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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联合会组织办法
（2022年 8月 26日全国青联十三届三次常委会审议通过

2023年 2月 14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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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青年联合会（以下简称青联）的组织工作，指导各

地方、各行业（系统）青联提高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落实中央有关要求，依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制定本

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青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任务是高举爱国

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

路，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青年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各族各界

青年的大团结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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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共青团是青联的核心团体会员，发挥主导作用。主

要职责是把握正确方向、主导委员提名、确定工作主题、物色工

作骨干、协调会员关系。

第三条 青联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第四条 青联的组织形式是团体会员制。各级青联均由所吸

纳的本地区或者本行业（系统）符合条件的青年团体联合组成。

第五条 青年联合会委员（以下简称青联委员）是各族各界

青年的优秀代表，是建立最广泛青年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骨干。

第二章 组织设置

第六条 青联的全国组织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以下简称

全国青联）。全国青联的会员团体包括全国性社团会员、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青联等地方会员、全国有关行业（系统）青联等

行业（系统）会员。

青联的地方组织（以下简称地方青联）包括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青联（以下简称省级青联）、市（地、州、盟）青联（以

下简称市级青联）、县（市、区、旗）青联（以下简称县级青联）。

实行系统领导、行业特色鲜明、社团基础扎实的行业（系统）

可根据工作需要在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行业（系统）

青联。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港澳地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和学校、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不建立青联。

地方青联不得在本行政区划之外设立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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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建立地方青联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本级共青团能够在拟建立的青联中充分履行核心会员

的职责；

（二）本地区青年群体结构多样，有建立青联的迫切需要；

（三）除共青团外，本地区有 3个以上依法成立、有较大影

响力、自愿遵守全国青联章程、主要功能互不重叠的青年社团愿

意作为发起团体。

行业（系统）青联的建立条件，参考上述条件和精神据实确

定。

第八条 建立青联必须由同级共青团征得上一级青联同意

后，报同级党委（党组）批准。

第九条 新建立青联必须在筹备的适当时机、正式成立前通

过省级青联和全国有关行业（系统）青联报全国青联备案。

第十条 全国青联、省级青联、市级青联、行业（系统）青

联委员会每届任期 5年，县级青联委员会每届任期 3年至 5年。

各级青联委员会任期届满，应当按期进行换届。在特殊情况下，

如需提前或者延期换届，应当征得上级青联同意后，报同级党委

（党组）批准。提前或者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1年。

第三章 会员团体

第十一条 各级青联吸纳的各个会员团体必须符合以下条

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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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觉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依法成立

并运行 1 年以上或者尚未注册的由共青团及相关部门主导成立

的青年社团；

（三）遵守全国青联章程；

（四）主要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工作或者成员以青年为构成

主体，在本区域、本领域或者本行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第十二条 青联的会员团体享有以下权利：

（一）推荐本团体代表出任所属青联的委员；

（二）对本级和上级青联工作进行监督、讨论、提出建议和

批评；

（三）根据本级和上级青联的决议精神，独立开展本团体会

务工作。

第十三条 青联的会员团体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全国青联章程，遵守本级和上级青联规章制度，

执行本级和上级青联决议；

（二）定期向本级青联报告本团体会务工作；

（三）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反映本团体所联系青年的普遍

性诉求，并通过本级和上级青联有序表达。

第十四条 青联应当根据青年群体的发展变化和功能需要

吸纳会员团体。

青联吸纳会员团体时，由青联会员团体中的共青团动议，委

托青联秘书处对于拟吸纳团体进行考察，符合条件的，经青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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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取得团体会员资格。

