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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会就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社会影响就

是指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效

果。本文拟以中共党史为例，侧窥决定党代会社会

影响之要素，期从另一个侧面对我党的历史进行认

识和研究。

我党1921年建党至今已召开了17次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党代会在历史上的

社会影响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影响却是不一样的。

有的影响大些，有的影响小些；有的具有积极意义，

有的则没有。这让人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决定党

代会社会影响的条件和要素有哪些呢？本文拟从

下面几个方面略作讨论，望同仁赐正。

一
党的历史地位不同，党代会的社会影响就不

同。

党的历史地位是指党在历史舞台上所客观具

有的形象、面貌，影响和作用。就是指党在历史上

实际地、客观地所处的成熟或幼稚，执政、在野或非

法，主角、配角等的位置、角色状况。

可以说，我党从成立到现在是经历了由不成熟

到成熟，由配角到主角，以至于后来成为执政党的

这样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党从1921年建党到

2007年共召开了17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有7次

是在解放前尤其是中华民国时期召开的，有10次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召开的。由于解放前和建

国后党在社会生活中、在国家中和在全球政治中的

地位不一样，因此，每一次党代会的社会影响也就

不一样。建国以前，我党不在政，国民党、蒋介石不

是还称我们是“共匪”吗？正是由于这样，我党在

1921年召开成立大会时被旧势力和反动派逼得四

处躲藏，无处安身。先是在上海后来转移到了浙

江，最后才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开完了

会。甚至由于“国内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在国内没有

找到能够保证安全开会的会址”①等种种原因，我党

第六次全国党代会还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解放前，

其情其景，可见，我党之社会地位和党召开的党代

会之社会影响如何？

建国后，党成了执政党，党执掌国家政治、经济

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之大权，党领导着国家和人民

进步与发展，党实际的历史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

化。所以，建国后召开的党的10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除第九次和第十次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在

“文化大革命”动乱这个特殊期间召开而没有多少

影响外，其余的8次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是众

所周知的。

因此可见，解放前、建国后我党召开的党代会

社会影响大小是不同的，建国后的影响肯定要大

些。这里面的根本原因还是党在历史上的实际地

位和作用不同而产生的结果。

二
党的实力不同，党代会的社会影响就不同。

党的实力就是指一个党所拥有的人数的多少

和能力的大小。党的实力，其实也是党的地位的体

现，党的实力越强其地位肯定就越高；当然，党地位

越高也反映了党的雄厚的实力，二者是统一的。前

面我们已经讨论党的历史地位与党代会社会影响

的关系。这里我们重点谈谈党的其他实力与党代

会影响大小之关系。

可以说，我党从成立到现在，从党员人数多寡

情况来看，党的实力显然是在不断地增长和增强

的。仅以解放前当时党代会召开时的情况看，就可

知见。1921年一大建党时，我党代表有13名，在全

国党员有50多名。1922年二大时，我党代表有12

名，全国党员有195名。1923年三大时，我党代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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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名，全国党员有420多名。1925年四大时，我党

代表有20名，全国党员有994名。1927年五大时，

我党代表有82名，全国党员有57967名。1928年六

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我党代表有142名，有正式表决

权的有84名。③由于当时国内白色恐怖极其严重，

国民党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从1927年到

1928年上半年，仅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

达30多万人，已经发展到6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

1万多党员”。②1945年党的七大时，我党代表共755

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全国党

员有121万多名。由此足见，解放前，我党党员的人

数从成立开始，除党的六大召开时外，是逐年在增

长，党的实力在逐年壮大。党就像一个大树，其根

其干其枝其叶伸展于祖国各地，深深地影响着祖国

大地，深深地影响着炎黄儿女。正由于如此，随着

党影响力的扩大，我党的实力也在不断地增大增

强。我们的根据地在不断的增加，我党我军和我们

的人民都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以至于到了1945年，

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党党员已经发展到了

121万多人，我军人数多达数百万人，我党仅抗日革

命根据地就已有20多个，根据地的人民多达近亿

人。用美国人的话说：“当日本投降的时候，共产党

已拥有近百万军队、占有四分之一个中国，统治着

一亿人口”。④也正由于如此，我党召开的党代会其

社会影响也在逐年扩大，特别是党的七大召开就比

较突出，它引起了国内外高度关注，以至于被称颂

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⑤

三
党代会本身意义不一样，其社会影响大小也不

一样。

党代会本身的意义就是指党代会本身做了什

么事，在党的历史发展中有什么标志性的东西，对

党的积极进步和发展有一定或深刻影响。

任何事物能够在历史上发生大的作用和大的

影响，一般意义上说，不是因为它出生了就有，而是

因为它出生后在发展中客观上特有的个性因素和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活动。当我们翻开党的历史画

卷一看，我党历史上召开的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中，

除党的五大、九大和十大由于党所处在特殊困难时

期而无多大积极意义和影响外，其余14次党代会都

是因为其各自本身不同的标志性重要意义而载入

史册的，它们因此而对党和国家、社会发展有着特

殊的影响。

一大是成立大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

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二大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

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

的深远的意义。”

三大是因为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革命统

一战线而载入史册的。共产党员以独立身份、个人

名义加入国民党。

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

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已

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了出来。

五大虽然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

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

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

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但是其积

极意义是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

六大总结了大革命经验教训，集中解决了当时

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指出中国社会性质是仍是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依然是资产阶

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明确了革命处于低

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是做艰

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

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

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大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

我党的指导地位，为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

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大是因为建国后我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

会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载入史册的。

九大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

和接班人”写入总纲。

十大通过了周恩来作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作

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选举了中央委员会。

十一大宣告“文革”结束，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十二大是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思想的大会。

十三大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提出并系

统阐述的大会。

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

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十五大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了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划了跨世纪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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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部署。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必须长期

坚持的指导思想。

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

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科学发展观”写入

党章。⑥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从广义

上讲，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着客观上的社会影

响。那么，作为体现党的历史发展状况的党代会

事实上也存在着自身的社会影响。从上面的论析

可以看出，决定党代会社会影响大小、好坏的要

素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其一是党的历史地位不

同，党代会的社会影响就不同；其二是党的实力

不同，党代会的社会影响就不同；其三是党代会

本身意义不一样，其社会影响大小也不一样。当

然，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党的实力和党代会本身的

意义。这个历史道理告诉我们：必须努力加强党

的建设，增强党的实力，同时要搞好党代会建

设，把我们的每一次党代会召开好。因为党代会

召开得好与坏、成功与否对党自身的建设和国

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着重要的影响。因为我

们的党代会，她是产生党的重大指导思想的大

会，她是产生党和国家建设、发展重要理论、方

针和政策的大会。正由于如此，加强对党代会之

社会影响要素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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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taking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instance，discusses simply some
main factors which decide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a political party’s representatives’congress, namely，the
strongness or weakness of the party’s power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arty’s representatives’congress itself.
Meanwhile，it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to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our party’s representatives’congress，combining
with her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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