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国共青团在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国

共青团创建时期的基本经验主要是：中国先进青年必须有全国性的群团组

织；建立中国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青年团作用

的发挥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新时

代的今天，研究中国共青团创建时期的基本经验，对于新时代充分发挥中国

共青团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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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共青团坚定理想，矢志不渝，形成了宝贵经

验”［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总结中国共青团创建时期的基本经

验，对于新时代充分发挥中国共青团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先进青年全国性的群团组织的建立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先进青年就开始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努力奋斗。但在很长时期

内，中国先进青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群团组织。在五四时期，虽然出现了一批先进青年的群团

组织，但不能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建立中国先进青年的全国性

群团组织，以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

（一）五四时期先进青年群团组织的建立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先进的青年学生，继续探索着国家出路。1915

年，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倡导下，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

新文化运动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改造中国社会的愿

望。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掌

握了国家政权，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的觉醒。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迪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中国的先进青年开始认识到建立群团组织的必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2］。

对中国共青团创建时期基本经验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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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进青年群团组织的建立活动，可以说是从1917年秋开始的。从这时起到1919年五

四运动前，中国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在北京主要有爱国会、国民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

讲演团、同言社、工学会、共学会以及正在发起和组织中的少年中国学会，在湖南有新民学会，

在湖北有互助社、健学会、日新社,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有新中学会。从五四运动后到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建立前，一些中国先进青年在北京建立了工读互助团、平民教育社、曙光社、少年学

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正式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在天津建立了觉悟社，在湖南建立了俄罗斯研究会、文化书社，在湖北建立了利群书社，在

河南有青年学会，在浙江有永嘉新学会，在江西有鄱阳湖社（后称为改造社），在留法学生中有

工学励进会（后称为工学世界社）、工余社。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青年建立的这些群团组织，体现了他们改造当时的中国社会、建立新

社会的愿望，以及把这种愿望转化为现实的活动。但是，这些群团组织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

思想，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在这些群团组织的成员中，有些人的主张属于

改良主义，有些人的主张属于无政府主义，有些人的主张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有些人几种

主张兼而有之。有些人的主张虽然具有革命性，但在改造社会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上，还

不是很明确。这些群团组织的成员除一些知识分子外，主要是青年学生，缺少工农青年的参

加，因而也就缺少群众性，或者说群众性明显不足。这些群团组织基本上都是在一些大城市或

中等城市中建立起来的，活动范围有限，并且没有共同的领导机关，所以不能形成一种全国性

的统一的力量。但这些群团组织毕竟具有不同程度的先进性，并且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其中有些人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就为建立

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建立先进青年全国性的群团组织的准备

在五四时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产生了一批

“赞成俄国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即“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3］。共产主义

知识分子，就是指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毛泽东、周

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等。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织先进青年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从1918年下半年就开始

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下半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

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还组织成立了北京大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在五四运动后逐渐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

要内容。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他主持的文化书社和恽代英主持的利群书

社，都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周恩来、蔡和森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都进行了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织先进青年参加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

理论，不了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就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在参加

和组织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也积极组织先进青年参加工人

运动。由李大钊指导、邓中夏等组织建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多次组织青年到工人和

市民乃至农村中进行讲演，在北京郊区长辛店组织工人运动，并在1920年“五一节”召开了有工

人参加的庆祝大会。陈独秀在1920年“五一节”前，组织先进青年在上海联络了7个工界团体召

开了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和有关工人运动的通告。毛泽东在长沙、周

恩来在天津都进行了组织先进青年开展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的工作。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

子和先进青年还通过开办工人夜校、平民夜校、工人补习学校等形式，密切同工人群众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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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启发工人群众的革命觉悟，推动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织先进青年所进行的这些工作，促进了广大青年在思想上、政治上

的提高，也扩大了先进青年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队伍。五四运动后，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

不断增加，参加这些群团组织的人数不断扩大，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与此

同时，由于李大钊、陈独秀等的指导，各地青年组织之间的联系也在日益加强。所有这些，都

为建立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做了准备。

（三）先进青年全国性群团组织的建立过程

在中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这一任务是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在共产

国际帮助下提出的。共产国际之所以帮助中国建立这样的组织，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

知识分子重视青年的作用、组织和领导了青年运动，更是因为工人阶级政党需要有先进青年

的群团组织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助手和组织上的后备军。

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根据共

产国际的决定，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中国，随行的有翻译杨明斋等。杨明斋是俄籍华

人、俄共党员，实际上是维经斯基来华进行工作的助手。维经斯基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革命的

情况，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同时在先进青年中建立青年团。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在同李大钊、陈