第十五条 会员团体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青联会员团体

中的共青团动议，委托青联秘书处提出撤销团体会员资格建议，

并经青联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撤销团体会员资格：

（一）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

（二）违反青联章程等规章制度；

（三）依法注销、解散；

（四）作用发挥不明显，代表性和影响力严重下降；

（五）不履行会员团体义务，经指导无明显改进；

（六）其他不适合继续作为团体会员的情形。

会员团体自愿申请退出青联的，经青联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

取消团体会员资格。

第十六条 青联常务委员会作出吸纳团体会员或者取消、撤

销团体会员资格决定的 1个月之内，青联秘书处应当向社会公告。

第四章 青联委员

第十七条 青联委员分为团体委员和特邀委员。

各级青联委员主要由本级青联各会员团体的代表出任，属团

体委员。

对于工作确有需要、现有会员团体功能尚不能覆盖的领域，

可以特别邀请该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出任，属特邀委员。全国青

联委员会中特邀委员的数量，一般不超过委员总数的 15％；省

级青联委员会中特邀委员的数量，一般不超过委员总数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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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青联委员会中特邀委员的数量，一般不超过委员总数的20％；

县级青联委员会中特邀委员的数量，一般不超过委员总数的30％；

全国行业（系统）青联委员会中特邀委员的数量，一般不超过委

员总数的 20％；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系统）青联委员

会中特邀委员的数量，一般不超过委员总数的 25％。

特邀委员一般应当属于本地区常住人口或者户籍人口、本行

业（系统）工作人员；确需邀请港澳台地区人员的，省级青联应

当事先征得全国青联和有关单位同意，市县级青联应当事先征得

省级青联和有关单位同意；确需邀请海外华侨、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人员的，应当事先征得有关单位和上一级青联同意。

对于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特邀委员，

在其连任或者向上一级青联推荐时，仍作为特邀委员推荐协商；

对其他领域的特邀委员，在其连任或者向上一级青联推荐时，要

作为团体委员推荐。

团体委员与特邀委员的权利和义务相同。

第十八条 各级青联委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

（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

（三）在本领域、本行业中业绩突出，在青年中具有较强的

代表性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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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热心青少年事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

感，具备委员履职的素质能力；

（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六）委员提名应年满 18周岁。除按席位制产生的委员外，

新出任委员年龄小于 40周岁，连任委员年龄小于 45周岁；

（七）除特邀委员外，新出任委员应当是本级青联会员团体

的委员、会员；

（八）委员应当具有相关领域的相应专业技术职称，具体标

准由各级青联自行制定；

（九）未加入其他同级青联。

劳动模范等重要奖项获得者中的一线劳动者，青年五四奖章

获得者，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提名。未曾获得上述奖项，在急难险

重任务、重大战略任务等工作中表现特别优异，且获得表彰的，

可以直接提名为委员人选。新兴青年群体代表、人口较少民族代

表等可以适当放宽职称条件，优先推荐各行业领域的一线从业人

员。直接提名人选范围由各级青联自行从严制定，报上一级青联

审核批准。

第十九条 青联委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在本级青联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对本级青联工作进行讨论、建议、批评和监督；

（三）参加本级和当地青联举办的活动，要求本级青联维护

委员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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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青联委员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全国青联章程，遵守本级和上级青联规章制度，

执行本级和上级青联决议，积极参加本级青联工作；

（二）密切联系青年，将党的温暖充分传递给青年，团结青

年听党话、跟党走，通过本级青联有序表达所代表青年群体的利

益诉求；

（三）热心帮助青年，当好青年表率。

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青联委员，有在所在机构表达青

联意见和建议的义务。

第二十一条 青联委员的遴选遵循提名权和审核权分离、权

责统一的原则。

青联中的会员团体行使提名权、履行提名程序，推荐本团体

代表出任委员。青联秘书处行使审核权，对于会员团体推荐的代

表进行形式审查，对于委员会的整体结构进行综合平衡。

第二十二条 委员按席位制和协商制两种方式产生。

团体委员中，本级青联会员团体中的共青团、学联的负责人

及其机构主责部门负责人，本级青联会员团体中地方青联和行业

（系统）青联的主要负责人及秘书长，拟出任本级青联委员的，

属席位委员，按席位制方式产生；其他委员由青联秘书处与会员

团体协商，按协商制方式产生。

特邀委员由青联秘书处与有关单位协商，按协商制方式产生。

第二十三条 除席位委员、特邀委员外，其他委员应当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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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申请、推荐、协商、考察、审核、公示、会议确认、确定委

