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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巡视制度建设∗

胡 云 生　 　 　 张 　 彦

　 　 摘　 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巡视制度建设，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为逻辑起点，既有其

自身内部组织结构的生成动力，亦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客观需要。 其设计与运行，是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
决定、指示确立的，涉及组织结构、人员选拔、履行职责、制度权威等一系列工作规程和行动准则，具有革命性和选

择性特征。 该制度的实行，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的历史

贡献。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巡视制度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１３１－１０

　 　 自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后，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团”）的组织机构逐

渐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

组织形态的本质特征，民主集中制是其组织原则和

组织制度，青年生存形态是其发展的重要依据，巡视

制度则是其组织形态发展变化的逻辑力量。 总结研

究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对于新时期加强和

改进青年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遗憾的

是，目前学术界对此尚无专文论述。 本文拟以《中
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和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为基础史料，通过对其发展主线的历史考察，粗线条

勾勒出其基本规律和历史贡献，以冀抛砖引玉，引起

学术界对该问题的关注。

一、团的巡视制度建设的逻辑起点与历史动因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建设有其产生的

外因和内因。 作为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
领导创建的组织，团要谋求生存和发展空间，必须加

强自身制度建设，巡视制度即是在此特定背景下发

展形成的。

１．中共直接领导的逻辑起点

“共青团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党的旗帜为旗帜、
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把坚持党的

领导深深融入血脉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青年组

织的根本特质和鲜明优势。” ［１］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

巡视制度创建，与中共直接领导密切关联。 中共是

团的发起者和成立者，中共党人如任弼时、林育南、
邓中夏、恽代英、贺昌等均担任过团中央领导人，直
接参加过团的巡视工作。 中共诸多文件亦要求党的

巡视员巡视团的工作。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的

《巡视条例》第 １５ 条明确规定：“（党的）巡视员须附

带的指导青年团工作并考察青年团的情状报上级团

部。” ［２］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１ 日，中共中央的《中央巡视条

例》 第 ４ 条 和 第 １３ 条 又 作 出 较 为 详 细 规

定［３］２２１－２２７，中共地方党部在实践中予以执行。 如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５ 日，中共广东省委要求：“党的巡视员

所到之处，当顺便巡视 Ｃ．Ｙ．工作。” ［４］ 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中共福建省委通告要求：“党派巡视员到各

地，应该帮助团的工作。” ［５］ 此后，中共不断作出指

示 ，要求加强巡视团的工作 。如 １ ９ ３ ９年 ４月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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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各级青委要“经常组织巡

视” ［６］ 。 中共浙江省委、闽西南特委、中共山东青委

分别于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指示，要求所属青年部门要健全巡视报

告制度。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６ 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各级

青委：“可派巡视员指导检查下级青年工作。” ［７］ 同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中共中央又以《青委组织工作条例》
形式正式予以确定。

关于团如何实行巡视制度，中共以决议、通告、
指示信等多种形式予以指导帮助。 １９３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中共中央提出：“（帮助青年团）建立巡视制度和

代表制度等。” ［３］３３７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中共中央指

示团中央：“为建立活的与具体的领导，必须建立经

常的巡视制度。” ［８］ 中共地方党部以同样方式指导

帮助当地团的巡视工作。 以中共满洲省委为例，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指示团满洲省委：“省委三人中要

经常的派一人在外面巡视中心地方的工作。” ［９］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再次指示：“增多巡视员，切实改善巡

视制度。” ［１０］４７同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又指示东满团特

委：“为要建立灵活的敏捷的领导，必须建立巡视制

度。” ［１０］１４５与此同时，中共巡视制度为团的巡视工

作提供了参照体系。 比对 １９３２ 年团的巡视条例和

１９３１ 年中共巡视条例，可以看出，在巡视员设置与

任用、巡视任务、方式方法、巡视纪律与工作要求等

方面，前者是参照后者而制定的。 在组织形态上，团
与中共的巡视制度建设一脉相承，均经历巡行特派

与巡视制度发端、条例颁布与巡视全面实行、“活的

领导”提出与延伸、转向调整与专项巡视兴起四个

渐次发展形态。
２．团内部组织结构的直接诱因

首先，相对集中组织结构的影响。 作为中共助

手和后备军，团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体现在团内的组

织关系上表现为：团的下级组织是在上级组织的许

可下成立的，下级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组织。 但

团是在同中国社会旧势力进行斗争的复杂历史社会

环境中创建起来的，力量和经验有限，创建之初还不

可能立即建立完善团内制度体系。 团内制度独立性

和系统性的缺失，迫切要求建立一种制度，加强团内

集中统一领导，促进各级团组织明确职责，规范团内

关系和工作秩序，巡视制度因此应运而生。 １９２３ 年

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修正章程》明确提

出实行团中央特派员制度［１１］ ，１９２５ 年的第二次修

正章程和《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再次予以

重申［１２］７０－７４。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团中央规定：“中央与

地方以后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在可能范围内多派

得力同志到各地巡视。” ［１２］３１０巡视制度得以正式确

立。 １９２６ 年，团中央再次规定：中央应“经常的派员

出巡各地指导工作” ［１３］２００。 随后，团中央不断以通

告、决议、指示信等方式明确其领导和指导的基本职

能。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团中央通告各地团省委：
“对各县须有经常的巡视。” ［１３］５７２ １９２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再次通告重申：“加强对地方团部的巡视与督促

