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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是无党派人士工作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加强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研究，
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无党派人士概念的内涵，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且有助
于我们准确把握无党派人士工作的重点、难点和特点，进一步增强无党派人士工作的针对性。
 

【关 键 词】现代政党 无党派人士 党派性
 

 

无党派人士既是我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

前，随着无党派人士工作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际工作的开展，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问题日益成为其中的核心

命题之一，而对现代政党特征的分析与把握则为我们认识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现代政党的基本特征 

所谓政党，是一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以争取或控制政府的活动为手段，以谋促进国家利益

实现共同理想的有目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①也有学者认为，政党是指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

利益，为实现某些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保持政权或影响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②虽然学

者们对政党概念的表述各异，但一般认为，现代政党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代表性、政治性和组织性三个方面。 

  所谓政党的代表性，是指政党代表和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共同利益的特性。从理论上讲，如果在全体

国民中，每个人对政治问题的意见一致，则无结合政党的必要，相反，如果每个人对政治问题的意见都不一

致，也就没有结合政党的可能。所以，政党必须是部分对政治有兴趣，而且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团

体。③换言之，政党代表和反映的只能是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共同利益。事实上，政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

当代各国的政治现实都证明了政党是社会一定阶级、阶层或某种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 

  所谓政党的政治性，是指政党要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以谋取政权、执掌政权或参与政权为实

现其政纲的主要手段。政治纲领（或党纲）集中反映了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和意

志，是国民辨别政党的旗帜和界碑。但政党本身只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它无权把自己的政见直接付诸实

现，因此政党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取得政权、参与政权或维护政权。政党只有在取得政权后，凭借执政或参

政的地位，通过国家的立法机构，才能把党的纲领转化为国家法令和政策，借国家的行政权力付诸实施。因

此，政治性是现代政党的显著特点，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主要标志。 

所谓政党的组织性，指政党是一个较具永久性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政党的组织系统是政党存

在的表现形式，它与政党的组织纪律相结合，是政党聚合和动员政治力量、统一行动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制

度保障。同时，政权的取得与掌握决非一朝一夕之事，所以政党必须是一个较永久性的政治团体。④ 

二、从现代政党特征的视角解读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 

（一）无党派人士的代表性分析 

1.世界多国议会设有无党派人士席位。自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后，就同时出现了无党



派人士。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议会里都设有无党派人士的席位。如在法国国民议会，577名议员

中无党派人士占11席，331个参议院议席中无党派人士占7席。⑤在2007年7月的土耳其议会选举中，550个

席位中无党派人士占27席。⑥2008年9月白俄罗斯议会下院选举，有263名候选人参加110个议席的角逐，其

中82名是政党提名候选人，其余均为无党派人士。⑦可见，无党派人士在许多国家都是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

益代表，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2.我国无党派人士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国的无党派人士群体是19世纪初伴随政党的产

生而出现的。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多无党派民主人士凭着自己的社会声望和感召力，影响和带领着一大批民

主人士投身民主运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如提出精兵简政建议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

主席李鼎铭。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有许多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所联系群众，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国内民

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一直领导着一支文化大军的郭沫若。周恩来指出，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没有组织

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但都领导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联系着许多方面的人士在奋斗着”。李维汉也曾经

指出：“政治代表有正式组织的，即有纲领有章程的，这就形成了政党；有非正式组织的，即无纲领无章程

的；也有无组织的，如现在的无党派民主人士。”⑧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党派人士积极投身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加快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来，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缪云台、梁漱溟、吴耀宗、程思远、巴金、阿

沛·阿旺晋美、袁隆平等人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他们以无党派人士这一特殊的政治身份，

在各自的领域团结、影响着一大批无党派人士。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他们因其突出的知

识背景和专业成就，对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影响力扩展到更大的社会层面，在他们所

联系的群众中具有崇高威望和广泛的代表性。 

（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性分析 

无论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建国以来不同的历史时期，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

作，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 

  1.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个“政治称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党无派的知名人士一般被称为社会贤

达。1946年1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郭沫若、莫德惠等九人就是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全面内

