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国共青团的历史是一部紧跟党为民族复兴动员青年先锋

力量的历史，也是一部共青团组织工作艰辛探索、创新发展的历史。在

不同历史时期，共青团始终严格遵循党的要求，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把握

青年工作特点，狠抓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建成了纵横交织、充满活力

的青年组织体系。回顾共青团组织工作发展历程，有六条经验启示需

要研究借鉴：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忘团的初心使命；二是始终

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三是始终坚持强基固本，保持生机活

力；四是始终坚持构建与青年群体变化相适应的组织体系；五是始终

坚持加强队伍建设，为推进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六是始终坚持葆有

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

【关键词】共青团组织工作 组织建设 青年工作 自我革命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更好

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奋斗，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1］。团的力量来自

组织，中国共青团的历史是一部紧跟党为民族复兴动员青年先锋力量的历史，也是一部共

青团组织工作艰辛探索、创新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领导下，经过一百多年

的革命锻造，截至2022年 12月底，中国共青团已经发展成为拥有7358.3万名团员、409.3万

个共青团组织的朝气蓬勃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2］。一百多年来，共青团始终注重加强组

织建设，严格遵循党的要求，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把握青年工作特点，狠抓组织覆盖和工作

覆盖，建成了纵横交织、充满活力的青年组织体系。共青团组织工作在每个阶段都有着鲜

明的特点。全面回顾总结共青团组织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可以从历史得失中把握

规律，从时代大势中找准方向，为共青团事业稳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共青团组织工作的发展历程及历史经验

张传慧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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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创建共青团作为自己的助手和后备军，就是要通过团组织把最广大青年凝聚在党的

旗帜下，组织青年投身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这也是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青年来说，最根本的发展诉求就

是彻底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从而为自身和广大人民的发展奠定根本的社会

基础、制度基础。因此，团的组织建设要围绕党的要求、青年运动主题和青年发展需求，明

确组织性质和定位，根据不同时期革命斗争需要，着眼不同时期斗争特点，发展壮大团的组

织，发挥团组织的作用。

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团组织一直在经受考验，在艰辛探索中前进。1922

年5月，中国共产党亲自缔造了自己的青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团一大召开至

团二大召开前，全国已经在16个省、30多个地方建立了团组织，共有青年团员6000多名，初步

构建起了团的组织体系。1923年团二大召开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青年团组织在青年尤

其是学生中不断发展。1925年，团三大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到团四大召开前，全国团员数量已经猛增到3.7万人。但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国民党实施

血腥屠杀、制造白色恐怖，加上团员发展过快、质量不高等问题，仅半年时间，团员数量下降到

1.7万人［3］。团的组织也受到严重摧残，部分地方的团组织一度处于涣散状态。1935年，经过长

征的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为了使共青团组织迅速适应西北革命根据地形势

发展和斗争任务需要，共青团中央（时称少共中央局）开始恢复，下设秘书长、组织部、宣传部

等。抗战开始后，为适应全民族抗战总形势需要，党中央在1936年11月正式作出《关于青年工

作的决定》，决定对共青团实行改造。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大会决定正式建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之后，“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开始在西北革命根

据地承担起原来由共青团承担的各方面任务。各地也纷纷建立青年救国会等青年组织，组织

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但组织相对松散。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革命形势和任务的

变化，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提议重新建立青年团组织。为保证青年团重建工作取得预期的效

果，中央决定先在陕甘宁边区择地试建青年团组织。试建青年团是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形势下

进行的，青年团组织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成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支生力军。在试建

初步成功的基础上，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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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中国青年团组织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组织工作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正确处理了党和团的关系问题。建团初期，党和团都在

理论和实践层面围绕建立正确的党团关系进行了探索。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以及理论认识的局