的工作。” ［１４］２９１９３０ 年，团中央“建立中央本身对各

省的巡视工作” ［１５］７２８。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５ 日和 １１ 月

２９ 日，团中央分别指示团河南省委、团满洲省委，要
立刻 建 立 省 委 对 各 县 的 巡 视 及 支 部 巡 视 制

度［１６］７０２。 可以说，团的巡视制度的实施，规定了团

内上下级之间关系，加强了上级对下级的集中统一

领导。 其次，秘密状态下上下联络的现实需要。 第

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加强团内秘密机关之间的

联系、畅通上级对下级的有力指导领导，团参照中共

做法，推广实行巡视制度。 如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 ２ 日，团
陕西省委要求：省委只留四人，“其余委员多负特派

员职任” ［１７］ 。 其目的不仅可以加强实际指导力度，
更有利于避免被全部破获的危险。 对此，团中央

１９３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颁布的《健全建立各级巡视制度》
（又称《巡视员工作条例》）解释得很清楚：“为了适

应秘密条件，必建立健全的巡视制度，进行活的切实

具体的巡视指导。” ［１８］３１７－３２２针对秘密状态下的外

县工作，各级团组织仍重视巡视这种方式。 如，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５ 日和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团满洲省委要求

对外县巡视，强调“特别要解决的问题是‘巡视员问

题’” ［１９］ ，就是考虑到安全问题。 最后，建团价值导

向的有力推动。 建团、治团的价值取向和核心理念

决定团的巡视制度的逻辑起点。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

巡视制度设计与运行与团的建团目标、建设任务和

建团理念密不可分。 团早期宣告成立之际，即以在

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上与中共保持一致的先进青年

组织为团的定位，强调的是团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

入到广大的青年群众中去，其核心体现了群众路线

的精神实质。 团的巡视制度正是在这种机理作用下

开始生成与运行，以各级团的巡视员为原点，不断深

入青年群众和基层传播革命、动员青年，逐渐向四周

扩散团的组织设置和影响力。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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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团认识到壮大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团员数量上的

增加成为团内重要的建设任务。 巡视制度恰恰是实

现与完成这一任务使命的最好方式———通过巡视整

合团的社会资源，扩大影响、壮大力量，密织组织网

络、厚植革命基础。 离开建团价值导向的有力推动，
巡视制度生命力则无从谈起。

３．中国青年运动的客观需要

作为中共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帮助

党获得青年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２０］ ，是团的巡

视制度最为主要的内容和任务。 团中央 １９３２ 年的

《健全建立各级巡视制度》明确规定：“巡视员不仅

要其正确的传达上级机关的指示与决议，而且要细

心去解说当地团部或个别同志对中央路线、目前策

略、基 本 口 号 以 及 每 个 个 别 问 题 有 不 了 解 之

处。” ［１８］３１７－３２２同年 ９ 月 １３ 日，团中央再次要求支

部巡视员：“在省委会议、区书联席会议、市县区委

会议、支书联席会议、支部小组会议上，要不怕麻烦

的细心的报告、解说和讨论，把联席会议的意义和决

定传达到每个支部每个团员的脑海中、心坎中

去。” ［１６］５１５宣传中共和团的政治主张，引领和凝聚

青年跟着中共、参加革命，巡视制度成为其中重要手

段。 在充分了解“青运”基础之上，团的巡视员针对

实际情况给予具体的指导，对于“青运”发展发挥了

重要的指导作用。 团中央 １９３２ 年的《健全建立各级

巡视制度》明确要求：“建立各级巡视制度，有系统

的最切实的进行巡视检查工作，使全国青年运动的

一切实际状况得能真实反映于团的领导机关，然后

才能更加强对全团工作的领导和推动，切实纠正工

作中一切不正确倾向缺点和错误。” ［１８］３１７－３２２１９３１
年 ８ 月 ９ 日，团鄂豫皖区中央分局要求：“巡视员出

外特别注意巡视青工工作”，“发动青工斗争”，“动
员青 工、 青 农、 少 队、 童 子 团 来 援 助 青 工 斗

争” ［２１］３２９。 正是通过巡视，宣传了中共和团的政治

主张，促使青年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巡视也是了解掌握

和指导推进“青运”工作的现实需要。 一方面，团的

巡视制度是保证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２９
年，《上海巡视工作大纲》明确要求团巡视员要报告

