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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文史》第八辑即将出版发行了，它凝结着文史委和广大
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同时也是市政协“存史、资政、育人”的又一成
果。
陇南是一颗镶嵌在祖国腹地的璀璨明珠，是一部承载着数千

年沧桑的历史画卷，是一方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热土。陇南钟灵毓
秀，人文荟萃，物华天宝，特色鲜明。陇南市位于甘肃东南部，是全
省唯一的长江流域地区，比邻川陕两省，为甘肃南下东出之要冲，
自古就有“秦陇锁钥、川蜀门户”之称。陇南市辖宕昌、西和、礼县、
文县、康县、成县、徽县、两当和武都区，总面积2.79万平方公里，总
人口280万。
陇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早在约8000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

息。据史料记载，华夏人文始祖伏羲，“生于仇池，长于成纪”。西周
时期，礼县东部的西犬丘为秦早期都邑，襄公始国于此。礼县大堡
子山发现的古墓群，被专家一致认定为秦先祖的第一陵园———西
垂陵园。这一重大发现不仅证明礼县是秦始皇先祖的摇篮，是秦人
统一华夏的出发地和秦文化的发祥地，而且奠定了陇南在先秦史
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东汉建宁年间，镌刻的《西狭颂》摩崖石刻，以
其字体结构方正大度、笔画舒展平稳和“首尾无一缺失”的完整存
留而享誉寰宇，令古今文人墨客叹为观止，是我国保存为数不多的
汉代书法艺术瑰宝之一。汉末三国鼎立，地处蜀魏交界的陇南成为
双方拼杀的重要战场，诸葛亮六出祁山伐魏，演绎了千百年来广泛

序 言

任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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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脍炙人口的西城弄险、挥泪斩马谡、木牛流马运粮草、姜维大
战铁笼山等动人故事；魏将邓艾假道宕昌、武都、文县，利用阴平古
道，长途奔袭无人之地700余里，裹毡滚坡，终于进军成都，“得陇灭
蜀”。魏晋南北朝时期，氐、羌部族首领在西和、武都、宕昌等地，分
别建立过仇池国、武都国、阴平国和宕昌国等民族政权。东汉末年，
礼县才子赵壹以《刺世疾邪赋》“名动京师”。 李白入川时在陇南
高叹“蜀道难”。唐乾元二年，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西行客居
同谷，写下了《乾元中寓居同谷作歌七首》这一千古绝唱。《全唐诗》
有“张果，两当人”的记载，陇南张果老登真洞，为传说中八仙之一
的张果老修行之地。宋金时期，吴玠、吴璘、吴挺兄弟父子，驻师陇
南，抗击金兵，取得辉煌战绩，与岳飞、韩世忠齐名。王羲之的后裔
曾携带族谱在陇南的深山避难。五代时的文学家王仁裕以及清代
金石学家邢澍等，众多的文人墨客，为陇南留下了光彩夺目的文化
遗产。土地革命时期由习仲勋等人在两当县发动的“两当起义”，是
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发动的最早武装起义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
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一、
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先后长征途经陇南。哈达铺成为红军
长征的加油站，中国革命在这里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决定了红军北
上抗日，从胜利走向胜利。
市委、市政府按照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总体要求，

提出了建设“特色文化大市”的宏伟目标。保护、发掘、利用陇南历
史文化遗产，总结历史经验，使之转化为助推陇南转型跨越发展的
精神力量，这是市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八年来，我们已经结集出
版了八辑《陇南文史》，九十多期《陇南文史资料》，总字数200多万。
在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中，作者们不仅遵循“存史、资政、育人”的
指导思想，而且还牢牢地把握了“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原则，
并以此纵贯古今，横连各业。希望文史委以第八辑《陇南文史》正式
出版为契机，加强对外宣传和交流，进一步提升文史工作的服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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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努力搞好这项有益当代、惠泽后人的工作，为实现脱贫致富奔
小康，建设幸福美好新陇南而努力奋斗！

201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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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全新，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常委、民盟陇南市主委，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第十届、第
十一届委员，政协陇南市委员会第二届、第三届副主席。 曾主编、合作出版《欧美文学历
程》、《外国文学阅读与欣赏》、《外国文学史纲》、《世界文学历程》等著作10多部 ,在国家和
省级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此文曾荣获甘肃省委统战部优秀论文一等奖、政协甘肃省庆祝
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评选一等奖并收录于论文集， 多次被报纸杂志加编
者按转载。

