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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 对政党代

表大会的代表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 在代表的条件及产生方式、 代表的权利、 代表资格

的审查机制、 代表的履职实践和作用发挥等方面, 形成了一系列基本思想和理论认知。 在第二国际

建立之初, 恩格斯还运用代表理论同非马克思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保证了党的代表大会的纯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代表问题方面, 始终坚持实践原则, 高度重视代表的阶级性, 重视代表的政治立场

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一致性。 他们的思想初步构建了党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理论体系的雏形, 为代

表问题的理论深化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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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制度的关注和研究一直在持续, 学者们围绕代

表产生机制、 代表任期制、 代表提案制和代表作用发挥等热点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 在如何建立和

完善代表制度体系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成果。 不过, 这些成果多从现实视角切入, 针对具体问题进行

分析研判, 缺少系统性的理论溯源。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 党的

建设的诸多问题, 均能够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到理论和实践源头, 因此,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的有关思想和实践, 对于深化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制

度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期间关于代表问题的思想萌芽

1847 年, 马克思恩格斯接受邀请加入了正义者同盟, 参与了将其改造为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

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 并为其于 1847 年夏天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纲领和章程, 其

中恩格斯主要负责章程的起草, 1847 年底,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被批准淤。 章程的整体框架是以

此前的 《正义者同盟章程》 为蓝本的, 对比两个章程的内容可以看出, 马克思恩格斯在起草和修订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的过程中, 不是照搬 《正义者同盟章程》 的内容, 而是进行了很大的修改,
这些修改恰恰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思路, 特别是在 《正义者同盟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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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没有涉及代表大会和代表的问题, 而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中则增加了这些内容, 集中体现

了他们对于代表问题的相关思想。
第一, 关于代表履职实践平台的制度设计。 代表大会是代表发挥作用所依托的基本平台。 首先,

马克思恩格斯将代表大会作为同盟的重要组织机构, 作为全盟的立法机关淤, 修改同盟章程的一切

提案均要提交代表大会研究审议。 其次, 提出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的思想, 规定每年 8 月举行, 遇

紧急情况由中央委员会召集召开 “非常代表大会冶于。 同时, 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是跨国的政党组

织, 因此章程中明确, 由每次代表大会指定下次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 最后, 代表大会还是全盟最

高权力机关。 关于这一点, 章程在 “总区部冶 一章明确指出 “总区部向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

报告工作, 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则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冶, 另外, 在界定中央委员会的地位时,
明确指出 “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 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冶盂。 而且, 章程还规定代表大

会每次会后可以发指示信件, 还可以代表全党发表宣言。 这些都体现了代表大会是同盟的最高权力

机关的典型特征。
第二, 关于代表的条件。 在章程中, 没有明确规定代表应当具备的特殊条件, 但代表必须首先

是盟员, 因此, 当选代表必须首先符合盟员的条件, 比如, 承认共产主义, 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

义的团体, 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 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 服从同盟的

一切决议, 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 很显然, 这些条件着重强调了政治性与纪律性, 这是无产阶级政

党自建立之初就显示出来的明显特征。
第三, 关于代表的产生方式。 章程规定, 代表由每个区部选派。 “区部冶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

机构中, 属于承上启下的组织形式, 它下辖两个以上十个以下的支部, 和本省或本国的其他区部共同

组成一个总区部。 区部的委员会由所辖支部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 负责同上下级的联系, 是区内各支

部的权力执行机关。 章程对代表的数量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盟员不超过 30 人的区部派代表 1 名, 满 60
人的派 2 名, 满 90 人的派 3 名, 以此类推。 为确保代表的质量, 章程还规定: “各区部可以选举不属

于本地区的盟员为自己的代表。冶 这也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代表政治性、 纪律性的重视。 作为代议制

民主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中的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在代表问题的制度设计上运用得十分彻底, 他们在

