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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形式、执政方式和民主实现方式 

马兴宇 袁祥 赵达 

 2009年,一部投资不过3000万元人民币却吸引了170多位明星加盟的主旋律影

片《建国大业》,成为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献礼影片中的大热门。通过观看这部电

影,许多中国人仿佛回到了那段既熟悉又显得已经有些遥远的历史场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诞生到确立的艰辛历程。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伴随多党合作制度的

逐步规范化和程序化,中国这一独有的政党制度,在多层面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显示出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体现。 

    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形式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形式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形式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形式 

  从 1948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主张,到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再到 1993 年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国家

根本大法,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经受了历史风雨的考验。 

  几十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携手同行、不懈追求,中国共产

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

多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 

  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起,已经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

容和基本框架。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袁廷华认为,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

与各民主党派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从政治关系来看,

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各政党中处于领导地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从政党

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各民主党派是参

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从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一种团结、合作的新型的政党关系,是一个亲密合作的友党

关系。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而不是互相反对。中国共

产党依法执政,各民主党派依法参政,而不是轮流执政。这一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相适应,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 

  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2007 年国务院

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全面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

五大价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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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的庄聪生认为,

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创立了一种崭新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党制度形式,一种

崭新的执政方式和民主实现方式。在这里,执政党与参政党有着共同的理想、共

同的目标和共同的行动。  

民主协商广泛凝聚各界智慧民主协商广泛凝聚各界智慧民主协商广泛凝聚各界智慧民主协商广泛凝聚各界智慧 

  今年 1 月 27 日,中南海怀仁堂内再次暖意融融。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这里主持召开民主协商会,就增选全国政协

领导成员的人选,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

听取意见,进行协商。 

  政治协商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

重要途径。 

  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书面建议……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重要文件到国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从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

到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到其他各类关系

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一位经常参加中央协商活动的全国政协领导人认为,改革

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进行协商和听取建议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而

且通畅高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内容不断充实,程

序逐步规范。据统计,1990 年至 200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直接召开或委托

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就有 287 次,其中，中共中央总书

记亲自主持召开或出席的就有 85 次。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或

委托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共 142 次,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

持、出席的就达 37 次。 

  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

是政治协商的另一重要方式。各民主党派在政协各种会议上,以本党派名义发表

意见、开展视察、提出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以及参与调查和检查活动的权利得到

充分尊重和保障。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协委员的有

1345人,占委员总数的60.1%;担任政协常委的有195人,占常委总数的65.4%;担

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有 13 人,占副主席总数的 52%。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孙信认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

与,集中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

的科学化、民主化,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要求;既能避

免一党执政缺乏监督的弊端,又可避免多党纷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社

会不稳定,从而实现了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的统一、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具体利

益的多样性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 

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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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多党合作理论政策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各项政策措

施日臻完备,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健康发展。 

  2005 年 2 月、2006 年 2 月和 7 月,中共中央先后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

一战线的意见》等三个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把多

党合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进一步予以规范化、制度化。同时,

对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内容、形式和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使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方面迈出了新步伐,开创了多党合作

制度化建设的新阶段。 

  来自权威部门的数据表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各民主党派成

员、无党派人士共有 18.7 万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截至 2008 年 6 月,在全国担

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 3.2 万人,他们对分管

的工作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 

  “民主党派成员在人大、政协中任职,担任政府、司法机关领导职务,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说。 

  多年来,各民主党派围绕国家的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

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三峡工程、耕地保护、两岸“三通”、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振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青藏铁路沿线发展、国家级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十一五”规划……上世纪 90 年

代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代表人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

重大建议 260 多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提出各项建议 9 万多项,得到中共中央、

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采纳,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各级

地方党委就地方重大问题同地方各级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进行协商,也已形成制

度。 

  过往 60 多年的光辉历程说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民主实现方

式,中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创造性和巨大的

优越性。历史还将证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日益巩固和

完善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必将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