限，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短暂出现过“先锋主义”和

“取消主义”两种倾向。当时，党中央和团中央高度关注这些错误倾向，非常重视纠正这些错误

倾向，特别是党根据形势变化于1936年对共青团进行改造，并于1949年重建共青团，最终才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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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解决了这一问题，将共青团带回正轨。其他工作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组织体系建设

中，开始加速建设组织体系；在团干部队伍建设中，注重从优秀青年中挑选团干部，并注重干部

培训；在青年人才建设中，发挥统一战线功能，积极吸纳优秀青年人才加入革命队伍。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这一时期，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党要求共

青团把广大青年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充分发挥青年的突击队和生力军作用。按照党的要

求，团的组织建设工作要形成地域、行业、群体全覆盖，体系健全、充满活力、照顾青年特点

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方式，从而实现最大程度地动员和组织青年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促进青年的发展进步。

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团组织在经历了巩固发展之后又遭受了严重挫折。

1949年9月，全国团员人数达到90万人左右［4］，而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是448.8万人，团员和党

员的数量相差很大，远不能满足革命建设和发展的需求。1950年10月，毛泽东提出要“巩固地

向前发展”［5］，这成为团组织发展的方针。1957年团八大决议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全国有92万个团组织、2300多万名团员［6］。团八大后，由于国内

政治运动不断，共青团对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团的组织出现思想涣散现象。为统

一全团认识，团中央在1961年明确共青团工作的最根本抓手是基层团组织，提出了“六级团委

办支部”的建议，使团支部工作有了具体的方向和目标。作为“党的政策和决议的积极的宣传

者和执行者”，共青团在这一时期依靠组织网络层层传达、层层学习，带领各行各业青年积极广

泛参与国家各方面的建设。1966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发动阶段，在全局性“左”倾严重错

误的影响和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破坏下，共青团组织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遭受了严重挫

折，“文革”期间大多数团组织处于活动停滞或解散状态。

从组织工作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充分发挥了团组织和团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击队

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带领下，广大共青团员勇敢走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前线，涌现出黄继光等优秀团员典型；向困难进军、向荒原进军，青年垦荒队彰显了“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青春豪情；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精神，深刻塑

造了几代团员青年的新风貌。团在这一时期认真落实毛泽东关于团员发展“紧一点、严一点”

的要求，团员“入口关”把得较严，“团青比”较为合理。同时，团也十分注重在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挥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其他工作方面，在组织体系建设中，注重不断激

发组织活力，形成了“团青学少”立体结构；在团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注重加强团干部作风建设，

形成了实事求是、朝气蓬勃的风气；在青年人才建设方面，注重发挥青年的先锋力量。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这一时期，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受市场化、国际化、网络化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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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情况。经济社会发展使青年流动加快；社会思想深刻变化使青

年思想更加活跃；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功能深化、社会组织兴起使青少年权益意识增强、维权需

求增多；信息化对青年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影响日益深刻。这些方面，都对共青团

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团组织重新焕发生机，活力不断增强。1978年10月，

团十大召开，各地共青团工作开始恢复并逐步走上正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

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团中央也及时提出“以四化为中心把团的工作活跃

起来”，共青团重新焕发生机。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200多万个团支部，它们最经常、最直接

地与广大团员青年保持着密切联系。团的各项任务、各项活动都要依靠基层团组织去开展、

去落实。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

快，国有企业“关停并转”，非公有制企业快速发展，特别是社区在城镇的崛起和发展改变了社

会基层的组织形式，这些都给共青团组织和青年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2003年团十五大提出

建设青年中心的重要举措，青年中心成为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青年工作社

会化的有效载体。与此同时，城镇化、工业化也对农村共青团组织提出新挑战，大量农村青年

向城市流动，非公企业成为青年就业的重要领域。团十六大之后，立足力争使团的基层组织

网络覆盖全体青年、使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影响全体青年的“两个全体青年”目标，共青团大

力推进非公团建、驻外团工委、街道乡镇组织格局创新、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建设等工作，基

