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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会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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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会是职工 自愿结合的工人 阶级的群众组织
,

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建设

高度民主
,

实现政治文明
,

与工会的维护
、

参与
、

建设
、

教育职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

工会是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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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
,

是人类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人类政治智慧的

结晶
。

从静态角度看
,

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

取得的全部进步政治成果 ; 从动态角度看
,

它是

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
。

政治文明包

括政治意识
、

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
。

所以政治文

明是一个科学的三方相互联系制约的有机整体
,

同时也是一个进步成果与不断的进化
、

发展相统

一的动态过程
。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 出建设
“

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 ,

是对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创新

和发展
,

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自我完善
、

自我发

展的新成果
,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

必将对我 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深远影

响
。

考察工会的历 史
,

不难发现
,

工会的产生与

发展 与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过程紧密相联
。

工会是近现代文明冲突的产物
,

最早产生于

18 世纪末 的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
,

当时的工人阶级

在政治上
、

经济上 完全处 于被压榨和奴役 的地

位
,

和
“

会说话的工具
”

没有根本区别
,

为了维

护自身利益
,

工人纷纷起来为增加工资
、

缩短工

时和 改善劳动条件开展顽强 抗争
,

由于缺乏组

织
、

力量分散
,

因而斗争常常以失败而告终
。

实

践使工人阶级逐渐明白
,

要取得斗争的胜利
,

就

必须团结起来
、

联合起来
,

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

织
,

才能与资本家对抗
,

维护 自身的物质利益
。

于是以职工为主体
,

以维护和改善劳动条件
、

提

高经济地位为主要 目的而 自发组织起来的联合团

体— 工会便产生 了
。

可见
,

工会是工人阶级与

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对抗的产物
。

它的产生 以经济

斗争为直接动因
。

但是随着工会运动和阶级斗争

的不断发展
,

工会运动与工人阶级政党运动的结

合便成为历史必然
。

特别是我国工会运 动的诞

生
,

一开始
,

就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 中

国共产党 的成立以及推翻
“

三座大山
” 、

建立新

中国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结合在一起
,

工人 阶级同

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

工会在党的领导

下
,

在反对
“

三座大山
”

的斗争中逐渐成为政治

组织
,

成为中国共产党联系工人群众
、

组织革命

运动乃至武装斗争的重要依靠力量
。

建国后
,

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
,

工

会由过去被压迫阶级的组织
,

变成领导阶级的群

众组织
,

工会使命也转变为团结组织工人为发展

社会生产力
,

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生活需要为 目标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工会的存在

和发展
,

不仅为保护工人群众利益起到了重要作

用
,

而且也为
“

资本主义文 明
”

和
“

社会进步
”

书写 了 自己的篇章
。

而在我国
,

由于无产阶级政

权的建立
,

与剥削阶级势不两立的对抗性矛盾转

变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

盾
,

工会也转变成为党联系工人阶级的桥梁和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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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

政府的亲密合作者
、

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和职工群众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的学校
,

成为国家政

治体制中重要的社会政治团体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

工人阶级 的这些根本变

化
,

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会地位
、

任务
、

作用 的变

化
,

并没有改变工会作为社会经济矛盾产物这一客

观现实
。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
,

虽然作为阶级力量

之间激烈的对抗已经消失
,

但人民内部各个阶级
、

阶层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客观存在

而不可避免的
。

如全国人民总体利益与职工群众具

体利益之间 ; 国家
、

企业 (集体 )
、

职工三者之

间 ; 工人
、

农民以及其它如个体户
、

私营企业主等

新的社会阶层利益之间 ; 企业
、

事业单位内部
、

职

工与经营者和管理者之间都会出现利益差别而引发

各种矛盾
。

加上非公经济成分出现带来的劳动者与

雇佣者之间的劳资矛盾
,

以及官僚腐败现象给职工

利益造成的损害等等
。

这一切都是我国工会存在的

客观基础
,

也是工会作为社会经济矛盾产物的现实

反映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工会在维护职

工群众乃至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权

益
、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

实现政治文明
、

促进四个

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

“

工会法
”

