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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对政治协商文化建设的作用

作者：王克群    发布时间：2010/09/01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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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协商文化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孕育和催生政协事业的基因，是推进政治协商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文

化支撑。 

  ■人民政协职能的发挥影响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它使人民对社会主义民主有

了更多的了解，提高了人民参政议政和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和意识。人民政协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引导着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这是

彻底消除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推进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基础。 

  政治协商文化是反映我国爱国统一战线、基本政治制度和协商民主实践的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

协商文化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孕育和催生政协事业的基因，是推进政治协商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文化支撑。切

实加强政治协商文化建设，对于更深入地把握政协性质、地位和作用，更准确地把握政协工作理念、规律和特点，更好地把握政协工作的目标

和方向，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协商文化的内涵 

  政治协商制度体现着传统“中和”文化中和平处理政治矛盾与冲突的内涵，在处理人民内部多元利益时，注意调和与妥协，避免极端方

式，包含着民主、平等、对话、宽容的核心概念，强调公共协商精神。同时，协商政治也反对对少数或弱势群体的歧视或排斥，吸引着平等公

民的广泛参与，以理性共识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概言之，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容中隐含着文化理念、思维以及象征，是一种在“平等”、

“沟通”的文化思维指导下构筑的以平民政治为理念的政治形式，以形成政治认同促进社会团结和谐为目标。 

  (一)政治协商体现了一种平民政治的文化理念。政治协商的主体是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些党派代表了社会各个阶层，使得充分

反映社会各个方面的意见成为可能，这也决定了政治协商能够成为广大民众意志表达的渠道。政治协商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直接关系到各种

政治决策的拟定和做出，作为政治决策的过程，广大民众的意见也自然地被纳入决策的考虑因素之内，并非执政者的平民可以参与到政治管理

之中，平民政治的文化理念在政治协商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二)政党协商体现了平等沟通的文化思维。由于中国政党活动的主旋律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互相监督也是为了更好地合作而不是破坏合

作，因此，中国各党之间关系的处理要靠协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也主要是通过平等的、经常的协商讨论、交换意见来实现。

这些政党协商活动中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平等沟通”的文化思维。 

  (三)协商政治不仅是政党团结的象征，也是社会团结的象征。政党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阶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党派的团结是

反映社会团结的重要指标。党派团结并不意味着政党之间在所有的问题上能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相反，却恰是指容许不同党派间异议的存

在，所谓“和而不同”即是指在互信互谅的基础上相互沟通、相互尊重，达成妥协和一致，这正是一种政党间有机的团结。政党代表着不同社

会阶层、不同团体的利益，政党之间必然也存在着利益冲突，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政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功能之一也正在于表达和整合利

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协商政治的本身不仅是政党团结的象征，也是社会团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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