巡视地方的团内状况、团区委情况和群众状况，并列

出详细清单。 １９３０ 年，团中央制定本年度六七月份

工作计划时要求： “建立宣传工作并搜集青工材

料。” ［１５］７３３团中央 １９３２ 年的《巡视员工作条例》以

团内法规规定，巡视员要“真正的了解全团工作的

实际情形” ［１８］３２２。 团中央于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和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分别指示团河北省委、团厦门市委，要
求立 刻 派 巡 视 员 调 查 “ 下 层 群 众 实 际 的 状

况” ［２２］４７６，“去深刻了解农村的情形” ［２３］５０４。 显

然，掌握这些基本情况对于团的决策和组织发动民

众是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另一方面，巡视也有利于

上级团组织因地制宜指导青年革命运动。 如团满洲

省委 １９３１ 年就是根据巡视南满和北满报告，包括当

地政治经济状况、党团组织状况、今后工作意见、破
解困局办法等，及时作出科学决策，有力地推动了当

地“青运”发展。

二、团的巡视制度建设设计与运行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建设运行与设计，
受革命战争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选择性和

动员性是其必须要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巡视员的设置。 主要呈现三个特征。 一

是上级领导、分级负责。 巡视员的派遣，实行中央和

各级团部分级负责，原则上按照组织隶属关系，分别

负责对下级开展巡视。 关于巡视员派遣人数，团中

央明确规定：省委层面设置 １—３ 个，地方和上海等

大城市为 ２—４ 个［１８］３２２。 具体实践中，巡视员人数

和巡视时间的确立，要根据各地团组织系统建设、团
员人数具体情况和当地革命斗争形势而定。 以团满

洲省委为例，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要求一人出巡，“于
一月内至少巡视一地方以上团的工作，于二个月内

省委要巡视哈尔滨、大连、营口、南满各一次，抚顺每

月巡视一次” ［２４］ 。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６ 日，要求团盘石县

委：“至少要有两个经常的巡视员。” ［２５］ 同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再次要求：“中心县委至少要经常有四个，县
委至少三个，区委及特支至少两个。” ［２３］３８４在苏区，
巡视员人数和派遣频次相对较多。 如团苏区中央局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决定：“各级团部须设巡视员四

人至七人。” ［２１］６３４同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团湘鄂赣省委

提出巡视频次为：“平均计算每月有两次至三次者，
期间上颇长，最低限度有半月至一月余者。” ［２１］６５６

二是专兼结合、临时为辅。 巡视员设置基本经历了

常委委员兼任、常委委员兼任和固定巡视员并存、固
定巡视员独存，以及后期专职巡视员的过程。 早期

巡视员绝大多数是由各级团部委员兼任的。 如团山

东省委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要求省委委员“经常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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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在外巡视” ［２６］１９２。 同年 ６ 月 ２ 日再次要求：
“省委四人中，一人经常出去巡视，工作紧张时再去

一人作短期的巡视。” ［２６］２３１巡视员有时也由其他部

门负责人担任。 如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和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团湖南省委、团河北省委均要求组织部门

负责人要出外巡视［２７］ 。 委员兼任巡视员长期外出

巡视，无法形成有力的集体领导。 如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团四川临委工作称：“将省委委员分派各地巡

视” ［２８］１１７，导致临委亦不健全。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２ 日，
关于巡视珠河团工作报告亦称：“常委亲自去巡视，
而结果影响着集体领导的问题。” ［２９］ 有鉴于此，各
地纷纷要求予以修正。 如团河北省委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

１ 日指示团直中特委：必须“提拔专门的各县巡视

员” ［３０］ 。 三是职权相宜、因时而制。 团早期巡视制

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巡视员的权力较大。 团

中央的《健全建立各级巡视制度》明确规定：“各级

巡视员是该级领导机关对下级团部考察和指导工作

的全 权 代 表， 对 该 级 领 导 机 关 须 负 绝 对 的 责

任。” ［１８］３２２事实证明，巡视制度功能设计上的高度

集中特征，加剧了团内权力和组织形态向上集中趋

势，妨碍了集体领导实行和基层团组织创造性的发

挥，对团内民主的发育和发展不利。 后期团内巡视

员的职权逐渐由全权领导调整为监督检查，就是基

于该原因考虑的。
第二，巡视员的基本条件。 政治上要求忠实坚

定是其首要条件。 巡视员的选拔任用最初是由委员

兼任，即是基于政治因素考虑。 政治忠实首先体现

在熟悉和了解中共和团的路线政策。 如团苏区中央

局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要求团赣西南：“以最忠实最有

工作能力的干部充当巡视员。” ［２１］１７０－１７１成分上选

择工农分子是其关键条件。 中共总结第一次大革命

失败的原因是，机关中知识分子多、工人成分少，要
求必须坚决提拔能力较强且斗争积极的工农分子。
团巡视员成分工农化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背景下展