员资格等程序后产生：

（一）志愿申请。由人选向会员团体提交书面申请。

（二）推荐。会员团体按照委员条件和分配名额在提交书面

申请的人选中提出初步推荐人选，向人选所在单位征求意见后，

报青联秘书处。原则上，社团会员推荐的人选，应当报经业务主

管单位同意；地方会员和行业（系统）会员推荐的人选，应当报

同级共青团同意。

（三）协商。青联秘书处对会员团体推荐人选的合规性进行

形式审查，对全体会员团体推荐的人选进行结构平衡后，将协商

确认的人选反馈会员团体。

（四）考察。经协商确认的人选由会员团体组织实施考察，

重点考察人选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社会形象和履职能力。

（五）审核。经考察合格的人选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的，

报县级以上党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其他人选报县

级以上党委（党组）统战部门审核。

原则上，提名为全国青联委员的，应当报省级党委（党组）

组织（人事）部门或者统战部门审核；提名为省级青联委员、全

国行业（系统）青联委员的，应当报市级党委（党组）组织（人

事）部门或者统战部门审核；提名为其他地方青联委员、行业（系

统）青联委员的，应当报县级或者以上党委（党组）组织（人事）

部门或者统战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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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示。经审核通过的青联委员人选，应当在人选所在

单位和会员团体官方媒体公示 5个工作日。会员团体没有官方媒

体的，应当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示。

公示期内，会员团体和青联秘书处同时接受异议信息。会员

团体负责处理异议信息，处理结果报青联秘书处。

（七）会议确认。社团会员提名人选，应当经本社团常务理

事会议或者会长会议确认；地方、行业（系统）青联提名人选，

应当经其青联常务委员会或者主席会议确认。

（八）确定委员资格。依次完整履行以上程序后，将会议确

认的青联委员人选报上一级青联秘书处审核通过后，会员团体向

所属青联正式提名本团体的青联委员人选，提交提名登记表等书

面材料，经所属青联常务委员会或者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后，人选

取得委员资格。

青联委员可以连任，原则上不得超过三届（对国家有特殊贡

献、在青年中有极大影响力的除外）。连任委员必须重新履行全

部程序。

第二十四条 席位委员由有关会员团体按第二十二条明确

的范围提出人选，经所属青联常务委员会或者主席会议审议通过

后，席位委员人选取得委员资格。

各级青联委员会在每届任期内，席位委员工作变动的，应于

变动之日起自行卸任委员，由所属青联常务委员会会议予以追认。

新替补人选按照本款规定的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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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特邀委员提名和产生程序，由青联秘书处与有

关单位协商确定。

第二十六条 各级青联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会委员由青

联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各级青联主席候选人在同级共青团有关负责人中提名。原则

上，省级青联不提名省级共青团主要负责人为候选人。

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由本级青联秘书处与

会员团体协商提出，报上一级青联秘书处审核通过，经本级青联

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后，报同级党委（党组）同意后确定。

第二十七条 除席位委员外，各级青联每届任期内，可以根

据工作需要增补部分委员，增补次数不超过两次，原则上应当在

本届青联任期内前三年完成（任期三年的县级青联应在前两年完

成）。增补委员主要考虑结构、年龄等因素。增补后，委员总数

不得超过本届换届期初委员总数的 120％，新增补委员区别情况

分别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办理。

因工作需要在届中增补常务委员会委员的，由青联秘书处提

出，与有关会员团体协商并完整履行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

人确认程序后，提交青联常务委员会表决，表决结果通报委员会。

每届增补常务委员会委员数量不超过本届换届期初常务委员会

委员总数的 10％，原则上从履职考核优秀的委员中增补。

因特殊情况届中需调整和增选主席、副主席，人选由同级共

青团报经同级党委（党组）批准同意后，提交青联常务委员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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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表决结果通报委员会。

