

 

（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4期） 

 

 

郑洸：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教授，原团中央青运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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