层团组织建设在多线突进中取得积极进展。

从组织工作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加强了基层团组织建设。1980年，共青团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在全国团的基层组织中广泛开展创建先进团支部的活动。1983年，全国农村基层团组织

整顿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提出“全团动手，治散治瘫”。1985年，团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作到

支部，全团抓落实”的工作方针。1991年，共青团全国基层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提出了《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基层建设纲要（试行）》，为建立稳定的运行机制打下了基础。1995年，农村基层

团组织开始为期三年的集中整顿和建设。2000年，中组部、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基层党建带团

建工作会议。2008年之后，乡镇街道团的组织格局创新、驻外团工委、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建

设等大抓基层的各项工作持续推进。其他工作方面，在团干部队伍建设上，加强团干部选拔配

备，扩大团内民主，完善团干部培训；在从严治团上，提出“团要管团”，特别强调对团干部队伍

的管理，通过进一步加强团干部作风建设的决议，初步建成稳定的以团章为统领的制度文件体

系；在青年人才建设上，推动“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探索开展各种

品牌建设活动，激发青年人才创造力，把青年人才更广泛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共青团组织工作取得了

历史性发展。2015年7月，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明确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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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对共青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的领导体制、运行

机制、工作方式、干部结构等提出了重要要求。2018年7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十八届团

中央书记处集体谈话时强调，“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改革举措落到基层，使基层

真正强起来”［7］。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团十八届二中全会专门研究了组织建设议题，下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团的基层建

设 着力提升团的组织力的意见》，对团的工作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团的组织呈现出全新气象。新时代的共青团，坚持守

正创新、踔厉奋发，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重要部署，

积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全面推动“团青学少”各领域深化改

革，团的基层组织活力不断提升，青联组织的政治功能日益凸显，学联工作向服务同学主业聚

焦，团干部的工作状态、团员的精神风貌有了明显改观，团内规章制度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团

组织抓住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团的改革等重大契机，在持续巩固团的建设各领域实践成果的

基础上，不断完善管团治团制度体系，充分借助网络技术手段，创新组织载体，扩大有效覆盖

面，开展组织整顿，推进规范化建设，增强支部活力，着力激活基层团组织“神经末梢”。

从组织工作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落实共青团改革要求，构建起了新时期共青团组织工

作总体格局。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三个根本性问题”，围绕“三

力一度两保障”工作格局，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激活基层政治功能，不断提升共青团的

组织力；以探索完善专挂兼相结合的干部工作机制为抓手，建设有活力、有筋骨、善作为的

团干部队伍；以青年政治人才培养为核心，构建融合青年科技、技能、经营管理、乡村振兴、

公益人才的“1+5”新时代青年人才工作体系；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制度建设为支撑，构建包

括抓团组织建设、团干部队伍管理、团员队伍管理从严的“1+3+1”工作体系，系统推进全面

从严治团，为团结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建功立业提

供坚强组织保证。

五、共青团组织工作的历史经验

通过梳理共青团组织工作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总结并汲取其中的有益经验，有助于我们

做好新时代团的组织工作。

第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忘团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定不移跟

党走，为党和人民奋斗，是共青团的初心使命。”［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先锋主

义”还是“取消主义”，其本质都是扰乱党团关系、削弱破坏党对团的领导。“先锋主义”表面

上突出团的作用，实则极大地削弱了团的政治属性；“取消主义”表面上壮大党的力量，实则

极大地削弱了党在青年中的影响。一百多年来，党对团的要求既有与时俱进的“变”，又有

始终如一的“不变”。“变”主要体现为党对青年工作的具体要求是不断丰富发展的，党赋予

共青团的工作任务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不变”体现为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前进方向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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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赋予共青团组织的职责使命始终不变。共青团要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不移跟党

走，为党和人民永久奋斗。

第二，始终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党的奋斗主题就是团的行动方向。随着党在

不同历史时期中心任务的调整变化，共青团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工作重心，主动适应经济