正确分析和认识民主党派性质 坚持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张全新

一、正确分析和认识民主党派性质
民主党派性质是多党合作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国民主党

派的性质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发展的伟大

实践中，由于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对民主党派的性质曾有过许多重要

的分析和论断。从我国民主党派形成发展到现在，共产党对其性质的认识曾

几经变化。

第一，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这个阶段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分析和

认识是实事求是的。既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是民主党派的主要社会基础，又肯定了他们是一个广泛而松弛的联合，这个

集团天生就是联合性政党。既肯定了民主党派政纲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

性质，同时又肯定了他们实行了与中国共产党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

作，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并且适时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各民

主党派就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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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由于受到阶级斗

争扩大化的错误影响，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和失误，不
适当地把民主党派论定为单纯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到“文革”的十年动

乱期间，更是把民主党派诬蔑为“反动党派”、“牛鬼蛇神”，当作全面专政的
对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第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即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共产党在全面回顾和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
出国内阶级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同时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建国以来

的巨大进步和深刻变化，指出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
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实际上是以社

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而且
进一步重申要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

第四，二十一世纪初，即中共十六大之后。2005年中共中央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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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又颁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体现了中共中央继往开来、与

时俱进，着眼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
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而且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形式和

程序，作为多党合作的理论创新之一，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作了全面表述：“民

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
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

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参政党”。

当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原理，并结合我国民主党派历史发展
的实际，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时，对民主党派就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并能准

确地把握住民主党派的性质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否则就会发生偏差和

失误。
那么，要正确分析和认识民主党派的性质，具体来说究竟应该把握住哪

些理论原则呢？
首先，必须正确地分析和认识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即阶级基础。任何

政党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政党如果没有社会基础，就

肯定没有存在的价值。政党总是由一定阶级、阶层、集团的先进分子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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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就在于参与政治。这是政党与其他社会团体的重要区别。政党的主要

职能就在于干预国家政治生活，通过各种方式决定、指导或者影响国家的大
政方针。这个社会的阶级基础是政党赖以存在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它决定

着政党的真正性质，即阶级性。政党的成分可以是复杂的、演变的、发展的，
但是能够反映和代表其阶级基础的，却是政党组织中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

用的部分，这部分代表人物与成员决定着该政党的政治面貌和发展方向。因

此，我们要把握一个政党的真正性质，首先就要通过政党的社会成分去分析
把握它的阶级基础。

其次，判定民主党派的性质，还必须考察分析他们的政纲。因为政纲是
政党所代表和反映的阶级或阶层利益的集中体现，它是一个政党真正性质

的明显标志。我国各民主党派的《章程》规范了本党派作为参政党的性质、作
用、工作任务和党内运作机制，保障了参政党功能的发挥。这是我国民主党

派，也是我国政党政纲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三，在考察民主党派性质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到它们的在实际斗争或
工作的表现，也就是看实践。因为纲领并不能说明一切，代替一切。列宁指

出，要判明政党的是非及其性质，还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
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言论，而要研究他们在解决种种政治问题时所做

的事情，所取的态度。

最后，在分析民主党派性质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到政党性质不是一成不
变的。因为阶级基础可以改造，政治纲领可以修正。我国民主党派的性质在

民主革命历史阶段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就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我们不能笼
统地谈论民主党派的性质，而应该做具体的历史分析和认识。

上述各项，是研究分析民主党派性质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其中也包含
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党派的性质及其特点是怎样的呢？对于

这一时期的民主党派性质，可以分两个阶段考察：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一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新民主主义政党。
首先，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已经处在改造和转变之中。（1）民主党派中

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已经完成由旧民主主义者向新

民主主义者的转变；（2）民主党派中原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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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正处在改造之中；（3）原属地主买办阶级在野派的右翼势力，已经基

本上分裂出去了。
其次，民主党派接受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已经把他们

的政纲提高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水平。民主党派已经认识到只有由新民主主
义到社会主义才是救中国的必由之路。他们已经由对社会主义的自发同情

和向往，达到了自觉的信仰和追求。共产党正是根据民主党派的上述实际情

况，宣布民主党派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政党。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作

为民主党派主要社会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了，
小资产阶级也经受了改造。属于这些阶级、阶层的人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

动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加之，自然规
律不可抗拒，现在这一部分社会基础，从时间概念上而言，基本上都早已超