章程中明确提到, 各区部要赋予自己的代表以全权。 当然, 这种全权不是完全以代表的意志为意志,
而是要代表区部的意志, 因此, 在授权程序上, 各区部要给予代表详细的指示。

另外, 在处理中央委员会委员如何担任代表且有何种权限的问题时, 同盟章程中规定 “中央委

员会得出席代表大会, 但无表决权冶。 这一规定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必须出席代

表大会; 二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代表大会上不是全权代表, 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 权力行使会受

到一定限制。 这样的制度设计应该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方面是希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既充分参加

代表大会, 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同盟的领导人员直接参与代表大会重要问题的议决环节, 而是通过发

言权的行使来影响代表、 说服代表, 避免出现通过表决权的行使来压服代表的情况发生。
然而,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部分革命活动的失败,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变得处境艰难。 在

1850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中提道: 革命政党所遭到

的失败一度几乎完全破坏了同盟的组织。 积极参加了各种运动的盟员都零落失散, 失掉联系,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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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已经无用, 再加之害怕信件被人偷拆, 曾经一度无法通信。 因此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到去年

(1849 年———笔者注) 年底为止一直陷于停顿淤。 在这样的形势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代表制度的设

计也就难以完全实现, 比如代表大会的年会制, “有个支部建议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同盟代表大会,
而且在德国本土召开。 各支部和各区部自己都会认识到, 在当前的情况下, 甚至总区部的区域性代

表大会也不是各地都宜于召开的, 而召开一次全同盟的代表大会在目前则根本不可能冶于。 1850 年 9
月, 同盟中央委员会由伦敦迁往科伦, 委托科伦区部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 同时宣布 1847 年制定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无效, 并由新的中央委员会起草新的章程盂。 对于这一点, 马克思也做了说

明, 主要是为了改变章程在实践中存在的执行不一和执行不力的局面榆。 因此, 这并不意味着马克

思恩格斯建党思想以及关于代表问题思想的无效, 而是这些思想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成熟的必

经过程。 1852 年, 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 在参与改造和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期间, 马克思恩格斯不

仅提出并发展了其关于代表问题的思想和理论, 而且进行了实践探索, 为丰富和发展他们关于无产

阶级革命的理论,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第一国际期间关于代表问题的理论发展

1863 年, 波兰爆发了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民族起义, 沙俄派出军队进行镇压, 引起欧洲人民的

强烈愤慨。 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首先掀起了声援波兰人民独立起义的运动, 并建议召开全欧洲工人参

加的国际会议。 1864 年 9 月 28 日, 英、 法、 德、 意、 波等国工人在伦敦圣马丁教堂举行大会, 一

致声援波兰起义, 马克思作为德国方面代表出席了大会。 大会根据法国工人代表的提议, 决定建立

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 (即 “第一国际冶), 并成立一个由英、 法、 德、 意等国工

人代表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 (后改为总委会)。 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创始人之一, 是实际上的领

袖, 并受托参与了第一国际的章程和组织条例等重要文件的起草、 修订工作。 在第一国际期间, 马

克思恩格斯关于代表问题的思想得到了深化和发展。
第一, 为适应第一国际实际情况, 代表选派方式更加灵活, 推荐代表人员基数增大。 第一国际

成立时, 由于组织机构并未迅速健全, 因此, 马克思在起草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时, 根据当时的实

际情况确定, “1865 年将在比利时召开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 由已参加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派代表

出席冶虞。 而且代表大会也是每年召开一次。 随后, 随着第一国际的组织结构日益健全, 马克思在参

与修订正式章程和组织条例时, 根据实际调整了表述: “每个支部, 不论大小, 均有权派遣一名代

表出席代表大会。冶 “会员在 500 人以上的支部或小组, 每 500 人可以增派一名代表。冶愚 这显示了马

克思在代表选派的基本原则方面继续坚持在修订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时的基本思想。 在具体实