第二十八条 委员任期届满自动卸任。

第二十九条 委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青联秘书处提出，

经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后，取消委员资格：

（一）委员自愿提出退会申请，由提名其出任委员的会员团

体受理并同意后报所属青联秘书处；

（二）经青联秘书处核实，常务委员会委员当届任期内 3次

不参加常务委员会会议，委员 1年内不参加活动、不履行职责义

务；

（三）言行不当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

（四）其他应当取消委员资格的情形。

第三十条 委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青联秘书处核实情况，

经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撤销委员资格：

（一）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的；

（二）受到党纪、政纪严重处分的；

（三）严重违反青联章程等规章制度的；

（四）言行不当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不适合继续作为委员的情形。

需要及时撤销委员资格的，经主席会议研究决定可以立即撤

销委员资格并报请下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予以追认。

第五章 组织和职权

第三十一条 委员会是本级青联的最高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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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每届委员会一般举行 1至 2次全体会议，会期

由常务委员会确定。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到会，履行表决、

选举事项时以超过到会人员半数即为通过或者当选。

第三十三条 委员会具有以下职能：

（一）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二）讨论和决定青联的重大工作方针和工作任务；

（三）修改青联章程；

（四）选举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会委员；

（五）认为有必要处理的其他重要事务。

第三十四条 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主持

会务。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举行 1至 2次会议，会期由主

席会议决定。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常务委员会委员到会，履行

表决、选举事项时以超过到会人员半数即为通过或者当选。

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具有以下职能：

（一）召集并主持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届第一次全体会议由

会议选举产生的主席团召集人主持；

（二）组织实施章程中规定的任务；

（三）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

（四）决定委员会界别工作委员会的设置和变动；

（五）决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六）决定下届委员会规模、名额分配方案及委员推荐办法；



— 14 —

（七）确认委员资格，确认撤销委员资格；

（八）确认本会提交政协会议的提案；

（九）行使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七条 委员会设主席 1人，副主席若干人。委员会的

主席、副主席同是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

第三十八条 主席会议根据需要召开，每年至少 2次，由主

席或者主席委托的副主席召集并主持。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主

席、副主席到会，履行表决事项时以超过到会人员半数即为通过。

第三十九条 主席会议具有以下职能：

（一）审议提交常务委员会审议、确认的事项；

（二）审议常务委员会提交委员会审议的事项；

（三）经常务委员会授权决定有关人事事项；

（四）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决定秘书处提出的

日常事项；

（五）行使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四十条 委员会中应当设立若干界别工作委员会（以下简

称界别），界别设置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地方青联和行业（系统）青联的界别设置，应当参照全国青

联的界别设置，根据本地区、本行业（系统）实际进行必要调整。

第四十一条 界别一般设主任委员 1人、副主任委员 2至 4

人，下设秘书处负责界别日常工作。界别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秘书长由常务委员会决定，副秘书长由主席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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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界别秘书处具有以下职能：

（一）负责联络本界别委员；

（二）反映本界别委员的意见；

（三）依据本级和上级青联的工作部署，设计开展本界别的

各项活动；

（四）了解本界别委员的履职情况；

（五）完成本级青联安排的其他工作。

第四十三条 各级青联常务委员会设立秘书处（以下简称青

联秘书处），一般设秘书长 1人、副秘书长若干人。秘书长由主

席提名，常务委员会决定；副秘书长及工作机构负责人由秘书长

提名，主席会议决定。

第四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秘书处履行以下职能：

（一）协助主席、副主席处理会务；

（二）提出委员产生办法，以及依据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委员

产生办法与会员团体和有关单位协商委员人选，审核委员产生程

序；

（三）协调界别、会员团体以及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有关

工作；

（四）根据常务委员会部署制定具体工作计划并推动落实；

（五）评价本会委员履职情况以及本会各项制度落实情况；

（六）处理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会务。

第四十五条 各级青联的以下事项必须事先征得上一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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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同意：