开的。 如团中央 １９２７ 年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要

求：“各地巡视指导员，更当注意选派坚决斗争的工

农分子。” ［１３］５４５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团苏区中央局

再次决定：“为使巡视工作深入，培养工农分子的巡

视员。” ［２１］６３４实际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也是巡视

员任用的基本条件。 如团满洲省委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６
日指示：各级团县委巡视员要“勇敢的提拔在斗争

与实际工作中坚决积极分子担任” ［２５］２３０。

第三，巡视员的主要任务。 建团初期，团最重要

的青年工作有三个方面，即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

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３１］ ，团的巡视员主要任务是

聚焦青年群体为首要目标，重点指导组织青年运动

引领教育青年群体。 土地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员被

赋予新的历史使命———“进行活的切实具体的巡视

指导” ［１８］３２２。 苏区的建立，团的巡视任务是紧紧围

绕苏区如土地革命、扩红运动等中心工作，开展巡视

监督，具有较强的战时性，由过去领导方式开始向监

督检查性质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团的重点工作是

引导青年抗日救亡、向中共输送青年力量、取得民族

革命胜利［３２］ ，巡视制度随之调整为监督检查工作

的一种有效方法。 解放战争时期，团的中心任务是

配合中共中心工作———解放全中国、取得民主革命

胜利，巡视任务开始把土改运动、接管城市、支持战

争有机结合起来。 但是无论巡视员的重点任务怎样

围绕团的中心任务变化而变化，巡视员基本任务的

主线则始终没有变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

传达解释。 主要是向下级团组织传达上级政策决

议、指示命令等。 １９３２ 年，团中央《巡视员工作条

例》明确规定团的巡视员首要任务是，要把上级的

“指示和决议在团内进行广泛的深入的解说工

作” ［１８］３２２。 二是政治指导。 主要是帮助和指导下

级团组织贯彻落实上级政策决议、指示命令等。 团

中央多次通告指示，要强化巡视员的政治指导功用。
如 １９２６ 年要求： “经常的派员出巡各地指导工

作。” ［１３］２００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通告：“特别要抓住中

心区域加紧巡视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去具体指

导。” ［１５］２３２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规定：“为建立政治的

与具体的领导，必须建立经常的巡视制度。” ［３３］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和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两次指示团

河北省委：“切实确立巡视制度，以保证省委对全省

工作活的具体的领导。” ［２２］６６４“加强下级团部的领

导。” ［２３］４３３三是整顿改造。 主要是整顿改造、恢复

重建地方团组织。 团中央的《巡视员工作条例》明

确规定巡视员：“必须与目前全团‘支部’及‘干部’
的改造运动最密切的联系起来。” ［１８］３２２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团中央再次提出巡视员的主要任务是：
“考查和改造各地团部。” ［３４］教育和培养干部，也是

团巡视员巡视期间的基本任务。 如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和 ８ 月 ９ 日，苏区团中央局和团鄂豫皖区中央分

局分别提出，巡视员外出巡视，要带工农分子或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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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以巡代干、随时指导，并且“一定要详细的考查下

级的干部，而随时提拔之” ［２１］２４５－３３１。 四是调查研

究。 主要是巡视员深入基层和群众，全面了解掌握

各地具体情况。 团中央的《巡视员工作条例》规定

巡视员：“不仅要去考察与了解下级领导机关本身

的情形，而且要很深入的检查下级团部对实际工作

的执行，青年群众斗争的事实和团的领导作用，探讨

每个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实际去了解当地

的客观环境，青年工农生活的状况，各反动派别的活

动及其争取青年的积极性，青年群众各种组织和工

作情形。” ［１８］３２２同时还要求巡视员加强统计工作。
如团鄂豫皖区中央分局 １９３１ 年 ８ 月 ９ 日就决定巡

视员， 要 “ 负 责 把 该 组 织 的 调 查 统 计 工 作 带

回” ［２１］３３４。 五是监督检查。 检查并纠正下级党组

织各项工作，也是巡视员最基本的任务。 如团陕西

省委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报告：“市委每天巡视各支部

一次，考察与督促每支部工作。” ［３５］５２团广东省委

同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指示惠阳县委：“经常派巡视员帮助

支部的工作，检查支部工作。” ［３６］２９３当然，巡视员的

任务要结合青年特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团的巡视制

度一建立，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把革命的希

望寄予青年” ［１］ ，巡视任务大多是结合青年特点而

展开的。 如针对红色五月运动和青年冲锋季工作计

划，团满洲省委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指示巡视员要帮

助青年“切实发展自我批评，进行革命竞赛” ［３７］ ，团
陕西省委 １０ 月 ６ 日指示必须建立健全巡视制度，
“加紧工作的速度” ［３５］１５７。 针对青年在革命斗争

