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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扎根中华沃土的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既不同于西方

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也有别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

制，是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形式，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独具

特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整体架

构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

政。其显著特征是：第一，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

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或反对

党，而是同共产党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第二，共产党和

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要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

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三，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

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这样的制度

设计，既避免了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

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这一制度不

仅吸收了现代西方政党制度相互监督的优点，也避免了他

们相互倾轧的缺点；具有保持政策稳定连续性、避免国家

分裂动荡、集中力量办大事、加速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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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复兴等现实优势。这既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所在，

也是同国外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根本区别所在。

从世界范围看，各个国家的政党制度都因历史传统、

现实需要的不同而不尽相同。实行何种政党制度，是由一

国的性质、国情、国家利益和社会发展要求所决定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

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确立

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团

结奋斗的结果。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

人士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

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同中国共产党

一道，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内战、独裁政策，为新中

国的成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在为实现中国的和平、民

主而奋斗的长期合作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并在严峻的斗争

中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由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地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实践中自觉地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 年 9 月一届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

立。中国共产党作为宪法所确认的执政党，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

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

主自治同盟等 8 个民主党派为参政党。随着多党合作、政

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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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成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通

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不同形式，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

的，植根于我国土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

个鲜明特色。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各民主党派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团结奋斗的第一要

务，紧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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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和社会

建设。当前，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而奋斗，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集中

智慧；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

步；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

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发展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利于保持国家政局稳

定和社会安定团结，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和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

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

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更好地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把政

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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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

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使得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日益焕发出勃勃

生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回顾历史，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

亲密友党和社会主义参政党，始终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

舟、患难与共，紧密合作、团结奋斗，为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作出了不懈努力，充分体现了各民主党派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各民主党派人才荟萃、各具

优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不断作出新贡献。展

望未来，扎根于中华沃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宏大事业

中，将会更加发展完善，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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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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在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中逐步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战争年代，

中国共产党就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

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建立了团结合作

的关系，成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结成了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方针

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为争

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贡献。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产生和发

展的历史，总结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基本经验，

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近代政党制度的探索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政党制度属于老树新花。说其

老，那是因为，自汉代起，中国的朝廷里就有党派存在。

如汉朝的“朋党”，唐朝的“牛党”“李党”，宋朝的“元祐

党”“元符党”，明朝的“东林党”等。据史书记载，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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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上因争夺权利、排斥异己而成朋党，以后一直沿袭，

唐代尤甚。《战国策·赵策二》有“臣闻明王绝疑去谗，屏

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之说；《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八

年》亦有“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济援。上患之，

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记载。说其

新，则是在于，中国古代的朋党之类，还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政党，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朋党是专制政治的产

物，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朋党以个人目的而结合，以

私利为标准。政党以国家为目的，以政治为依归。中国现

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发端于近代。

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

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

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不平等条约

的签订，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日益加深，资本主

义的商品输出日益增长。这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

业；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中国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马克思、

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的经济侵略时深刻指出：

“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唯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

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

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70 页）1869

年，上海发昌机器厂开始使用车床；1872 年，南洋华侨商

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开办继昌隆蒸汽缫丝厂，成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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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端。19 世纪 70—80 年代，伴

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步与

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分离而独立出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其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关系较为密切，一般拥有较大规模的企业，资本较

雄厚，大都是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转化而来。手工

业工场主、中小商人转化为资本家的，成为民族资产阶级

的中下层。他们兴办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资金不足，

因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榨，与其矛盾较深。同时他

们还面临上层资产阶级的排挤和兼并威胁，艰难地发展着，

随时面临着破产的风险。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较低，有着

强烈的革命要求，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成为了一支独立

的政治力量。

近代西方政党思想的传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

侵，西方资本主义的政党思想也随之传入中国。洋务运动、

维新运动后，一批进步的思想家要求学习西方，开始以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主要关注的是

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甲午战争后，由于

当时中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主张

“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全面地向西方学习。他们不仅向

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

求改革。由“西学”“西法”，进而呼唤“议会”“君民共主”

的立宪政治。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富强之本，根本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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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治制度的优越，进而竭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精

神，称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例如，针对西方的政党政

治，晚清著名思想家和杰出外交家薛福成就曾详细介绍：

“英国上下议院，有公保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公

党者，主因时变通，裨益公务。保党者，主保守旧章，勿

使损坏。两党胜负之数，视宰相为转移。保党为宰相，则

保党在院皆居右，而公党皆居左；公党为宰相，则公党居

右，亦如之。”（《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版，第 165—166 页）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于

1898 年 12 月在国外创办了《清议报》，主要撰稿人与实际

主持人梁启超在《清议报》中也曾极力宣扬西方政党制度。

《清议报》中的“政党说”记载有：“天下者，党派之天下

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欧西各国政治，皆操之于政

党。政党者，聚全国爱国之士，以参与一国之政；聚全国

舌辩之士，以议会一国之政者也。凡设立内阁，则内阁之

大臣，皆政党之魁首；召集议会，则议会之议员，皆政党

之名士。用以抵抗暴政，则暴政绝迹而不行；用以代表民

情，则民情无微而弗达。故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

不闻有无党之国。”资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输入，为近代中国

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相应的思想基础。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1842 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

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

《南京条约》，从此，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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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领土完整和关税、司法等主权被蚕食，资本主义国家

掠夺和奴役中国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民族危机唤起了近

代知识分子的觉醒。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开始萌发通过

政党斗争改变国家命运的思想意识，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的

革命民主派。1894 年 11 月 24 日，杨衢云、孙中山等人在

美国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

中会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诞生。

1905 年 7 月，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为同盟会。1905 年 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孙中

山起草的《同盟会宣言》和《同盟会对外宣言》以及黄兴

起草的会章。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主张是孙中山先生提

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

字纲领，其机关刊物是《民报》。1905 年 11 月，孙中山在

《〈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概括为民

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后称“三民主义”。

同盟会成立后，多次组织了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

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临

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推

翻了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

主专制政体，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使民主共和

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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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最终结果来看，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大地主买办阶

级的代表袁世凯所窃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

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辛亥革命

的最终失败，使得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入到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

历史地看，萌发于特殊社会条件下的近代中国资产阶

级政党，有着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先天不足、后天“缺氧”。西方政党制度史表明，

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是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

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以一定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

治机制为基础。议会的演进离不开政党的支持，议会民主

为不同利益集团组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创造了条件。而

近代中国政党则不同，从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出现，到资产

阶级革命政党的正式产生，其间，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发育

很不充分、极不完备，而且其生存的政治环境也非常恶劣，

通常只能在秘密的情况下开展宣传和活动。

二是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

是在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形成资

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产生的。而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

党则不同。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产生起，就在经济

上与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分

布区域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从

资金技术看，难以与外资抗衡；从部门看，主要是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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