独秀等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也商讨了建立青年团的问题。李大钊、陈独秀等也主张

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青年团，把先进青年组织起来，作为党的后备力量，帮助党开展工作。

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陈独秀提出要进行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党的组

织；二是组织工会，教育工人；三是重视青年，组织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四是要开展

妇女工作［4］。陈独秀还明确提出：要在中国“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预

计最先约有三十多人参加”，这种青年团“在中国则可命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的条件不可

太严，以期能吸收较多的青年。”［5］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

组织。同月，陈独秀委托该组织的成员俞秀松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在同各地共

产主义者商谈建立党的组织时，也都谈到了在各地建立青年团的问题。经过党在上海的早期

组织和党在其他各地的早期组织的努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当时称

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2年5月在广州正式建立。

可见，在中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这个任务是中国共产党

提出的。这样的群团组织，是党在各地的早期组织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当时之所以命名

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因为青年团不但应该具有先进性，而且还应该具有群众性。

二、建立中国先进青年群团组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不但提出了建立中国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这一任务，而且领导了这一群团组

织的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青年团）创建的过程表明，建立中国先进青年的群

团组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党的早期组织对建立青年团工作的领导

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不但领导了上海青年团的建立，也领导了其他各地青年团的建立。

1920年8月，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20余人，俞秀松为

书记。上海党组织不但同其他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联系，在各地建立党组织，或要求其成员在

所去的地方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还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的党、团组织还

将所拟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发送给各地，指导各地党组织建立青年团的工作。

·· 40



在北京，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11月建立了青年团，团员40余人，高君宇为书记。北京党

组织的成员张太雷于同月到天津，建立了天津青年团，团员7人，张太雷为书记。在湖北，党的

早期组织于1920年11月建立了武昌青年团，团员18人，陈潭秋为负责人。在湖南，党的早期组

织于1921年1月正式建立了青年团，团员20余人，毛泽东为书记。在广东，党的早期组织于

1920年11月建立了广州青年团，团员有十几名，谭平山为负责人。在山东，党的早期组织于

1922年8月正式建立青年团，团员20余人，王尽美为负责人。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留学生中，

党的早期组织于1922年6月建立了青年团（当时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团员38人，赵世

炎为书记。1921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为书

记，下设组织处、宣传处、教育处等8个处。这时，全国的青年团员共有1000余人，其中上海的青

年团员已达200人。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青年团和广大青年的各种革命活动也在此前的基

础上进一步开展起来。

但在这同时，由于党、团组织尚未正式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关，再加上许多团组织的成员

在思想上、政治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以及人员的流动性，到1921年5月前后，大部分团组

织都出现了人员流失、工作不力甚至活动停滞的现象。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一

个全国统一的正式的领导机关来加强党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

（二）党成立后加强了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国革命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这次大会关注了青年团问题，要求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

同时积极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次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张太雷、施存统等负

责青年团的整顿和发展工作。1921年11月，党的中央局发出通告（即中共中央文件），对建立与

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提出了要求。这个通告中提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

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并要求各地“切实注意”青年运动，青年团的改造工作要“依新章

从速进行”［6］。这里所说的“新章”，就是当时中央拟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整顿工作开展起来。青

年团的这次整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思想政治方面，规定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

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7］，因为“确定主义才能使分子不至于复杂”［8］。二是在组

织方面，规定青年团“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各地方的团组织“为

本团之一部”，还规定“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经团员二人以上的介绍，并愿加入所在地地方

委员会”，才能“为本团团员”［9］。三是在纪律方面，规定凡团员违背本团宗旨、章程或决议时，由

地方团组织给予处分，严重者“由该地方团大会过半数之议决开除之”；对团的工作进行不力，

经团的地方委员会警告而不改者，“由各地方团到会大多数议决开除之”；“三个月不交团费，及

三次无故不到会者除名”［10］。

在党的中央局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不同情况对青年团的组织进行恢复、改组、重

建以及团员登记等工作，使各地青年团的工作健康发展。到1922年5月，在全国17个大中城市

建立了青年团，有些城市的青年团还建立了分团，全国团员达5000余人，“大多数为工人，次之

则学生”“其他各处将成立而未成立者尚很多”［11］。

（三）党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建立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召开和各项议程，都是在党的中央局以

及有关负责人的领导和参与下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1921年11月的通告发出后，根据青年团临时章程的规定，上海青年团的

·· 41



领导机关代行团中央的职权。上海青年团的领导机关以及1921年4月成立的青年团临时中央

局，都是在党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1921年4月以后，陈独秀在上海

同张太雷等以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多次讨论了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大会议程和组织事