中的作用，团东江特委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指示海陆

紫县委：要通过巡视，“猛烈开展青年在斗争中站在

最前线” ［３６］２６０，使团成为真正领导青年群众革命斗

争的战斗组织。
第四，巡视员的工作方式方法。 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一是划片分区巡视。 即在设计构建上，突出

重要中心区域和重要产业行业，实行划片分区巡视。
如在四川，团四川临时省委 １９２９ 年将巡视区域划

为：“以川西、川南为一大段，川东、川北为一大

段。” ［２８］５３在山东，团山东省委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工作计

划大纲称：“各地亦应集中力量巡视重要区域与重

要支部。” ［２６］２４２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团中央通告强

调：“特别要抓住中心区域加紧巡视工作。” ［１５］２３２

“用分区巡视的方法每礼拜巡视一区。” ［１５］５８４１９３１
年《上海团的组织上几个严重问题》要求巡视工作：

“要首先抓住几个中心厂。” ［２１］７１二是召集工作会

议。 即强调通过召集各种会议，包括工作动员会议、
听取情况汇报会、工作会议以及座谈会等，实现传达

上情、了解下情，以及帮助指导工作和切实解决问

题。 团的各级巡视员基本都是采用召集会议的方式

开展巡视的。 三是进行个别谈话。 即通过与被巡视

地方负责同志及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集体谈话或个别

谈话，了解实际情况、完成巡视任务。 如 １９３１ 年 ８
月 ９ 日，团鄂豫皖区中央分局要求巡视员：“去切实

与下层团员及群众谈话。” ［２１］３３２四是深入基层考

察。 即要求巡视员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强调的是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原则。 深入

基层考察一个重要环节是必须认真收集、查阅各种

地方资料。 如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中共湖南省委要

求团的巡视要“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材料，在组织会

议中，在工人谈话中，在各地的报告中，要一点一滴

的聚集所有材料” ［３８］ 。 五是报告巡视情况。 即在

设计模式上，采取撰写巡视报告的方式，充分运用巡

视成果。 如团中央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指示团厦门中

心市委：“市委巡视员必须纠正平时不写报告，一次

算账的习气。” ［１６］８２

第五，巡视员的纪律与要求。 在政治纪律方面，
主要强调巡视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共和

团的基本路线，必须坚定不移地纠正团内错误思想。
正如 １９３２ 年团中央的《巡视员工作条例》所规定：
“各级巡视员对自己巡视地方工作须特别细心。”
“须对该级领导机关负政治上责任。”在组织纪律方

面，强调必须遵守和维护团在组织上团结统一的行

为准则，其核心是民主集中制原则。 １９３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团中央《巡视员工作条例》规定：“不能代替下级

领导‘包办一切’工作，必须站在检查和帮助下级团

部的工作观点上积极扩展下层自动性和创造性”，
且“要注意听每个参加实际工作同志的报告和各人

的发言，注意听领导同志拟议的具体意见，然后详细

的解说各种必要的问题” ［１８］３２２。 在工作纪律方面，
强调首先要注重程序。 巡视前，巡视员必须准备充

分，并与派出组织讨论确定巡视中心任务；巡视中，
必须写巡视日记，并及时报告巡视情况；巡视后，必
须详细书面报告情况，并提出整改意见建议。 苏区

中央局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３ 日规定：“巡视（员）必须实行

中央的巡视工作条例，不应成为一个简单的调查员

或传达员。” ［１６］１６４其次要注重计划。 如 １９３０ 年 ９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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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９ 日，团闽西特委要求：“巡视工作应有计划去

进行。” ［３９］最后要注重方式。 １９２９ 年，《上海巡视

工作大纲》规定了团巡视的 ７ 种方式，即参加各种

会议主要是支部会议、个别谈话主要是找重要支部

同志谈、调阅会议记录及当地各种印刷品、做巡视日

记和催填表册、很冷静去考察与追问各方面情形不

带主观、利用其他同志去调查报告找到新的考察巡

视线索和实际材料、收集各种社会的调查统计报告

材料［１４］６２８－６３０。 在群众纪律方面，强调群众纪律是

处理巡视工作与群众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要求。
各级团组织不断出台文件，要求巡视员要深入群众、
相信群众、动员群众，力戒官僚主义行为发生。 如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团山东省委要求巡视：“必须要

长期的参加到下层支部小组中间。” ［２６］２４２同年 １ 月

至 ３ 月，团江西省委报告：“巡视所到之地，必须居

留相当长时期，并深入到支部中去切实考察指

导。” ［４０］

三、团的巡视制度建设的历史贡献与基本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建设，是团的奋斗

发展史、理论创新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团的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的历

