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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最大的权力是话语权

作者：邢利宇    发布时间：2010/02/28    来源：中国新闻网

 字体：（  大 中 小 ) 关闭窗口

   有人问“中国政协有什么权力？”赵启正给出答案：“政协最大的权力就是话语权。” 

  延续去年首次担任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人的成功经验，中国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25日在此间与媒体茶叙，畅谈政协职

能与作用。  

  政协话语权很大  

  经历60多年的发展，中国全国政协已经发展成为涵盖8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主要人民团体、56个民族、5大宗教、34个界别以及

2000多名政协委员的政治组织。赵启正指出，政协委员们文化程度较高，阅历较丰富，有着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因此政协发挥着智囊的作

用。  

  “政协的意见，执政党重视，政府重视，民众也很重视。” 赵启正指出，政协本身不是立法机构、行政机构，是政治协商机构。在国家重

大政策、重大人事等方面都可以进行协商讨论，如政协委员曾通过提案提出西部大开发、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边疆人民币汇率兑换机制等关

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议。  

  同时，委员拥有民主监督的权利，且“没有人能妨碍我们这样做”。赵启正认为，政协的话语权很大，此外因为委员的代表面很广，政协

反映的问题也具有较广泛民意基础。  

  “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整体外交”  

  赵启正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被誉为“中国政府的公关总管”，转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后，赵启正成为“公共外交”的著名

推动者。  

  “政协可以和国外政府、官员、党派、各界人士，进行广泛交流。政协对外交流的代表团有驻各国前任大使、国际政治专业教授、作国际

贸易的企业家等。”  

  赵启正说，政协不代表政府签双边协定，发表声明，但这种交流是广泛的，既表达中国国情、“我们的主张”，又倾听对方的意见。  

  “这是政协外事委员会三年以来，很努力表达的意见，也使之成为中国国策”，他认为，其核心概括而言就是“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整体

外交”，而“公共外交表达得更细腻，更深刻和更多元化”。  

  外界对中国民主理解不够  

  年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均备受瞩目。赵启正以此为例，谈起中国的民主模式。  



  他说，在中国，一件大事常上下协商，反复论证。比如政府工作报告，就广泛征求人民代表、民众、民主党派意见，也经过政协协商。  

  赵启正强调，“这种民主是协商的”，“如果认为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模式不一样，就说中国不民主，而不是不一样的

民主，这是对我们理解不够，也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说明得不够。”  

  赵启正还透露，今年政协新闻发布会由于记者关注度高，参访人数众多，将史无前例地移师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  

    

1. 中国必须大力开展公共外交  
2. 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3. 中国评级机构发布首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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