践中, 第一国际的代表选派方式是比较灵活的, 即允许以支部为单位推荐, 也允许以联合会 (有的

联合会可能建有支部) 为单位推荐, 而且 1 名代表可以同时持有多个单位推荐的代表资格证。 比如,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上, “公民拉法格持有三份代表资格证, 他是葡萄牙的代表和两个西班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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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的代表冶淤。 而且, 总委员会也有权利派出代表, 当然, 他们的代表资格需要经过代表大会的

审核批准。
第二, 初步明确代表的相关权利。 首先, 明确了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比如, 马克思恩格

斯在 1871 年修订的第一国际组织条例中提出: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会员有参加选举全协会代表

大会的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利。冶于 其次, 明确了代表的投票权 (未区分表决权或选举权)。 在

1865 年, 由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并未达到预期程度, 因此,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并未按临时章程计

划的那样按时组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而是于 9 月 25—29 日在伦敦先召集了第一次代表会议。 会

上决定, 在下一步召开的代表大会上, 只有各个组织的正式代表才有投票权, 而这是马克思恩格斯

对代表大会代表权利的首次界定。 最后, 明确了代表的表决权。 在第一国际于 1866 年 9 月召开的第

一次代表大会 (日内瓦代表大会) 通过的协会条例中, 明确规定 “在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只有一票

表决权冶盂。 而且, 如果代表大会拟修改章程和条例, 必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要求才能启动。 这

表明了代表也有要求或反对修改根本组织法———章程和条例的权力。 以上规定虽然不够系统, 但却

初步明确和规范了代表在大会上的基本权利, 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代表权利问题上的思考和探索。
1872 年, 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 《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文, 清晰地记录了代

表们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行使选举权和表决权的情况。 当时大会通过的决议类内容包括修订章程的决

议、 修订条例的决议、 关于各抵抗团体之间的国际联系的决议、 关于接受和开除支部的决议、 对总

委员会财务报告的审查、 关于总委员会和各联合会委员会给予的权力、 关于同盟的决议、 未来的总

委员会的驻地和成员、 下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 记录审订委员会成员等共十个方面榆。 其中, 未

来总委员会的成员和记录审定委员会的成员是代表行使选举权选出的, 其他事项是代表行使表决权

通过的。 对于某个问题的表决, 代表均可表示赞成、 反对或弃权, 而且, 会议上经过表决的每个事

项中, 均有代表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 在行使权利的方式上, 除现场投票的方式外, 未到会的代表

还可以以书面方式行使的表决权, 这充分体现了代表行使权利方面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融合。
可见, 代表行使权利的行为得到充分保障, 会议的民主氛围十分浓厚。 另外, 马克思恩格斯还把代

表权利与代表义务统一起来考虑。 马克思在起草第一国际章程的初稿时, 就明确提出了 “没有无义

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冶 的基本原则。 按照这一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 1871 年修订的第一

国际组织条例中指出: “今后只有加入国际并向总委员会缴清会费的团体、 支部或小组的代表, 才

能参加代表大会, 享有表决权。冶虞 这既是对代表的权利义务辩证关系认识深化的结果, 也是无产阶

级政党组织纪律性的体现。
第三, 坚决反对 “限权代表委托书冶。 在明确代表权利的同时, 马克思恩格斯还针对一些组织

为代表开具 “限权委托书冶 的情况, 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和批判。 所谓限权代表委托书, 即组织选出

的代表在大会上的权利是受到限制的, 只有代表大会满足这些组织的个别要求, 这些代表才能行使

他们的代表权, 否则, 他们就无法行使代表权。 比如, 在 1872 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 西班牙

联合会 (受巴枯宁主义影响和领导的团体) 的代表是在联合会委员会的操纵下选举出来的, 他们领

到了限权代表委托书, 这张委托书指令他们要求代表大会 “统计票数时应以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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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所代表的组织的人数为准, 而没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们所代表的会员的票数, 只有在他

