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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2007年度全国统战理论

研究优秀成果的通报

2007年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工作，紧紧围绕党的十七大和

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着眼统一战线

的长远发展，抓住统一战线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

的重大问题，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推动了统一战线工作迈上新台阶。

2007年的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领导亲自挂帅，对统战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

高。许多地方党委和统战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参加统战

理论研究工作，亲自撰写理论文章，带动了各地理论研究

工作的开展。今年统战理论研究成果的数量稳步提高，质

量普遍较高。二是加大调研力度，理论研究更趋务实。各

地以学习贯彻落实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为契机，

着眼现实问题的解决，深入工作第一线，发现新问题，提

出新对策，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和发展。三是强

化优势互补，统战部门与社会研究力量进一步整合。各地

不断创新理论研究工作机制，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开展课

题招标活动，有的地方还把课题列入了省委和省社科院的

招标范围，吸引了大批社会上理论研究人才和专家学者的

参与。各研究基地也不断走向正规，研究氛围更加活跃，

研究特色更加突出，吸引力不断增强。四是注重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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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调研成果转化成效显著。各地在努力提高统战理论研

究工作质量的基础上，着力拓展调研成果转化渠道，采取

汇编成册、研讨交流、制定政策性文件、向有关部门和领

导报送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促进调研成果转化，以理论

创新推动工作创新，进一步增强了统战理论研究工作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为了总结工作，表彰先进，经中央统战部理论研究优秀

成果评审委员会评审，并报部领导批准，评出湖北省委统

战部、浙江省委统战部、广东省委统战部、北京市委统战

部、福建省委统战部、湖南省委统战部、辽宁省委统战部

为优秀组织奖单位，优秀调研报告和论文一等奖10篇、二

等奖20篇、三等奖40篇、优秀奖40篇，特此通报表彰。希

望获奖单位和个人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在统一战线理论

研究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附  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获奖单位和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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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获奖单位和篇目

一、优秀组织奖单位
湖北省委统战部

浙江省委统战部

广东省委统战部

北京市委统战部

福建省委统战部

湖南省委统战部

辽宁省委统战部

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

二、优秀调研报告和论文

一等奖（共11篇，按得票多少排序）

全面创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引导工作机制（浙江省委统战部、

温州市委统战部、浙江工业大学联合课题组）

关于常委分工负责制下统战工作的思考（河南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广东新社会阶层研究（广东省委统战部 周镇宏）

对党外正职与党组织关系问题的调查与思考（湖南省委统战部课

题组）

党外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研究（北京市委统战部课题组）

湖北省宗教现状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湖北省委统战部 苏晓

云、王思成）

构建和谐海峡 促进祖国统一（福建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中国政党制度之“特色”：一种理论分析（天津市委统战部、南开

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课题组）

统战创造和谐：科学发展的中国之路（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统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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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 林尚立）

从东西部伊斯兰教差异,寻求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课题组）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战略研究（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

二等奖（共19篇，按得票多少排序）

对香港居民的国家观念的调查与思考（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

究中心 陈丽君）

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问题研究（北京市委统战部 尤兰田课题组）

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发展变化和对策思考（浙江省

委统战部课题组）

推进民主党派政治交接的深层思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课

题组）

对当前宗教工作中热点难点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甘肃省委统战部 马志

英）

做好基督教工作要明确思路强化管理（安徽省委统战部 郑牧民、

黄荣华、周庆、张谨、陈春友、黄建国）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积极促进阶层关系和谐（江苏省委统战部、江

苏省社会科学院）

科学发展观与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河北省委统战部 刘永瑞）

乌兰夫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的历史性贡献（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统战部 伏来旺）

关于完善工商联商会职能的思考、调查与对策（贵州省委统战部 

林庆筑、袁晓玉、徐红、杨新、吴斌）

关于抵御境外利用基督教对我少数民族进行渗透问题研究（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研究室、宗教二处）

科学发展观与新世纪新阶段的统一战线工作（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 包心鉴）

构建和谐五大关系与统一战线对策研究（大连理工大学 魏晓文）

转型期农村群众信教状况及其原因的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山西省

委统战部、临汾市委统战部 孙建军、杜华亮、冯盖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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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对策研究（吉林省委统战部 徐晓萍）