以 《宪法 》 为依据
,

将工会的地

位
、

性质
、

权利
、

义务
、

职能等纳人法治轨道
,

以

求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
,

最大限度

地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

最大

限度地保障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
,

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
。

所以工会与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建设有密切联系
。

1
、

工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法律地位和基本

职能决定了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力

量
。

我国工会是国家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
,

是我国的领导阶级
。

建

设高度民主的社会政治
,

建设政治文明
,

是我国政

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明确目标
,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

根本特点之一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

劳动人

民当家作主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始终坚持的原则
。

江

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 “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的

阶级基础
,

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
,

我们党所领导

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活动与整个进

程
,

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 。

工会是党

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 我国工会和国家政权

也有着共同的阶级性
、

共同的指导思想和奋 斗 目

标
,

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
,

与国家政权机关保

持一种根本利益和目标一致基础上的合作与支持关

系
,

通过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利代表职工参加国家政

治
、

经济
、

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

最大限度地保

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
,

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顺利进行
,

保障我 国人民民主专政 的政权性

质
。

所以工会是我国政权的重要支柱和推动经济
、

社会
、

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

特别是党通过工会实

施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
,

使党的意志由工会的民

主程序变成工会的决议和广大会员的自觉行动
,

工

会的这种依法独立 自主开展工作
,

全面履行 四项职

能 (维护
、

参与
、

建设
、

教育 ) 的法律地位及工作

机制
,

是其它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不具备的
,

因而

对国家的政治建设具有重大的影响
。

2
、

工会的维护和参与职能有利于我国现行政

治制度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

完善与创新 ; 有利于维

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

工会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主要方式就是组织职工同资本家斗争
,

利用罢
_

l 等

手段迫使资本家妥协
,

以实现 自身的经济
、

政治权

利
。

根据我国 《宪法 》 及 《工会法 》 的规定
,

工会

的基本职责是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

通过职

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

主决策
、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

这就决定了工会维

权的重要方式是民主的
、

平等的
、

协商的方式而不

是极端方式 ; 是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民主
、

对

话形式
,

而不是罢工和游行形式 ; 是具体落实和实

践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

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

而不是只为少数人聚敛财富或为集团利益服务
。

这

样
,

党通过工会充当沟通广大职工的桥梁
、

纽带
,

政府及各企事业单位行政通过工会及时 了解职工群

众的意见和要求
,

以更好地协调劳动关系
,

调解劳

动争议
,

参与国家和单位政治
、

经济及社会事务的

民主管理
,

可极大地减少通过社会摩擦
.

保护
、

调

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
、

创造性 以维护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
。

于是工会就成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中的不可替代的
“

润滑剂
” 。

3
、

工会的建设职能有利于落实党的
“

代表先

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

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建功立业
,

进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物

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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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是物质文 明的创造者
,

建设职能是

社会主义条件下我 国工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社会

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

的综合国力
,

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工人阶级

与先进的社会大生产相联系
,

与知识经济
、

与先进

的科学技术相联系
,

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
,

是推

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
,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

本力量
。

发展生产力是工人阶级所承担的最重大的

历史任务
。

工会建设职能的意义之一
,

即做好吸引

和团结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
,

充分发挥工人阶级

在改革开放和
“

四化
”

建设中的主动性
、

积极性
、

创造性
,

发挥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作用
,

促进社

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

为不断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
、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创造

出强大的物质基础
。

意义之二
,

即组织工人阶级参

加社会主义建设
,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既是全

国人民整体利益
、

根本利益所在
,

也是职工自身具

体利益
、

现实利益所在
, “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

类
,

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 。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

设
,

需要的正是这种先进阶级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

识
。

4
、

工会的教育职能有利于无产阶级政治意识

的培养
、

教育和强化
,

有利于符合政治文明要求的

政治行为的确立和规范
。

工人阶级不仅是社会物质文明的建设者
,

也是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者
,

它在改造客观世界

的同时
,

也在不断地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
,

毛泽

东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 中就曾明白地

指出
: “

谁说工人阶级不需要改造 ?
”