们所代表的支部或联合会就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决议之后才算数……如果代表

大会要坚持传统的表决制度 (即 “一人一票制冶 ———笔者注), 那么, 我们的代表就只参加讨论而

不参加表决冶淤。 由此可见, 所谓的限权代表委托书, 实际上是为代表行使民主权利设定条件, 而这

些条件往往是对代表大会的章程和组织条例的肆意挑战, 因此, 实际上是对代表大会民主议事模式

的破坏。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点明, 给代表发放 “限权委托书冶 的行为是 “搞垮组织冶, 是想 “在浑

水中大捞一把冶于。 恩格斯对这种极端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 他指出, 如果所有的选民就有关议程

上的每一项问题都给自己的代表一张限权代表委托书, 那么, 代表们开会和讨论就会是多余的。 如

果那样, 只要把委托书送到任何一个计算选票和宣布选举结果的中央计算机构去就够了盂。 这些论

述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选派单位以限制代表权力来企图左右代表大会表决的恶劣行为的反击

和抵制。
第四, 确立代表资格审查机制。 代表的资格问题, 是关系代表大会的政治性与纯洁性的重要问

题。 第一国际对代表大会代表资格问题十分重视, 面对个别人对 1865 年 9 月举行的第一国际代表会

议代表资格的质疑, 中央委员会甚至进行了公开辩驳榆。 同时, 第一国际为确保代表资格的合法性,
对由支部选出或派出的代表, 要求支部向总委员会提交代表资格证, 由总委员会对代表资格进行审

议, 以最终确定代表资格是否有效。 1872 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召开前, “审查代表资格证用了

两天多的时间。 通过这一形式, 对国际从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就一直在关心的所有内部问题进行了

研究冶虞。 马克思也参加了总委员会对代表资格证的审查工作, 并对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证问题发表

了意见。 其中, 在审议英国代表巴里愚的代表资格证时, 马克思针对一些英国代表、 不列颠联合会

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者以巴里 “不是公认的工人领袖冶 为理由否认他的代表资格证的合法性问题,
为他辩护说: “某个支部选举什么人, 这谁也管不着。 不过, 如果巴里不是所谓的英国工人领袖之

一, 这是他的荣幸, 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被资产阶级和政府收买了。冶舆 而且, 总委员会对代表资

格证的审核不是徒有形式的, 对背离第一国际基本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的代表, 哪怕是经过支部选

举出来的, 也会取消代表的资格。 比如, 在海牙代表大会前, 总委员会对第十二支部推选出来的威

斯特余的代表资格进行审核时, 认为其不符合代表条件和标准, 因此提议并取消了威斯特的代表资

格。 代表资格审查机制的确立, 是代表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标志。
第五, 关于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费用问题。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 所有代表奔赴某一国

参加代表大会, 必然需要一定的经费, 而针对中央委员会经费紧张、 来源不足的现实, 马克思在许

多文献中也多次明确一个基本原则, 代表参加大会的经费, 主要由选派的团体或支部负责支付。 早

在筹备国际第一次代表会议时, 中央委员会就明确指出: “代表的旅费由代表所属的支部负担,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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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特曼·巴里 (Maltman Barry), 英国新闻工作者, 社会主义者, 国际会员,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年) 代表, 总委员会

委员 (1872 年) 和不列颠联合委员会委员 (1872-1873 年), 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的领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第 724 页。
威廉·威斯特 (William West), 美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国际第十二支部 (纽约) 书记, 在海牙代表大会 (1872 年)

上被开除出国际。



伦敦的费用则由中央委员会支付。冶淤 而在实践过程中, 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时, 里昂支部的成员由

于经费不足未能派出代表于。 马克思针对这一情况, 又进一步提出了几个支部联合起来选派代表以

破解经费难题的思路, 在 1866 年出版的国际正式章程和条例中, 马克思就写明: “如果某一支部没

有经费派遣代表, 它可以同其他支部合派一名代表。冶 “代表的费用由派遣该代表的支部或合派该代

表的几个支部负担。冶盂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选派代表与经费拮据之间的矛盾。 1872 年的海牙代表