社会改革的重要要求以及共青团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人

民群众的壮阔实践，在各个历史时期展现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为广大团员

青年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导下，共青

团经过多次改造，确立了对党团关系的正确认识，共青团的工作也在党的领导下步入正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青团逐步健全团的组织，带领广大青年以主人翁姿态积极践

行“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口号，广大青年成为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生力军。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共青团自觉服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带领广大青年听从党

的号召、响应时代召唤，在各个领域创优争先、开拓奋进，把共青团组织工作推向了新高

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共青团始终坚持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发展主

题，大抓基层、严抓团干部和团员队伍建设，牢牢架起党和青年间的桥梁，将青春力量转化为

巩固党执政之基的不竭动力。

第三，始终坚持强基固本，保持生机活力。回顾团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共青团的发展历程，抓基层建设始终是一项基础性、经常性的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共青团

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变革、青年群体变化，不断创新团的组织方式、工作方式，主动针对薄弱领

域强化组织建设，确保团的组织建设跟上时代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

团的组织建设提出重要要求，强调共青团“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改革举措落到基

层，把力量和资源充实到基层，使基层真正强起来”［9］，要求“团组织要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

有力”［10］。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指出，“团

的最大优势在于遍布基层一线、深入青年身边”［11］。

第四，始终坚持构建与青年群体变化相适应的组织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团的

工作有效覆盖面，关键是要把工作延伸到广大青年最需要的地方去……青年在哪里，团组织就

建在哪里；青年有什么需求，团组织就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努力使团组织成为联系和服务

青年的坚强堡垒。”［12］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青团采取“巩固地向前发展”和在工作中

建团的组织建设方针，推进“六级团委办支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根

据青年新特点，整顿农村基层团组织，推进共青团体制改革，创新提出“党建带团建”工作原则，

真正实现青年无论到哪里，组织就会有成员在那里覆盖。党的十八大以来，共青团适应青年流

动分布的变化趋势，注重分析团员青年的变化特征，总结并把握组织逻辑，注重机理剖析、机制

设计、场景构建、关联塑造，构建起以团的领导机关为枢纽，团的基层组织与青年组织分工合

作、纵横交织的组织架构体系。

第五，始终坚持加强队伍建设，为推进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加强共青团组织建设，必

须抓好团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管好团员这个“绝大多数”，统好青年人才“最优布局”。在党的

领导下，共青团历经一百多年发展成为如今拥有7300多万名团员的先进群团组织。广大团员

·· 6



青年紧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极投身革命洪流浴血奋战，敢于打破旧世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广大团员带头参加青年突击队、青年垦荒队，善于建设新世界。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共青团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更

加坚定地抓干部队伍素质建设，重塑团干部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打造了一支打破职业、年龄、

资历、级别限制的面向社会的团干部队伍，同时立足为党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的政治高度，

共青团严把团员“入口关”、严控“团青比”，认真落实“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的制度安

排，有效发挥了团员模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共青团探索完善专挂兼相结合的干部工作机

制，强化团员队伍日常教育和管理，统筹“1+5”工作布局，构建起新时代青年人才工作体系。

第六，始终坚持葆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13］一百多年来，共青团始终紧跟党，

不断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将从严治团作为团的自身建设的鲜明主题和永恒课题，始终将从严管

团治团作为一项基本任务贯穿团的建设之中，始终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团章为根本依

据，系统推进团内规章制度建设，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和时代特点，明确从严治

团的方向与重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勇于纠正短暂出现的“先锋主义”和“取消主

义”两种错误倾向，确立了正确的党团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青团勇于整团建团，

使团的组织建设浴火重生，团员先进性不断加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共

青团不断冲破思维定势，积极推动团的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加强基层团组织和团干部队伍建

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团的建设，总

结历史经验、瞄准现实问题、着眼未来发展，从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团干部队伍建设、团员队伍

建设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指引共青团进入全面从严治团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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