所以工会的

教育职能至少有两方面内容
:
一是思想和政治教

育 ; 二是文化和技能教育
。

工会专
、

兼职干部队伍

是做好工会工作的决定性因素 ; 广大职工是工会的

载体
,

必须按照 《工会法 》 要求
,

抓好
“

以宪法为

根本活动准则
”

的教育
,

如坚持党和国家的四项基

本原则教育
、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

工会干部标准教

育以及文化
、

道德教育等等
。

首先
,

要抓好工会活

动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教育
。

经济建设为中

心
,

既是全国人民的总体利益
,

也是职工群众的根

本利益和具体利益所在
,

工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绝

不能离开这个中心去强调工会工作的独立性
,

不能

离开发展讲保障
、

离开改革讲维护
。

否则
,

工会工

作只会走到邪路上去 ; 其二是工会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的教育
。

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

这是由我国工

会运动的性质所决定的
,

工会运动作为工人阶级的

行动
,

仅靠自发性
、

自由散漫性是不可能取得胜利

的
,

只有接受有着明确纲领和严格纪律的党 的领

导
,

才能完成领导阶级的历史使命
。

所以 自觉地与

党中央在政治上
、

思想上
、

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是

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的基本要求
。

其三是工会必须

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
,

工会活动必须符合宪法和法

律要求
,

必须符合 《中国工会章程 》 的行为规范
,

工会虽然不是党的机构
、

不是行政的下属部门
,

实

行组织独立
,

活动独立
、

财务独立原则
,

但是绝不

能违背
“

依法治国
” 、 “

依法治会
”

的基本要求
,

工会会员也必须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

继承发扬工人

阶级的优良品质和传统作风
,

提倡爱国主义
、

社会

主义思想
,

反对
、

抵制拜金主义
、

享乐主义
、

极端

个人主义思潮影响
,

争做
“

四有
”

职工
。

其四是工

会必须坚持抓好文化技能教育
。

要不断提高职工科

学文化素养
,

提高职业技术水平
,

营造学科学
、

讲

科学
、

用科学
、

创新科学
、

尊重科学
、

民主讨论的

氛围 ; 增强民族自尊心
、

自信心
、

自豪感
,

并把这

种文化和科学精神灌注到教书育人
、

管理育人
、

服

务育人工作中
,

以自身
“

四有
”

职工的形象去造就

更多
“

四有
”

新人
,

为党和国家的科教事业做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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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p o w e r i n t h e e o n s t ur e t io n o f s o e i a l i s t p o l i ti e a l e iv i l i z a t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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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ar C t : M a k i n g p e o p l e th e e e n te r 15 th e b a s i e th e m e to e o n s tur e t th e h a

mr
o n i o u s s o e i e ty

.

In t h e e d u e a -

t i o n w e m u s t m a k e p e o p l e t h e e e n te r , e o n s id e r t h e m a t if r s t
, s a t i s fy t h e i r n e e d s t o li v e a n d d e v e l o p

,

p or m o t e

t h e i r fr e e a n d a l l 一 or u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

H e n e e p e o p l e a r e t h e e e n t e r o f m a i n b o d y
’ 5 m o ar l e d u e a t i o n

.

A i m i n g fo r

t h e p or b l e m s i n th e p or e e s s o f e a

叮 i n g o u t m o ar l e d u e a t io n i n s e h o o l s a n d e o l l e g e s ,
t h i s a rt i e l e er fl e e t s m a n y a t

-

tir b u t e s o f m o r a l e d u e a t i o n a n d d e m o n s tar t e s t h e m o d e nr i t y o f m a i n b o d y
’ 5 m o ar l e d u e a t i o n

for m a n t h or p o l o盯
,

p h il o s o p h y
, a n d i ts p ar e ti e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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