（一）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等会议事项；

（二）本级青联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以及

委员人选等人事事项；

（三）本级青联委员会全体会议工作报告；

（四）其他重大事项。

第四十六条 各级青联的以下事项必须向上一级青联报备：

（一）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等会议情况；

（二）本级青联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委员名

单；

（三）本级青联常务委员会会议工作报告；

（四）其他重大事项。

第六章 委员会规模及结构

第四十七条 各级青联委员会的规模，依据所在地方青年人

口总量、社会组织结构、经济发展水平、自身功能需要等合理确

定：

（一）全国青联委员会的规模一般为 1500人左右；

（二）省级青联委员会的规模一般为 300人至 600人，直辖

市、常住人口 6000万以上的省份可以适度扩大委员会规模，最

多不超过 800人；

（三）市级青联委员会的规模一般为 150人至 250人，副省

级城市和人口 500万以上的地级市，可以适度扩大委员会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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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不超过 350人；

（四）县级青联委员会的规模一般为 100人至 200人；

（五）全国行业（系统）青联委员会的规模一般为 200人至

400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系统）青联委员会的规模

一般为 150人至 250人。

第四十八条 各级青联根据会员团体的类型、规模和功能，

确定不同类型会员团体推荐委员的比例：

（一）原则上，全国青联委员中，地方会员提名产生的委员

占 70％左右，社团会员、行业（系统）会员提名产生的委员合

计占 15％左右，特邀委员的比例按第十七条的规定掌握。

（二）原则上，省级青联委员中，地方会员提名产生的委员

占 60％左右，社团会员、行业（系统）会员提名产生的委员合

计占 25％左右，特邀委员的比例按第十七条的规定掌握。

青联委员会中履职优秀的委员可以连任，所占比例一般不超

过新一届委员会规模的 30％。

第四十九条 委员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体现统一战线工

作的需要。其中：

委员应当具有较广泛的地方代表性。全国青联委员应当覆盖

全国 70％以上的市（地、州、盟），省级青联委员应当覆盖本省

（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市（地、州、盟），并注意县（市、区、

旗）的代表性。

委员的职业结构应当与本地区、本行业（系统）青年群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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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布结构及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相适应。委员会中，来自工人、

农民、农民工等一线劳动者中的委员的比例应当不低于 10％；

来自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卫生、法律、新闻出版等领

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委员的比例合计应当不低于 20％；来自社

会组织负责人、新媒体从业者、留学归国青年等新兴青年群体及

党外青年知识分子、海外青年侨胞中的优秀青年代表应当积极稳

妥吸纳；来自党政干部的委员的比例应当不超过 5％；来自企业

负责人的委员的比例应当不超过 20％；社会名人的比例应当控

制。

全国青联、省级青联委员会中中共党员的比例应当不超过

50％。市级青联、县级青联委员会中中共党员的比例原则上不超

过 55％。行业（系统）青联委员会中中共党员的比例原则上不

超过 60％。各级青联应当注意吸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

优秀青年代表。

委员会中应当保证少数民族委员的比例。全国青联中，所有

少数民族均应当有代表，少数民族委员的比例应当高于全国人口

中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地方青联中，少数民族委员的比例应

当高于本地区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民族自治地方可以

根据实际适当调整。

委员会中女委员的比例应当不低于 20％。

第五十条 委员会的平均年龄应当符合委员梯度化培养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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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青联、省级青联、全国行业（系统）青联换届时

委员平均年龄掌握在 35周岁左右；

（二）市级青联、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系统）青联、

县级青联换届时委员平均年龄掌握在 33周岁左右。

第五十一条 各级青联常务委员会的人数为委员会规模的

15％至 20％。常务委员会的结构应当与常务委员会职能相适应、

与委员会结构相协调。

第五十二条 各级青联主席、副主席的总人数，依据常务委

员会的规模确定：

（一）全国青联主席、副主席的总人数不超过常务委员会规

模的 10％；

（二）省级青联、全国行业（系统）青联主席、副主席的总

人数不超过常务委员会规模的 15％；

（三）市级青联、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系统）青联

主席、副主席的总人数不超过常务委员会规模的 20％

（四）县级青联主席、副主席的总人数不超过常务委员会规

模的 25％。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各级青联的组织工作，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由全国青联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21年 7月 29日

全国青联十三届二次常委会审议通过的《青年联合会组织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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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