史贡献。
第一，实现了团内高度集中统一领导。 首先是

规范了团内领导关系秩序。 巡视制度在顶层设计上

始终与建团治团原则高度契合，其核心功能是保证

团内集中统一领导。 早期实行的巡视特派，本身就

是一种领导方式。 如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团中央特派员林

育南巡视武昌， “逐渐健全团武昌地委的领导机

构”，并“对各级团支部进行整编和确定了支部书

记” ［４１］１０４－１０５。 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从团中央到

地方派员层层巡视直到基层，加强对下级团组织的

领导，形成了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级的领导链

条。 巡视制度的实行，密织了组织网络，构建完善了

团内各级领导体系，确立了组织路线和团内关系秩

序，实现并强化了团内集中统一领导。 其次是整顿

改造了地方团组织。 早期的一些地方团组织，就是

由团的巡视员创建成立的。 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底，中央

特派员王振翼巡视山东，“主持改组”了济南团组

织［４２］ 。 １９２４ 年，在团中央巡视员林育南领导下，武
汉许多工厂和学校恢复和发展了团组织。 同年 ８ 月

２０ 日，团中央执委恽代英巡视长江各地，改组了湖

北团组织，共有 ８ 个支部［４３］ 。 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

后，巡视制度对于恢复重建和整顿改组地方团组织

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 １９２９ 年，团山东省委通过巡视

“改组了各地的指导机关，引进当地工农同志来参

加” ［４４］６１。 １９３２ 年初，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傅天飞多

次赴南、北满抗日游击区巡视，整顿改造组织，并先

后在金川、桓仁、兴京等县开辟工作，建立抗日游击

根据地。 最后是确保了党内上下政令畅通。 巡视制

度的实行，能够及时将上级团组织重要精神传达到

位，督促团员干部树立正确政治信念，旗帜鲜明地坚

持上级基本路线不动摇。 如 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底，团中

央特 派 员 王 振 翼 巡 视 山 东， 传 达 国 共 合 作 指

示［４２］８５。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团中央特派员林育南巡视

武昌， “ 传 达 了 团 的 第 三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精

神” ［４１］１０４－１０５。 １９２９ 年，团山东省委报告称巡视主

要成绩之一就是“传达了全国大会及省扩大会的决

议，至少给了各地干部活动分子一个相当的认识”，
正是因为巡视，“确定了各地主要工作的路线，尤其

是集中力量来建立产业支部与工作中心的这一路

线” ［４４］６１。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团赣东北省委报告

亦称，“传达和帮助执行，在这几次巡视中，是获得

了效果的” ［２２］６２６。 通过巡视，使团中央的政治主张

和路线政策得以贯彻落实，从而实现了团内凝聚共

识和统一意志，保证全团在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

治原则上的高度一致。
第二，发展壮大了团的力量。 发展团员是各级

团的巡视员最基本的职能。 如 １９２４ 年 ８ 月，团中央

执委恽代英巡视团武昌区委，发展团员 ４０ 人［４３］１８。
１９２６ 年至 １９２７ 年，在团中央巡视员领导下，团吉安

地委发展团员 ４５５ 人。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团陕西省委

指示团长安县委：要通过巡视“把散乱找不见的同

志都次第组织起来，且有新的发展” ［４５］ 。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团中央派卓恺泽巡视武汉，先后与鄂东、鄂
中、鄂北等地青年取得了联系，各地“同志亦较热

烈，大有蒸蒸日上之貌” ［４６］ 。 建立地方团组织，也
是巡视工作一个重要任务。 如 １９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在团中央特派员王振翼指导下，由 １２ 名团员组成的

青年团青岛支部建立，直接隶属团中央［４７］ 。 为加

强对豫陕地区团和青年运动的领导，团中央巡视员

李求实于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巡视豫陕，筹建了团豫陕区

委，并派张霖帆等人前往信阳、郑州、卫辉、荥阳、彰
德等地巡视，参与并帮助各地建立团组织［４８］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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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团陕西省委巡视员焦维炽巡视

陕北，整顿恢复了榆林、绥德等地的团组织［４５］５３５。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２ 年，团西安市委陆续派出巡视员到

各地，逐步帮助汉中各县、三原、蒲城、韩城、渭南、合
阳、富平等地恢复、建立了团组织［４６］１８。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中旬，任弼时巡视湖南，指导帮助全省 ２４ 个县团

