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一大
（1921 年）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 浙江嘉兴南湖

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

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共 12 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宜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共二大
（1922 年）

上海

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

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共 12 人

大会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

纲领。大会通过第一个党章，并通过决议案，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中共三大
（1923 年）

广州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张国焘、王用章、邓培、

瞿秋白等各地代表共 30 余人

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大会规定共产

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大会

以后，国共合作步伐大大加快。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

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



中共四大
（1925 年）

上海

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等各地

代表共 20 人

大会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

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

年来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国内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

中共五大
（1927 年）

武汉

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

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等各地代表共 82 人

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

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大会要求，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修改党章的决议，

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中共六大
（1928 年）

莫斯科

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等各地代表共 142 人

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

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

线是争取群众。

中共七大
（1945 年）

延安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各地代表共 547 人

大会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

风。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团

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

想并载入党章。



中共八大
（1956 年）

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各地代表共 1026 人

大会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上建立。

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

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

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

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着重提出加强

执政党建设的问题，通过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共九大
（1969 年）

北京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等各地代表共 1512 人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共十大
（1973 年）

北京

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朱德等各地代表共 1249 人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修改的党章。



中共十一大
（1977 年）

北京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各地代表共 1510 人

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 20 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共十二大
（1982 年）

北京

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等各地代表共 1600 人

大会通过的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出分两步走，

在 20 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

程》。

中共十三大
（1987 年）

北京

邓小平、李先念、习仲勋、胡耀邦等各地代表共 1936 人

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

到 21 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中共十四大
（1992 年）

北京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各地代表共 1989 人

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4 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同志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中共十五大
（1997 年）

北京

江泽民、尉健行、温家宝、胡锦涛等各地代表共 2048 人

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把

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

章。



中共十六大
（2002 年）

北京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等各地代表共 2114 人

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阐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根本要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中共十七大
（2007 年）

北京

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等各地代表共 2213 人

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明确科学发展观第

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

兼顾;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中共十八大
（2012 年）

北京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李长春等各地代表共 2268 人

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

联系；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中共十九大
（2017 年）

北京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等各地代表共 2280 人

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

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