大会上, 西班牙的 4 名代表, 起初因为欠费问题被禁止参加代表大会, 后来, 西班牙联合会及时向

总委员会补缴了 1871—1872 年期间的会费后, 代表才被允许参加代表大会榆。
1876 年 7 月, 第一国际宣布解散, 在 12 年的时间里, 共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 三次代表会

议虞。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第一国际的灵魂人物, 为这一组织的制度健全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同时,
也依托这一组织, 传播和实践了自己的思想。 就其关于代表问题的理论而言, 他们在继承共产主义

者同盟期间的基本思想外, 还结合第一国际的实际, 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了制度设计和实践。 第一国

际的 《组织条例》 是独立于国际章程和纲领之外的制度建设成果, 对于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起

到了重要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当时的无产阶级组织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总

结的成就, 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 也包括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范本。

三、 恩格斯运用代表理论同非马克思派的斗争

第一国际解散后, 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末, 欧美已有 16 个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 与此同

时, 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强国际联系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马克思去世后, 恩格斯成为国际

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军人物, 他为促成新的国际工人组织成立, 为击败可能派愚夺取新国际组织领导

权的企图, 做了大量工作。
1889 年 7 月 14 日, 德、 法等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在巴黎召开 “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冶,

有 22 个国家的 393 名代表参加, 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建立。 在大会召开前, 可能派试图一手

包办代表大会的筹备事宜, 并在代表大会上充当领导角色, 但是遭到了失败, 于是就在巴黎召开了

一个平行代表大会, 出席的只有少数国家的代表。 把两个代表大会统一起来的尝试没有成功, 因为

可能派所把持的代表大会提出条件要求重新审查马克思派参加大会的代表资格证。 于是恩格斯撰写

了 《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 一文, 集中反映了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代表理论特别是代表资格审查理论

与可能派的斗争。 一方面是对代表资格审查机制的重视与坚持。 恩格斯在促成第二国际成立期间,
在代表资格审核问题上, 坚持了第一国际的做法, 对代表的资格证进行严格审查。 这种审查的核心

是对代表所信仰的主义、 所坚守的信念的审查, 是对马克思派和非马克思派的区分。 恩格斯显然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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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以 1882 年造成法国工人党分裂的布鲁斯、 马隆等人为首。 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坚持改

良主义的原则, 即只争取 “可能冶 争得的东西, 因此有 “可能派冶 之称。



分认识到了审查机制的重要性, 因此, 针对可能派要求马克思派承认对自己的代表资格证的审查无

效的无理要求时, 恩格斯愤怒地表示, “可能派能够对马克思派代表大会加的侮辱莫过于此了; 然

而, 可能派自己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里却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他们把自己的代表资格证交由马

克思派审查这一义务冶淤, 从而揭露了可能派在这一问题上的两面派嘴脸。 另一方面是对可能派伪造

代表资格证的行为进行了无情地揭露。 由于可能派声称自己的代表 “真正具有代表性冶, 恩格斯则

依据他所掌握的可能派的奥地利代表的情况来进行批驳, 指出他们所代表的组织 “维也纳面包工人

联合会冶 “上奥地利和萨尔茨堡联合会冶 等, “所有这些团体不管有些什么优点, 但都有一个致命的

缺点, 就是它们不存在冶于。 而且, 恩格斯还强调, 有两名奥地利在巴黎的面包工人接到邀请参加代

表大会, 他们误以为被邀请参加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 于是来到马克思派代表大会这边来咨询, 而

且出示了所谓的出席证, 其实是可能派向他们发出的。 这两名工人自己都对邀请他们的人说, 他们

除了代表自己外绝对不代表任何人, 但得到的回答是, 这毫无关系, 因为奥地利是一个专制国家,
所以不要求有真正的代表资格证, 现在他们才知道, 真正的奥地利代表参加了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
恩格斯指出, 这样的代表, 怎么可能 “真正具有代表性冶 呢? 这个事例十分典型地揭露了可能派代