过了退休年龄，向着自然消亡的趋势发展。但是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在长达

半个多世纪的长期合作历程中，形成的许多优良的政治传统，是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和独特的政治优势，也是多党合作制度的坚实基础。这些优良的政

治传统并且传承和影响着各党派界别所联系着的“劳动者、建设者和拥护社
会主义的爱国者”。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发展和完

善，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将日趋多样

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报告曾指出，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由改革开放
之初的“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演变为“十多个社会阶层”。这种变化意味着

民主党派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必然会日益扩大。随着这些阶层的出
现，大批非中共党员的一部分源源不断地加入民主党派，这一部分也应当是

民主党派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因此，中共中央2005［5］号
文件和2006［5］号文件采用一部分“劳动者、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

者”三层含义来概括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才是比较全面和准确的。

民主党派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党派，已经发展成为在新世纪新阶段各

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
的爱国者为主体的广泛的政治联盟。广泛性是民主党派的根本特性。共产党

很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广泛性的特点，曾指出：民主党派不应成为狭小的组

织、严密的政治团体而应成为相当广泛的政治团体，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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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用。民主党派是共产党联系各方面群众的重要桥梁。每个党都有自己的

历史，都有各自所联系的群众，共产党正是通过他们组织起了更加广泛的爱
国统一战线。

第二，民主党派已经成为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诤友，
民主党派走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民主党派在长期的

革命斗争中，为救国救民曾经探索过各种道路，历尽艰辛，最后走上社会主

义的道路，这是郑重的历史选择。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民
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坚实的政治基础。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健全、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完善
而稳定的政党制度。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这一制度是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与各民主党派一道共同创立的新

型政党制度。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
政党制度的初步形成。随后，基于对民主党派性质及其变化的正确分析，

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就正式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正确方针，并
在此后进行了发挥和论证。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

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

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
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

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一论断
充分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创造性地解决

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党派的性质、存在及发展的根本性问题。1982年，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把与民主党派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

方针，作为新时期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和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基
本原则。1989年12月，中共中央经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协商，制定和发布了《关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个文
件总结了建国40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的科学概括，把

在长期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规范

005



陇南文史（第八辑）陇南文史（第八辑）

化、条理化、制度化。《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
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

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明确共产党同民
主党派的关系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这在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上还是

第一次，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随之不断发展和完善。1992年，党
的十四大报告把坚持和完善这一政党制度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重要内容。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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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我国的根本大法，从而把多党合作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
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坚持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为我国的基

本政治制度，提高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2002年，党的

十六大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联系起来。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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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中共中央又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两个5号文件都明确

指出：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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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且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作
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

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
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

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2007年，国务

院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主要
特征和基本内容，全面反映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中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具有重大的影响。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
强调，“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贯彻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选拔和推荐

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等论述，充分体现中共对坚持多党合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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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充分反映了中共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发展多党合作事业的坚定态度和决心。
今天，当我们认真学习中共中央2005［5］号、2006［5］号文件，重温中共中

央1989［14］号文件对民主党派性质的表述时，不仅可以对我国民主党派性质
的历史演变轨迹有个全面的了解，而且在新形势新阶段对我国民主党派性质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其一，两个5号文件在对我国民主党派性质的表述上

有继承有发展，做了进一步地完善，这可以与1989年［14］号文件相比较中看
出。如：第一句话在“劳动者”和“爱国者”之间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把“两者”的政治联盟发展成为“三者”的政治联盟，即构成的社会基础由两大
部分扩大为三大部分。把社会主义建设者定为民主党派构成的社会基础之
一，这是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是实事求是的重要发展。第二句话，由前后两
个层次的内容组成，形成完整的概括，是对“亲密友党”规定性的确定，主要体
现为继承。第三句话，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仍用“致力于”
明确参政党的地位，并引入“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表述，是对民主党派
致力于奋斗目标中的作用的定性。其二，强调了民主党派的进步性与广泛性
相统一。进步性是与民主党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新中国，建设
新中国，实现祖国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历史伟业紧密相连的。现阶段进
步性集中体现在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广泛性是与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及自身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其成员来自不同
社会阶层和群体，负有更多地反映和代表所联系的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的
责任。民主党派进步性和广泛性的统一，是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理由，也是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制度的基础。两个5号文
件关于民主党派性质的表述，明确了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与共产党的关系、
奋斗目标及政党特点，更趋于完整性和系统性。它必将更加有利于巩固共产
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有利于扩大和加深政治认同感，有利于
调动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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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伟大创造，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是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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