宜，并对有关工作进行了布置。党、团组织的有关领导人到达广州后，陈独秀出席了5月3日召

开的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办事处总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最后确定了青年团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部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等出席了开幕式，当时在广州召开

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全体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张太雷致开幕词，达林作了题为《国际帝

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说，陈独秀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讲

演，大会代表、劳动大会代表以及来宾共16人作了发言。从5月6日至10日，大会讨论通过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达林与蔡和森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张太雷起草）、

《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陈独秀起草）、《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陈公博起

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决议案》（张太雷起草）以及《关于政治宣传

运动的决议案》（起草人不详），讨论通过了施存统代表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听

取了各地青年团代表的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君

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为委员。在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施存统被推

选为书记。

这次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从这时起，中国就有了一个全国统

一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的结果，是各地青年团

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的结果。

三、青年团作用的发挥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

创建中国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团创建的领导，都是为了充分发

挥青年团的作用。青年团作用的发挥，是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来开展的，党在当时的中心

工作根据中共一大的规定就是组织工作，即组织工人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是因为，党

必须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同时显示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样才能影响各革命阶级，实现党对

各革命阶级的领导。所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过程，同时也是青年团在党的领导

下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挥作用的过程。

（一）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组织作用的发挥

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前，各地青年团尚未建立起一个正式的、全国统一的领导

机关,可以看作是青年团的早期组织。青年团的早期组织围绕开展工人运动发挥作用，主要是

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地青年团积极组织团员和进步青年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青年

团都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青年团的一项重要活动。上

海、北京、天津、湖南等地的有些团员在入团之前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在青年团整顿的过程中，“确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2］，这就使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进一步开展起来。1922年1月，青年团的刊物《先驱》创刊。这个刊物

的发刊词要求以“反抗的创造精神”来“达到理想的社会”，并要求“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

情形”［13］，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刊物还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

和国际革命经验的文章。青年团一大的文件中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14］，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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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就包括各地青年团对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地青年团积极组织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人运动。各地青年团通过开

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工人游艺会以及组织讲演队等方式，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

工人的觉悟。在工人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开展反对压迫工人、争取工人自

身权利的斗争。如邓中夏在京汉铁路长辛店站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工人

参加的反对军阀赵恒惕的斗争，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

记部及其分部在各地成立后，各地青年团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推动了工人运动走向

高潮。各地青年团积极发展先进青年工人入团，到青年团一大召开时，全国团员5000余人

中，“大多数为工人”［15］。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地青年团积极为党、团组织培养干部。1920年9月，上海青年团创办了

“外国语学社”，以学习外国语的名义培养党、团组织的干部。学社的学员少时有二三十人，多

时达五六十人。学员并不都是上海人，许多人都是各地党、团组织介绍来的，如学员任弼时、肖

劲光就是经毛泽东介绍从湖南来的。学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有的被派往莫斯科东方

大学学习，有的到国内各地开展工作。这个学社的学员，还有刘少奇、罗亦农、任作民 、汪寿华、

柯庆施等。外国语学社于1921年冬结束，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为党、团组织培养了一批

干部。这些干部中有的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有些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党、团组织的发展和

中国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实际运动计划的制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实际运动计划，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所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中。这些文件，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领导下，由共产党人起草的。这

些文件的通过，为青年团作用的进一步发挥指明了目标方向，提供了行为规范。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通过了团的政治纲领。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纲领》中，在“政治方面”有三项规定：“（一）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二）工

人和农人在各级议会和市议会中应获得无限制的选举权。（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罢工应

有绝对的自由权。”［16］这就是说，青年团要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作为革命任务，要发

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各阶层的群众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这是在中国革命中发

挥青年团作用的根本要求。

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中，对青年团的入团条件、入团手续，对青年

团的青年基层组织、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产生、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及所设的工作机

关作了规定，对青年团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以及团员的纪律作了规定。对于上下级组

织的关系，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团最高机关”，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

最高机关”，“下级执行委员会须服从上级委员会”；下级执行委员会对上级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有不同意见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但在上级执行委员会作出判决之前，“仍须服从

各该上级委员会”［17］。团的章程还对团的会议、下级组织向上级组织的报告制度等作了规定。

这是发挥青年团作用的组织保证。

这次大会通过的《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提出了改良工农青年生活的9项

条件，这些条件是青年团当时在各地开展青年工农运动中所应提出的要求和所要达到的目

标。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规定，青年团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