表大会代表产生的随意性, 在恩格斯眼里, 这是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代表理论极度不符的。
在恩格斯的指导和推动下, 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产生方式上, 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方

式: 一种是在允许公开集会的地区, 举行公开的选举集会, 通过正常选举方式产生。 第二种是在被

禁止集会的地区, 采取选举名单的办法, 将印制好的候选人名单分别送到车间、 农场和工厂进行分

发选举。 代表分配采取两种形式: 一种是仅由政治信念相同的人在一起选举产生的代表, 另一种是

同一职业的工人的经济组织或工会组织的代表。 有的代表一个工会组织, 有的代表一个地区或一个

选区盂。 另外, 在代表资格审查时, 参照以往的做法, 也成立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委员会人选

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 而且在会议开始后, 由于不断有新的代表参会, 因此他们的工作在会议期间

也一直持续。

四、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代表问题思想评析

马克思恩格斯对代表问题的理论贡献是开创性的, 虽然从内容到形式上有着对传统西方民主思

想和代表理论的借鉴, 但是却坚决贯彻以自身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为统领的核心思想, 具有鲜

明的马克思主义烙印, 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构建了代表问题理论体系的雏形。 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第一国际起草章

程或组织条例的过程中, 提到的关于代表问题的基本思想, 包括代表的产生, 代表资格的审查, 代

表的条件、 权利等, 是代表问题的核心内容, 也是马克思主义代表理论的基础。 他们的理论阐述与

实践验证, 成为此后无产阶级政党构建各自代表制度的基本遵循和依据。
第二, 始终坚持代表问题的实践原则。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征, 体现在代表问题

上, 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制度设计。 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到第一国际, 代表的产生单位可以

根据组织的实际来决定是支部或工人团体, 代表的数量可以根据经费的多少来增减, 经费不足的可

以联合选派, 代表的产生方式可以根据实际分别采取选举、 邀请和讨论派出等方式, 代表的资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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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来审查决定是批准或取消。 这些多项选择的背后是实践原则在支撑, 而实践原则受代表大

会的目标制约或影响, 因此, 实践原则不是无原则, 恰恰是在实践中坚持最佳选择、 最优方案和最

接近目标的途径的原则, 这就赋予代表问题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可能性。
第三, 高度重视代表的阶级性以及与组织立场的一致性。 无论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期间, 还是

在第一国际、 第二国际期间, 马克思恩格斯都面临着同众多组织内外论敌的斗争, 这些斗争的实质,
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角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 要保持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

纯洁性, 必然就要高度重视组织成员的阶级性。 而起到议事决策功能以致选举组织最高领导机构的

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其代表的阶级性就更为重要, 因为这关系在艰难困境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无

产阶级组织, 究竟是掌握在无产阶级自己手里, 还是被打着无产阶级旗号却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投

机分子以及革命性不彻底而笃信改良主义的小资产者们篡夺领导权的问题。 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认

为, 对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代表的资格审查, 重点应审核代表的阶级性, 比如, 他们在海牙代表大

会前审议开除北美联合会第十二支部时明确解释道: “以消灭阶级的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不

能接受任何资产阶级的支部。冶淤 在审议第十二支部推选出来的代表威斯特时, 马克思进行了鞭辟入

里的阶级分析: 一方面, 给威斯特签发代表资格证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资本家, 拥有一个银行企业;
另一方面, 推荐威斯特的第十二支部 “几乎全由资产者组成……他们宣称, ‘工人阶级自己解放工

人阶级爷 只是意味着, 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不应该违背工人自己的意志。 他们……不愿意承认国际

工人协会是一个工人组织冶于。 由此, 马克思代表委员会提议取消威斯特的代表资格证。 这反映了马

克思特别注重代表的阶级性, 而且对选举群体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阶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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