组织恢复，湘南、湘西、湘中、湘西南等地分别设立特

委［４９］ 。 与此同时，通过巡视工作，促使团内各项工

作诸如指导工作、训练干部、组织理论建立、发行工

作、调查统计、整顿改造等，均逐渐建章立制、规范运

作。 如 １９３１ 年共青团满洲省委通过巡视对于基层

的团组织进行整改，吉林临时县委改为正式县委，制
定工作计划，派人赴农村巡视，建立与各地的关系，
完善了支部生活，开始组织群众运动［５０］ 。

第三，纠正了团内错误思想。 各级团的巡视员

通过随时检查、教育和提拔干部、加强思想教育乃至

改造地方党部，采取必要的政治和组织手段强制推

行上级路线和政策，切实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与上

级路线相违的错误。 如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３ 日，团湘鄂赣

工作报告称：“省委在今年三月间，召集了第三次省

委的执委扩大会，得到团苏区中央局派来的巡视员

郭潜同志的指示，将旧的机会主义省委改散了，成立

临时新的省委。” ［１６］４４６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７ 日，团四川省

委就团省委巡视员项思平问题指示顺庆县委：“关
于反日反帝号召民族革命战争的问题，关于‘八一’
纪念及布置‘九四’纪念节的问题，关于反取消派的

问题，关于组织的改造及工作作风的转变问题。”
“在实际工作上有相当的帮助。” ［５１］ 在复杂的革命

形势下，面对接连遭受的挫折，或者是革命意见不一

致，往往会出现团内纷争。 巡视制度的实行，对于解

决这些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邓
中夏赴北京、保定、天津、济南等地巡视，解决了北京

团内部纠纷问题［５２］ 。 １９２５ 年，西安的两个团支部

因内部意见产生矛盾，团中央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先后派陕

西籍党员武思茂、李子健、崔孟博等人到西安巡视整

顿两个支部，解决两个支部的矛盾［５３］ 。 巡视制度

另一个重要的历史贡献是，通过巡视员不断监督检

查，及时纠正下级团组织工作上和斗争上存在的偏

差。 以团满洲省委为例，针对巡视中发现的基层团

组织薄弱问题等，巡视员均能够进行集中批判，提出

具体的整改建议，保证团的工作沿着正确轨道运行。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５ 日，团中央指示团河南省委巡视工

作：要“针对着目前河南客观形势与自己工作的严

重状态，刺激起每个团员的情绪，克服自己工作中一

切错误” ［２２］５１１。
第四，促进了青年运动的发展。 一方面，根据团

的巡视制度运行模式，巡视任务完成后必须提交巡

视报告，上级团组织据此有针对性地予以指示。 这

种传达精神—报告情况—提出指示的良性运作机

制，有利于上级团组织全面了解掌握情况和科学决

策。 诸多文献中，均可看到团中央和团省委根据巡

视员报告作出的指示或致信。 同时，由于团的巡视

员的巡视报告来自基层、来自群众，其提出的意见建

议比较贴近实际，有些意见建议直接被上级团组织

采纳，变为指导下级团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和党的工

作的指示精神，有利于推动青年革命的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巡视有利于“青运”的指导领导。 如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团陕西省委报告称：“立刻出发巡视各

地支部工作，把各支部健全起来，加紧领导广大的青

年群众。” ［３５］３９次日，团陕西省委再次报告：“市委

每天 巡 视 各 支 部 一 次， 考 察 与 督 促 每 支 部 工

作。” ［３５］５２同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团广东省委致信惠阳县

委指示：“经常派巡视员帮助支部的工作，检查支部

工作，定出支部工作计划，教育同志，用欢迎计划的

办法去动员，提高支部同志的积极性。” ［３６］２９３通过

巡视开展革命动员，组织引领和指导领导各地各类

青年革命斗争不断走向胜利，同样是巡视工作的重

要贡献。 如 １９２６ 年，团中央“感觉有宣传督促各地

学生实际活动之必要，当即斟酌地方的重要和力量

的可能，先后派出特派员，计湘、鄂、川、陕、豫、滇、
桂、 粤、 赣、 闽 以 及 京 直 各 地 都 去 宣 传 和 组

织” ［１３］１２０。 １９２８ 年，团江苏省委巡视员史砚芬深

入巡视安徽滁县（今安徽滁州市），以团滁县特支为

基础，组织店员工会、篾行工会，发展会员 １００ 多人，
后又巡视南京，在工人、学生中发展组织，创办进步

刊物，宣传革命理论［５４］ 。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团河南省委

巡视员王伯阳，先后到郑州、孝义、孟津、济源、洛阳

等地指导青年工作［５５］ 。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团满洲

省委巡视员刘过风巡视南满，协助杨靖宇整顿了游

击队［５６］ 。 １９３４ 年，团吉东局巡视员李光林经常在

穆棱、勃利、密山一带巡视，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开展

抗日活动［５７］ 。 同年 １ 月 ２７ 日，团满洲省委报告团

巡视情况：“经省委巡视员（新巡视员）去，恢复满铁

机关支部，成立新特支。”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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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为中共输送了力量。 建党、建团初期及大

