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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是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必然选择

作者：温宪元    发布时间：2010/09/15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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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途径，是新的历史

条件下加强人民政协工作和发展人民政协事业的重要内容。60多年的人民政协实践证明，这一民主形式有利于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能够广

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在充分、民主、平等、真诚的协商讨论中达成一致；有利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党和国家民主决策的程序，建立健

全相关制度和机制，努力促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有利于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让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敢于

提出不同意见，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

治局面。 

  制度建设尤其是制度创新是民主建设的核心。一方面，制度创新是促进民主建设和民主发展的关键因素。民主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办法，继续适用旧的规章制度往往很难解决，最终要依靠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来解决。从民主建设的价值取向来看，以人

为本和社会民主是不可或缺的。而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和社会民主，须臾离不开协商民主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民主建设和民主发展的成果

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来巩固。民主发展，包括一些促进政府和谐的想法、做法，一些有利于提升民主效能的重大举措，如果不及时转化

成新的制度，就有可能由于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些民主建设和民主发展的成果只有转化成具有法律地位的民主制度，才能

持久、稳定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是一个渐进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一定的制度创新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实现程序民主方面。当前，我国的发展正

处于新的战略起点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一定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履行人民政协三大职能，充分发挥

它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用，必须在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制度创新，不断地对活动规律进行深化研

究，使其能够掌握自己独特的规律。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民主、科学、有效的独特作用。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的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是中国协商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人民政协作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

要机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和有机组成部分。人民政协体现的多党合作关系，既能使执政党经常听到来自民主党派的意见，又便

于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有利于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人民政协实行的协商民主方式，既能够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便于吸纳少数人

的合理主张，更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雄厚，既能集思广益，反映民意，又能建言立论，集中民智，有利于求

同存异，增进共识，增强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然而，人民政协组织成立60多年，其工作尚未通过法律予以规范。人民政协工作的两个指导

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政协章程和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是政策层面的。应尽快启动对人民政协的法

律地位、政治功能和运作方式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使人民政协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使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 回顾与思考:新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60年  
2. 努力探索和规范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制度建设  
3. 人民政协对政治协商文化建设的作用  
4.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协创新体系  
5.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  
6. 人民政协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后职能和组织的变化  
7. 人民政协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后职能和组织的变化  
8.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党组活动的方针  
9. 回顾光辉历程 深化学习研究 努力开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  
10. 协商民主，在生动实践中美丽绽放  



相关链接 - 当代中国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 - 人民网 - 新华网 - 全国人大网 - 中国政府网 - 全国政协网 - 中国网  - 中国军网 - 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版权声明 

当代中国研究所 版权所有 备案序号:京ICP备06035331号 

地址: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８号 

邮编:100009 电话:66572305 66572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