战爆发后，在是否参加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问题上，“社会贤达”发生了分化。1948年4月30日，中

国共产党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

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得到包括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全国各

界人民的拥护。为了与以往的“社会贤达”相区别，郭沫若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在香港联名通电响应“五一”号

召时，正式使用了无党派的称谓。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广泛开展新政协运动，这表明无党派民主人

士和民主党派自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并从此走上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弃“社会贤达”一

词不用，而改用“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这本身也表明了一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中央统战部1951年6月16

日在复西北局统战部的函中指出：“ ‘民主人士’是对参加人民民主运动的某些党外人士（包括有党派和无党

派）的一种政治称号。”⑨对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活动，周恩来也曾经指出，这一部分人士“是长期参加民主

政治活动的，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管是哪一个

社会，总是大部分人反对一小部分反动派。这种反对反动派的一大群人的活动也就是政治活动”。 

  2.积极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发挥了重要政治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广大无党派人士同民主党派一样，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

设，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把脉开方。他们积极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

如，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提出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徐悲鸿建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代

国歌；吴耀宗等率先在基督教界发起“三自”爱国运动；马寅初早在50年代就提出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建

议；无党派民主人士与各民主党派一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学院的建议并被采纳，使之成为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等等。 

（三）无党派人士的组织性分析 

就无党派人士群体而言，它并不像政党那样有系统的组织机构和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纲

领，因而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这一点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历史形成的。从历史上看，在抗日战争时期，各界人士从事的民主运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

压迫，如果要形成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要办理许多手续，会经历许多挫折，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在国民

党统治区，很多仁人志士只能以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单枪匹马，孤军奋斗，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多种形

式的斗争。如郭沫若、马寅初、李达、符定一、吴耀宗等等。新中国建立后乃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参

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仍然保留了历史形成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一政治身份，并

没有加入党派或组建新的政党。 

  其次是巩固统一战线、维护多党合作格局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参加过民主革

命斗争的老一代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谢世，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无党派人士的队伍并没有萎缩，具有无

党派身份的各方面杰出人才不断涌现。无党派人士群体的保留与稳定固然与一部分知识分子传统的不愿过问

政治，不愿受党派约束等心态有关，但更与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乃至多党合作的制度设计有关。早在1941

年11月6日，毛泽东就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

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

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⑩时至今日，胡锦涛仍然强调，“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各民主党派存

在，无党派人士就客观存在。……充分发挥无党派人士的作用，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完全统一大业，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为了建立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了使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更具包容性，更富有生

命力，我们党长期坚持有意识地把一部分优秀人士留在党外，着力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无党派人士队伍。 

综上所述，可见无党派人士部分具备了现代政党的特征，因此是一个没有党派组织但有党派性的特殊群

体。正如1949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式上指出的那样：“无党派民主

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他们在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质上是有党派性

的。” “正确地写出来应该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 人士。”  

三、正确认识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的意义及相关思考 

（一）正确认识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无党派人士的内涵，有助于全面、完整地理

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1.深刻领会无党派人士概念的内涵。2000年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新时期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意见》指

出，新时期无党派人士的基本条件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代表性、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以及具有

无党无派身份。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

意见》，首次对无党派人士作了界定，指出：“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

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 从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出发，我们发现上述对于无党派人士内涵的规范

还是有斟酌余地的。2000年的“基本条件”强调了无党派人士的“代表性”和“政治性”（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愿望

和能力），突出了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而2005年的“界定”则比较含糊。“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应

该是对无党派人士在专业领域的代表性的要求，如此，再加上“其主体是知识分子”，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是

指“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呢？但这一界定并没有政治性的要求，实际上等于是在无党派人士和党外高级知识分

子之间划上了等号，换言之，两者基本上指的是同一类人。 

  事实上，无党派人士与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应该是有较大区别的。无党派人士的称谓侧重的是该群体的党

派性[11]，其影响主要在政治领域，无党派人士的参政是多党合作制度内的参政，其参政的基本点是“一个

参加，三个参与”（即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

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这些都与党外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此外，两者的外延大