采取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向群众作宣传，团中央在重大问题、重大事件上所议定的

宣传方针，必须“通知本团全国各机关一律执行”［18］。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

案》，要求提高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妇女的文化水平、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要求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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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官僚式、或牢狱式的学校制度”［19］，参与学校管理。所有这些，都是对青年团开展青年运

动的要求。

（三）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成立后各方面作用的发挥

青年团的一大对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促进了青年团工作的全面展

开。青年团各方面工作的展开，也是在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

进一步加强青年团的自身建设。在青年团一大召开期间，团中央就发出第1号通告，通知

各地这次大会的文件将在《先驱》第8号上发表，各地接到通知之后在两个星期内按新团章完成

改组。5月27日，团中央发出第2号通告，对地方团组织改组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说明。6月22

日，在第8号通告中告知各地，团中央委员或特派员可以随时参加所在地方的团委会议，并申明

地方团委不得自定章程，已定者立即取消，地方团委制定的团章细则须经团中央批准。6月24

日，在第9号通告中对团的基层组织的组成人员问题作了规定。7月2日，在第10号通告中明确

规定，在团的地方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该地方团的最高机关是团的执行委员会，并不是执行委

员会的各部，各部的工作计划“均须在执行委员会通过”，并且每个执行委员都要“明白自己的

责任，时时去注意执行委员会全部的工作。”［20］团的章程和团中央这些指示的贯彻，理顺了上下

级团组织的关系和各级团组织的内部关系，促进了团的工作健康开展，进一步加强了青年团的

自身建设。

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1922年5月，上海日华纱厂（日资）的工人举

行罢工，得到了青年团中央的声援和上海团组织的支持。7月至8月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利

用北洋军阀政府宣称要重开国会的时机，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并拟定了《劳动法大纲》19条。

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全文刊登了这个大纲，各地团组织广泛开展了宣传活动和请愿、示威游

行，促进了劳动立法运动的发展。9月，安源路矿工人在当地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举行罢工，青

年团员在罢工斗争中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在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沿线各地团

组织积极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工人罢工被镇压后，青年团在各地组织学生和民众举行示

威游行，抗议反动军阀屠杀工人。团中央也发表了宣言，号召全国青年和民众进行反抗斗争。

1921年9月，当时是上海党、团组织成员的沈玄庐回到家乡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发动农民，建立

了衙前农民协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随后，农民协会发展到80个，范围扩大到3

个县。1922年6月，青年团员彭湃回到家乡广东省海丰县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

动。到年底，在98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1923年1月，成立了海丰县农民协会。到1923年5

月，海丰、陆丰、惠阳3县共有1500多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1922年11月，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反

动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彭允彝到任后克扣教育经费，排除异己，安置私党。1923年1月，北

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愤而辞职。同月，北京各高校师生两次向政府请愿，要求挽蔡驱彭。在北京

党、团组织的推动下，挽蔡驱彭的学生运动发展为反对军阀政府的斗争。团中央于2月26日致

函全国学生，号召广大青年同民众一起起来斗争。3月，第四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使五四运动后一度沉寂的反帝反军阀的学生运动重又开展起来。

进一步扩大青年团在全国的影响力。青年团一大后，青年团多次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发表宣言或提出主张。1922年6月上海日

华纱厂工人罢工开始后，青年团中央发表了《请求全国各界和各团体援助上海浦东纺织工人

书》。随后，又发表了《对于政变的宣言并答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里所说的“政变”，是指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失败，直系军阀开始控制北京政权。这里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主

张”，是指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3年3月1日，发表了《为“二七”

大惨杀宣言》。7月16日，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揭露各派军阀的反动本质，向全国人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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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打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这些宣言和主张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把自己的活动融入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

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21］中

国共青团创建时期的基本经验，与共青团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经验一样，都是“共青团面向

未来、再立新功的重要遵循。”［22］中国共青团创建时期的基本经验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

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的“立身之本”。中国共青团从成立之时起，就听

党话、跟党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共青团服从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发挥作用、走

向未来的根本保证。中国共青团创建时期的基本经验启示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共青团的作

用。中国共青团从成立之时起，就坚持“党的奋斗主题就是团的行动方向”［23］，从而在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在新时代，必须继续发挥共青团

为党育人、为国尽责、组织中国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先锋作用。中国共青团

创建时期的基本经验还启示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共青团的自身建设。中国共青团从成立之时

起，就重视团组织的自身建设，以自我革命的精神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成为“紧跟党走在时代

前列的先进组织”［24］。新时代面临着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共青团的自身建设不能削弱，只能

加强。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从严从实的作风加强团组织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共青团的工

作能力，全方位提升共青团工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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