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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中国

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依靠广大青年的不断努力。

要提高青年人的理论素养。理论是科学化、系统化、观念

化的复杂知识体系，也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青年正处于世界观、方法论形成的关键时

期，特别是在知识爆炸、文化快餐消费盛行的今天，如果能够

静下心来学习一点理论知识，对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辨别是

非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要提高青年人的政治理论素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

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

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建立青年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要对他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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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

育。

要提高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

展的不竭动力，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是全社会的重要职责。

但创新从来都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它需要知识的积淀，需要

理论素养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最为重大的理论

创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青年人创新能力的提

升。

要培养青年人的远大志向。“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关注

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

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类

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是胸怀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青年人志

存高远，奋发有为，应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胸

怀世界，关注人类。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简

明读本》系列丛书，以便更全面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

识。希望青年朋友们通过学习，能够切实收到成效。

韩喜平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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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

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

造，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

和各族各界人士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更是既独具

中国特色又符合中国国情，并且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

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坚持和发展政治协商制度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可以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协商制度

的首要前提。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政治协商制度存在

和发展的首要前提，这是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

并巩固起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唯有始终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政治协商制度才能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并且永葆生命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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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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了人民

政协这一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政治组

织，才能为政治协商提供专门场所，这也就从根本上为政治协

商制度有效运行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制，也有别于有

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

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

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多党合作为政治协商制

度的有效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坚持和完善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团结合作的和谐政党关

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认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各政

党的共同目标。在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中，中

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广泛的政治合作，照顾同盟者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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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利益和物质利益，团结他们一道前进。正是这种和谐政党关

系成为了政治协商制度的关键因素。

在政治协商制度中，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

舟、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倘若没有民主党派的参

政地位，仅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也就无所谓政治协商

制度了。故此，我们要在政治协商制度中进一步坚持和巩固民

主党派的参政地位。当然，尽管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而独立存

在，但是始终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顾名思义，政治协商制度是通过政治协商形式而实现

的。经过多年的实践，政治协商制度中的政治协商形成了两种

基本方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一种是中

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要

全面了解政治协商制度，必须首先知道政治协商的来龙去脉，

并且进一步明确对口协商、专题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

商的具体运行形式。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升华

和伟大创造，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对于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必将做出有益贡献。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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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已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行一下系统介绍，可以为推进

和深化政治协商制度研究提供一个平台，同时也为进一步健全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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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内涵

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

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进程

政治协商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根

本制度的，同时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状况、

民族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进

程中，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长期艰苦地探索和奋斗，确立了

政治协商制度。

一、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协商制度的早期探索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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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蛮入侵和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衰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无数仁人志士奋

起抗争，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悲惨命运，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起

抗争，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

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发动和领导

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

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并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

政治和多党制。尽管相对于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

进步，但它很快就在中外各种反动势力的冲击下归于失败，无

法实现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迫切愿望。正如孙中山所总

结的，中国的社会既然和欧美不同，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不

能完全仿照欧美。

1927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独

揽国家一切权力，打击和迫害民主进步力量，违背民主政治发

展潮流和人民愿望，最终被历史所抛弃。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

呼唤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政治制度。这一历史责任由中国共产

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承担了起来。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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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为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在抗

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各民主党派，其社会基础主

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

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有着反帝、爱国、民主的政治

要求，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建立

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并在严酷斗争中不断加强这种关系，为实

现中国的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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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

努力，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行径；抗日战争

胜利后，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

团的内战、独裁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斗争

中，确立了在中国各种革命力量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实践中经过比较，自觉地、郑重地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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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各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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