小也不相同。从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出发，两者应该是一种包含关系，无党派人士应该是党外高级知识分子

中有政治参与意愿的那一部分人。 

  邓小平指出：“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

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12]从大团结、大联合的角度出发，扩大无党派人士的范围乃至扩大到党外高

级知识分子等同于无党派人士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无党派人士的界定是否应该考虑对象的政治意愿和态

度呢？无论是有组织的政党，还是没有组织的无党派人士，他们都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政治代表。统一战线



意义上的无党派人士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所谓“无党派”是与“有党派”相对应的一种表现形式。因

此，对无党派人士的界定是否相应地也应该强调其政治属性呢？是否应该增加“有政治参与意愿” （对无党派

代表人士则应要求“积极参政议政”）这样的内涵呢？此外，从可能性出发，如果统战部门要做所有党外知识

分子的工作，仅靠现有的人员配备和力量是力不从心的，反过来可能还会影响到代表人士的工作。因此，本

文倾向于给无党派人士作如下的界定，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有政治参与意愿或参政议政热情

（强调政治性，但不强求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强调代表性）的人士，

其主体是知识分子。至于无党派人士的具体范围，可以参照2007年中央统战部《关于“无党派人士”政治面貌

规范使用的意见（试行）》来掌握。无党派人士群体称为无党派人士，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士称为无党派代

表人士。 根据2000年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新时期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意见》，“统战部重点是做无党派代表

人士的工作”。 

  2.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正确认识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也有助于我们更加

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

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因此，无论在理论研究还

是实际工作中，都要克服目前存在的特别是在基层统战工作中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既要重视民

主党派的工作，也要重视无党派人士的工作；既要重视民主党派工作的研究，也要重视无党派人士工作的研

究。对多党合作制度应做全面而不是片面、完整而不是局部的理解、认识、贯彻和落实。 

（二）正确认识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无党派人士工作的重点、难点和特点，从而

增强无党派人士工作的针对性 

1.无党派人士工作的重点。代表人物在所联系的群众中的作用，首先体现为政治导向作用。既然无党派

人士是一个政治概念，无党派人士具有党派性，那么我们开展无党派人士工作的重点自然也应该放在政治性

上来。具体而言，就是应该重视无党派人士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重视对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引导，扩

大无党派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提高无党派人士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民主监督能力。从另一角

度来看，无党派人士中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造诣的专家学者，他们中的多数人所欠缺的主要还是

政治参与方面的经历和锻炼。因此，重视政治素质的提高应该是无党派人士的工作重点和主要着力点。 

  2.无党派人士工作的难点。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主体。

但民主党派成员的成长除了中共的政治引导外，还有其各级组织的自身建设，而无党派人士的成长则缺少相

应的组织机构，缺少成长的台阶，这给我们开展无党派人士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处。当前，各级统战部门是

无党派人士工作的唯一牵头部门和主要工作部门，在“自身建设的组织环境”缺失的情况下，如何为无党派人

士搭建不同层级、各具特色的成长台阶，是当前无党派人士工作理论研究和实践当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

无党派人士工作的难点。 

  3.无党派人士工作的特点。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无党派人士工作的难点实际上也是无党派人士工作

的一个特点。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这是无党派人士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主要区别和显著特征。这一显著

特征使无党派人士既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又超脱于党派利益之外，在很多复杂的局势下通常能起到政党和

社会团体所起不到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将我们党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纳入多党合作的范围表明，在

我国即使不组建新的政党，即使不加入任何党派，作为一个无党无派人士，同样可以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

同样可以反映无党派人士群体的利益和愿望，同样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作用。因此，我们要理解、尊重、

保持无党派人士“群而不党”的特点和特色，甚至可以说是优势，最大程度地体现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包容

性，使之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要通过灵活、宽松、动态的管理方式加强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不能用

民主党派工作的方法来从事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也不能为了给无党派人士的成长搭建平台而“矫枉过正”，使

无党派人士组织化和党派化。 

  

注释： 

  ①③④ 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第6页，第7页。 

  ② 唐晓《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⑤ 参见http://world.people.com.cn/GB/8212/72474/72477/50403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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