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大
時間：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

地點： 上海

出席代表： 12人

全國黨員： 50多人

總書記： 陳獨秀

主要決議： 宣告中共正式成立

二大
時間：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地點： 上海

出席代表： 12人

全國黨員： 195人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

主要決議： 制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

三大
時間：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

地點： 廣州

出席代表： 30多人

全國黨員： 420人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

主要決議： 確定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四大
時間：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地點： 上海

出席代表： 20人

全國黨員： 994人

總書記： 陳獨秀

主要決議： 提出無產階級領導及工農運動的革命方針

五大
時間：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

地點： 漢口

出席代表： 80人

全國黨員： 57967人

總書記： 陳獨秀

主要決議： 批判陳獨秀「右傾」，宣布與國民黨決裂

六大
時間：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地點： 莫斯科

出席代表： 142人

全國黨員： 4萬餘人

中央常委主席： 向忠發

主要決議： 制定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專政

的綱領，批判左、右傾

七大
時間：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

地點： 延安

出席代表： 755人

全國黨員： 121萬人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主要決議： 確定毛澤東思想作為黨工

作指導方針

八大
時間：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

地點： 北京

出席代表： 1026人

全國黨員： 1073萬人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主要決議： 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已基本建立，今

後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

九大
時間： 1969年4月1日至24日

地點： 北京

出席代表： 1512人

全國黨員： 2200萬人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主要決議： 把「文化大革命」合法化，並加強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央的地位

十大
時間：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地點： 北京

出席代表： 1249人

全國黨員： 2800萬人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主要決議： 使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

在中央的勢力進一步加強

十一大
時間：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

地點： 北京

出席代表： 1510人

全國黨員： 3500多萬人

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

主要決議： 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

仍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及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為指導方針

十二大
時間： 1982年9月1日至11日

地點： 北京

出席代表： 1690人

全國黨員： 3965萬人

總書記： 胡耀邦

主要決議： 提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

建設的綱領

十三大
時間：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

地點： 北京

出席代表： 1936人

全國黨員： 4600多萬人

總書記： 趙紫陽

主要決議： 正式提出以「一個中心、

兩個基本點」為核心的社會主義

初級階段路線

十四大
時間：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

地點： 北京

出席代表： 1989人

全國黨員： 5100萬人

總書記： 江澤民

主要決議： 確定建立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

十五大
時間：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

地點： 北京

出席代表： 2074人

全國黨員： 5900多萬人

總書記： 江澤民

主要決議： 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

中共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

十六大
時間：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

地點： 北京

出席代表： 2114人，特邀代表40人

全國黨員： 6635.5萬人。

總書記： 江澤民

主要決議： 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確立

「三個代表」理論寫入黨章，作為黨必須長

期堅持的指導思想。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70年圖集》、《共和國五十周

年紀念畫冊》）

十七大代表構成

■ 基層黨組參與率99％以上

黨員參與率98％以上

■ 差額比例超15%

■ 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28.4%

■ 女代表 20.1%；

■ 少數民族10.9%；

■ 55歲以下有1,561名，佔70.4%；45歲以
下的416名，佔18.8%；

■ 大專以上學歷2,068名，佔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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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荊斬棘 與時俱進
中共一至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中共歷史上的「第一」

■第一次對馬克思主義作系統完整介紹的
人—李大釗。

■第一個把《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中文並
全文傳入中國的人—陳望道。

■第一個共產黨組織—1920年8月建立的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第一個宣言—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於
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宣
言》。

■第一個公開性機關刊物—1915年9月在
上海創刊的《新青年》。

■第一個秘密性機關刊物—1920年11月
在上海創刊的《共產黨》。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中共黨員統計

非公有制單位職工黨員
318萬人佔黨員總數比例       4.3%

女黨員 1461.7萬人 佔19.9%

少數民族黨員 472.1萬人   佔6.4%

大專以上學歷的
黨員 2279.7萬人   佔31.1%

黨員的年齡情況

35歲以下  1738.4萬人  佔23.7%

36歲至59歲  3884.2萬人  佔52.9%

組成部分和骨幹力量

農牧漁民 2,310.2萬人 佔31.5%
機關幹部及企事
業單位管理人員、 2,134.6萬人 佔29.1%
專業技術人員

工人 796萬人 佔10.8% 

軍人、武警 159.7萬人 佔2.2%
學生 194.7萬人 佔2.6%
離退休人員 1377.6萬人 佔18.8%
其他 363.5萬人 佔5%

黨員總數 7336.3萬人 現有基層組織360.7萬個

截至2007年6月

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在借鑒以往經驗
的基礎上，堅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從
全國代表的產生程序可以看到，充分發揚
民主、走群眾路線體現在各個方面、各個
環節，貫穿於選舉工作的全過程。代表產
生經過「三上三下」，而其中還有許多新的
舉措，包括擴大差額選舉比例，選舉單位
代表候選人一般應多於應選人額的15%；
生產和工作一線代表比例提高，除中央直
屬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維持不變外，其他
選舉單位中生產和工作一線代表的比例，
比十六大時相應提高5個百分點。
而各省區市還有適當數量的新經濟組織

和新社會組織的黨員代表。一線代表比例
提高等。而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即各省
區市在確定代表候選人預備人選之前，還
向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通報並
聽取意見。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
為使十七大代表能夠具有廣泛的代表

性，中央要求中間既要有各級黨員領導幹
部，也要有生產和工作一線的黨員。要有
經濟、科技、國防、政法、教育、宣傳、
文化、衛生、體育等各方面的代表。要適
當增加生產和工作一線代表的人額。女黨
員和少數民族黨員要佔一定比例。

中共黨代會人選
聽取民主黨派意見

■中共一大會址(左)。為躲避搜查，一大最後一
次會議移到浙江嘉興南湖一艘遊船上進行。

■中國共
產黨早期
領導人陳
獨秀。

■第一次國共合作後建立的黃
埔軍校。

■朱德在十大投票選舉中委。

■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左
起）在中共十一大主席台上

■鄧小平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
計師。

■中共十三大會場。

■江澤民與鄧小平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交
談。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層在這次會議
中形成。

■瞿秋白

■「八一」南昌起義

■中共六大會址。■李大釗

■《共產黨宣
言》首個中文
全譯本。

■中共八大會場

■ 中 共
九 大 ，
毛 澤 東
與 林 彪
在 一
起。

■圖畫《新
中國從這裡
走來》。左
起 為 周 恩
來、朱德、
毛澤東、任
弼時、劉少
奇。

■胡錦濤擔任中共十六大秘
書長。

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