革命时期，党团工作是糅合在一起的，一些优秀的团

巡视员后来直接参加革命，转变为中共地方组织的

领导人，成为中共革命的重要地方领导力量。 如团

中央巡视员刘峻山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巡视南昌，后被中共

中央任命为特派员、中共浙江省委常务委员［５９］ 。
团巡视员刘英 １９３３ 年巡视福建，后被中共福建省委

留下，１９３４ 年任于都县“扩红”队长，超额完成“扩
红”任务，名字和事迹上了《红色中华》报头版头条，
受到中共中央领导的表扬［６０］ 。 共青团工作最大的

政治逻辑是“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团的巡视工作

是围绕中共的政治纲领、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展开

的，促使共青团成为中共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 以团巡视青年竞赛活动为例，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５
日，团陕西省委要求：“各地团部至少有一巡视员经

常出发各支部去巡视，帮助同志对冲锋季工作的进

行。” ［３５］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团磐石中心县委关于红

五月工作决议：“县委要以对巡视员进行真正检查

和具体领导，反对各区委员轮流训练等方式，以争取

全县工作的彻底转变。” ［６１］ 各级团组织通过巡视，
在督促检查这些活动开展情况中，不仅促进青年运

动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共输入坚强的有生力

量提供了基础。 团巡视工作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爱
护青年、关心青年、培养青年，引导青年在与工农大

众相结合的实践中成长，并向中共组织积极靠拢。
团的巡视员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和根源问题、青年

与工农大众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角色，纠正青年

运动中的“先锋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倾向，教育

引导青年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提高青年的觉悟，增强

其斗争经验，坚定其革命信心，在实践中紧紧跟着中

国共产党。
第六，丰富了巡视工作理论。 认真总结梳理团

的巡视制度基本经验，对于加强和改进当前党和团

的巡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基本经验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民主革

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并且始终

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党

的领导。 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团的巡视制度

建设的根本保证，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团的巡视

制度建设才能认清历史发展的方向，顺应时代的潮

流，始终和青年群众站在一起，成为中共巡视制度建

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始终坚持围绕中心大

局。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

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实践证明，整个民主革命时

期团内巡视制度之所以能够赓续延绵不断，一个最

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始终坚持党和团的工作中心而

开展，从而不断彰显出制度坚强旺盛的生命力。 三

是始终坚持结合青年特点。 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团内

巡视制度建设的基本定位是重在青年群众、重在青

年运动，其发展变化正是结合青年实际不断进行调

适而形成和发展的。 实践证明，团的巡视制度只有

根据青年和青年工作形势变化特点不断进行自我调

适完善、自我创新发展，才会最终拥有未来。 四是始

终坚持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团

的巡视制度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化、规范

化的过程，团中央《巡视员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恰

逢其时。 实践证明，团的巡视工作质量和水平若想

得以提升、持续健康深入发展，就必须有科学严密、
运作高效的制度体系作坚强保证。 五是始终坚持群

众路线。 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发展过

程，实质上也是密切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的过

程。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青年利益和青年观点，坚定

走群众路线，深入开展巡视动员，团的巡视工作才能

永葆青春、永放光芒。 六是始终坚持加强团巡视队

伍的建设。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工作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和政策性，巡视员的选拔任用和教育管理，体
现出了高标准、严要求。 实践证明，建设一支政治忠

实坚定、业务素质优良、作风品质严谨、适应能力强

的团的巡视干部队伍，是其持续深入发展的有力组

织保证。

结　 语

事实上，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建设有其

自身社会属性、发展特点和基本规律。 其自身发展

变化作为永续发展的历史过程，既有继承中共巡视

制度基本理论的连续性，又有共青团人根据中国革

命实际特别是结合青年特点而丰富而发展的阶段

性，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实际、共青团人的探索实践

构成了团的巡视制度发展的三个基本因素。 根据不

同阶段的客观历史条件和中心任务，团对巡视员的

派遣、基本条件、主要任务、方式方法、纪律要求等内

容予以明确规定，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不断调适调

整，呈现出革命性和战时性的基本特征，以及选择性

和动员性的遵循原则。 同时，团的巡视制度与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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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体现为互构和互嵌关系，团的各级巡视员与

发生关系的团组织共同完成了巡视实践进路构建，
巡视制度的实践扩散按照地方行政区划层级级别由

高向低的等级扩散形式，呈现出地域上的不平衡性、
阶段上的共时性和内容上的历时性等三个基本特

征，使团的巡视制度功能转化为革命成效。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建设与发展的光辉

历程与历史经验，体现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共青

团运动与建设规律、共青团员发展与成长规律的认

识，作为中共重要战略安排，团的巡视制度发挥了独

特作用。 青年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
新时期新征程，随着团的组织形态转型，团的制度形

态建构的分量将会越来越重，制度要素整体性建构

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制度治团”已经成为必然

趋势。 如何加强团的巡视制度建设，更好地将青年

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是我们必须要回答

的重大课题。 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该课题的

重视，加强研究，促使团的巡视制度建设在新时代再

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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