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 

 

位于滨江西路 232 号的广州机电工会大楼,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

会旧址。1922 年 5 月 1 日至 6 日，来自全国 12 个城市的 170 多名工

会代表在这里聚首，发出了“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的时代强音，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广州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早期启蒙思想在

这个自古就是著名商埠的城市发端，诸多因素促成了广州成为中国第

一代产业工人的诞生地之一，也成为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组织团体的

较早地区。1917 年，粤港两地机器总会鉴于省港两地工人联系密切，

为团结海内外同业，筹建中国机器总会董事局，后又在孙中山的帮助

下兴建有“河南第一楼”之称的广东机器工会会所。   

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之前，广东机器工会会所曾是中共举

办工人夜校的地方。1922 年，香港海员罢工爆发，全国罢工运动进

入高潮。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应该召开

一次有各工会代表参加的全国劳动大会，商讨建立全国工会统一组织

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各工会发出了

会议通告后，中国共产党广东地区早期领导人谭平山致函领导人施存

统，建议将大会地点定在广州。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南方支部发展

势头良好，工作突出，广州的社会政治环境也较为清明，中共中央最

终接受了谭平山的建议。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 

1922 年 5 月，来自全国 170 多名工会代表齐聚春暖花开的羊城，

5 月 1 日，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广州工人 5 万多人在第一公园（今天的

人民公园）召开大会庆祝五一劳动节，会后举行了大游行。当天下午，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东机器工会礼堂隆重开幕。参加此次会议的

代表总共 173 人，代表全国 12 个大城市的 110 个工会、34 万有组织

的工人，广州和香港的代表占了 80%。由于经费困难和警察追缉，加

之当时珠江上没有桥，许多代表都是克服了各种困难，或者乘坐渡船

来到珠江南岸的会场，当年著名工运人物如张国焘、李启汉、邓中夏

等均参加了大会。“一次劳大”召开的原则是不分党派，共产党员、

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派等人士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展开

激烈讨论。为期六天的“一次劳大”总共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八

小时工作制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等十项决议案，还通过了



《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宣言》，工人群体通过这一宣言表达了“联合

起来、反抗压迫”的共同呼声，号召全国工人消除地域隔阂，不分党

派，不分男女老幼，联合成一个阶级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举行，使中国工人运动受到极大的鼓舞，

引导了中国工人阶级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

人运动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