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人民政协理论的提出、创新与发展 

张云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人民政协也有了新的发展。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大框架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

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逐步形成了人民政协理论的

科学系统。  

   人民政协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我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载体；人民政协要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工作两大重要主题，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是人民政协工作的方针；人民政协理论是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

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的特点和优势。是毛泽东人民政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世纪新阶段推进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行动指南。  

      一一一一、、、、人民政协理论概念的提出和确立人民政协理论概念的提出和确立人民政协理论概念的提出和确立人民政协理论概念的提出和确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是 1949 年 9 月于新中国成立前夕

召开的。她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亲手创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

党派和各族各界人士共同参与的伟大成果。  

  在创建人民政协和领导人民政协工作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对创立人民政协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重要思想观点，形成了毛泽东关

于人民政协的思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政协的思想，创立了

新时期“人民政协的理论”。  

  2004 年 8 月全国政协召开的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暨邓小平关于人

民政协理论研讨会上，人民政协理论正式被作为一个固定政治概念提出。胡锦涛

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55 周年大会讲话中，人民政协理论思想体系得到首次完整

概括，从此，“人民政协理论”成为了指导人民政协工作的理论体系。  

      二二二二、、、、人民政协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思想体系人民政协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思想体系人民政协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思想体系人民政协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思想体系  

  人民政协理论的基本框架是由人民政协思想体系和人民政协性质作用等六

部分组成：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其特征是：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人民政协充分体现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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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实践证明，我们的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

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  

  坚持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坚持党在政协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是我们一

贯的根本原则。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

人民团体的关系，有利于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  

  2、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

人民政协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人民

政协的指导思想。人民政协要在树立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建

设的旗帜下，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海内外人士，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

局面，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为实现振

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3、 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  

  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是“团结”和“民主”，这是人民政协性质的集中体

现，人民政协的产生和发展始终贯穿于人民政协的全部工作之中。实现紧密团结，

发展民主才更有基础；发扬广泛民主，加强团结才更有力量。人民政协要在国家

和民族的发展中不辱使命，必须按照团结和民主的要求履行职能、发挥优势。  

  4、 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作用  

  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

协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一种政治体

制，集中体现了我国广泛的人民民主。它对于我们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避免或减少决策失误，保证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5、 人民政协的原则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必须遵循的原则。人民政协开展的

所有活动都要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  

  6、 人民政协的职能  

  人民政协的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努力作好政治协商、

切实有效地开展民主监督、进一步拓展参政议政的领域，“制度化、规范化和程

序化”是推进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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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政协理论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需要有一个实践、总结、再实

践、再总结出理论的反复实践过程，总结出基本框架和思想体系的六个方面，说

明了人民政协理论的主体正在逐步清晰，政协理论也正在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和

不断完善。  

  目前人民政协理论还有仅仅被局限在统一战线理论范畴之内研究的趋势，这

对于人民政协理论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果能够把人民政协理论放在国

体、政体范畴内研究，一定能更有作为。   

  三三三三、、、、人民政协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人民政协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人民政协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人民政协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民政协理论的发展同样也是一个

必须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回顾我们走国的路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1、 中共十六大奠定了政协理论的基础  

  200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

集体，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在

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人民政协理论的

基础上,认真总结新的经验，不断开拓创新，为人民政协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新

的理论指导，特别在人民政协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进一步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政协理论。  

  2、 胡锦涛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55 周年讲话对人民政协理论的思想体系作

出完整概括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55 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 “人民政协是

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坚

持和完善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

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国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一大优势。” 胡锦涛总书记这一段话，深刻阐明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

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  

  3、 政协章程的修改对人民政协理论的指导思想作了进一步明确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随着人民政协事

业的迅速发展，各级政协组织在履行职能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遇到一些

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的问题。实践的发展呼唤着理论的创新和指导，政协章程

就在这时得以第五次重新修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是参加政协的各

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共同的行为准则，是各级政协设立组织，开展工作的基

本依据。2004 年 3 月 12 日，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的决议》。章程修正案第一次对人民政协的指导思想作

了明确规定。提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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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章程修正案第一次写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

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章程修正案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章程修正案第一次把“团结和民主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大主题”写入章程。修订后的政协章程对有关人民政

协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表述更加完善、准确、清晰。无论是从理论的深度，还是对

实践的指导上，都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4、 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对人民政协理论进行

了创新  

  2006 年 3 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意见》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对人民政协工作颁发

的文件，是指导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事业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全面系统地

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

成果，进一步阐明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规定了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

协肩负的历史任务和工作原则，规范了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程序和机制，明确了

搞好人民政协自身建设的任务，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民政协领导的要求，在

人民政协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上又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意见》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政协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人民政协产生的三大理论依据。这就是，人民

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同

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深刻论述了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

用，发展了关于人民政协地位的理论。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确了人民政协在新世纪

新阶段的任务,发展了关于人民政协任务的理论。既：“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

义旗帜，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

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

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团结起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而奋斗。”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科学发展

观、把促进发展作为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坚持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作为人民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据人民政协工作中形成的基本经

验，在中央文件上明确提出这些原则，有利于保证人民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

方向健康发展。进一步对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内容、形式和程序进行了科学规范，

发展了关于人民政协制度的理论。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同时，对履行职能的原则、形式、内容和程序，特别是基

本程序作了进一步规范，实质上就是为人民政协发扬民主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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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对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方面的规定，力度大，

针对性强，措施到位，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充分表明，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和

完善，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能已真正进入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全新阶段。  

  从邓小平关于人民政协理论研讨会首次提出人民政协理论这一概念，到胡锦

涛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55 周年讲话对人民政协理论的思想体系作出完整概括，

到第五次重新修改政协章程、颁发《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充分

说明了人民政协理论是伴随十六大以来人民政协工作的丰富实践而不断完善的，

并且正在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向迈进。（作者系农工党北京市委宣传

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