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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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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这一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确定。  

  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深刻总结中国政治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

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起，创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具有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

党派参政的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多党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在长期的共同奋斗中，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得到

各民主党派的认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风雨同舟，结成了生死相依、亲密合作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下，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合作协商关系进一步巩固。进入改革开放新时

期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

派实行广泛的政治合作，照顾同盟者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团结他们共同前进。各民主党派在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又保持独立

平等的政治地位，具有通过合法程序、自由表达不同政见的广阔空间。  

  在多党合作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掌握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掌握国家的核心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合

法存在的八个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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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其参政党的地位和参政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民主党派在参政党的

位置上帮助共产党执政掌权，共产党与他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亲密的友党关系，不是执政党

与反对党或在野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先进性所决定的，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中自然形成的，是各民

主党派的自觉选择。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突出表现，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得到了各民主

党派的拥护和尊重。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互相监督、共同进步的关系，是由二者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与具体利益的差异性决

定的。由于根本利益一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几经风雨，久经考验，保持了亲密合作的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政治共识。在中国特殊的国

情条件和历史演进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又有各自的具体利益，其理论基础、社会基础、性质、纲领、目标、宗旨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作用不一样，因此，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特色。这种一致与差异，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各守其位，各负

其责，求同存异，亲密合作，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规定了中国各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执掌政权和参与政权的方式和程序，其具体的制度安排

与机制设计，都体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依存、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涵义。它既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



于前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这种制度规定，有利于避免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有利于避免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

致的种种弊端。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制度相比，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光明的发展前景  

  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一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能够

在广泛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同时，确保国家的统一领导，快速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因为如此，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

才能克服重重困难和风险，经过短短60年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这一制度有利于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包容协商的丰富内涵，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

质要求。多党合作制度汇集了各民主党派等各界各方面人士，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

现有政治体制，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和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的

履行。  

  这一制度有利于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本质是团结和合作，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各党派的充分协商，

达成一致或基本一致的主张，在此基础上形成民主、科学的决策。在这种政党制度下，社会各阶层的意志能够通过有效的组织程序和通畅途径

抵达决策中心，社会不同阶层的愿望和要求能够以合法的形式得到充分表达。这种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功能的政党制度，极大地保障了全国十

几亿人口、56个民族的亲密团结，有效地协调和兼顾了各阶层、各政党、各团体、各种政治势力的利益，使矛盾和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化解，对

于维护国家政局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对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共同建设国家，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这一制度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人口众多，存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

础上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和矛盾。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这种差别和矛盾日益突出。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架构和民主协商的制度

保证，能够有效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利益关系，使各方面利益的发展与社会整体利益的

发展方向保持一致，既承认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又能将这些矛盾、冲突保持在制度体系之内，还能够吸收、消解、融合不同利

益要求，达到利益的整合，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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