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路径选择（陕西

省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课题组）

实施“安康工程” 构建“和谐藏区”（四川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统一战线（黑龙江省委统战部课

题组）

论增强党对统一战线成员的凝聚力（云南省委统战部研究室）

三等奖（共40篇，排序不分先后）

加强统战性激活民间性（上海市委统战部课题组）

新一轮政治交接中民主党派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浙江省委统战

部、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联合课题组）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几个问题研究（青海社会主

义学院 薛红焰）

加强高校留学人员统战工作思考（重庆工商大学 朱伯兰）

光彩事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江西省委统战部 黎细保）

海南省党外知识分子调研报告（海南省委统战部）

兵团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工作任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统战部政研室 郝进寿）

关于广东省统战工作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的调研报告（广东省委统

战部课题组 赵健、张宏斌、苏少峰）

发挥台湾同胞重要祖籍地优势 扎实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福建省委

统战部课题组）

论“一党执政”的几个问题（农工民主党辽宁省委、辽宁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研究所 沈殿忠）

积极应对转型期文化融合 促进新时期民族共同发展（江苏省委统

战部课题组）

发展中的隐忧（安徽省委统战部 张和敬、纪劲松、李传玺、陈

川木）

延长工作手臂 发挥社团联络优势（陕西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和谐社会统战文化”命题的理论与实践（宁波市委统战部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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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民族关系和谐的几个突出问题（广西党委统战部 宋涛、蔡

家东）

新形势下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的调研与思考（山东省委统战部党

派处）

当今中国宗教的若干特点（甘肃省委统战部 马虎成）

科学发展观：统一战线的哲学基础（河南省委党校 侯远长、河南

省委统战部 易树学）

关于进一步推进四川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对策研究（四川

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新时期西藏寺庙经济问题研究（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政研室 旦巴）

香港政治生态研究（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冯颖红）

参政党利益综合和表达功能研究（民建浙江省委会课题组）

新社会阶层的角色定位及其规范（河北省委党校 刘士卓、李

兰色）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教育引导（湖北省委统战部 苏晓云、王

德奎）

北京市基督教聚会点情况的调研（北京市委统战部 周伯琦）

关于新一代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问题研究（山东省委统战部课

题组）

关于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做好台湾人民工作机制与途径的创新（福建

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论新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湖南科技大学法学

院 许彬）

八一起义与党的统一战线（南昌大学 刘勉钰）

做好上海民族宗教工作 服务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市民族

和宗教事务委员会课题组）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战略基石

（辽宁省委统战部 张兴奎、胡丽华）

关于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机制的调查与思考（南京

市委统战部）

城市少数民族工作的难点及对策（重庆邮电大学 张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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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党派成员现状、特征、趋势分析（吉林省委统战部研究室）

伊犁反分裂斗争对策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党委统战部课

题组）

阐释与创新（天津市委统战部研究室）

云南省“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调研报告（云南省委统战部、云南省

工商联课题组）

关于新的社会阶层利益诉求情况的调查及对策研究（哈尔滨市委统

战部课题组）

从教堂内部冲突看基层天主教工作（包头市委统战部 沃泽明）

有效整合文化资源 着力增强民族凝聚力（山西省临汾市委统战部 

乔成家）

优秀奖（共40篇，排序不分先后）

外来工自由撰稿人作家群体统战工作应引起高度重视（广东省委统

战部 杨正根、耿世栋、杨莉）

香港政治生态浅析（北京市委统战部课题组）

我国多党合作政治资源分配系统相关问题研究（甘肃省委统战部 

马聪）

紧跟发展形势开创中国特色工商联工作新格局（江西省委统战部、

江西省工商联 黎细保、胡志平、杨旭）

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阶层关系的成功探索（山东省工商联 

栾文通、刘兴东、于宝莲）

党外正职履职的几个关系及其调适（湖南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基督教“治乱”的有益探索（河南省委统战部民宗处）

正确处理泛北部湾合作中的宗教事务（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

唐煦渊）

和谐社会视阈中的中国政党关系（安徽社会主义学院 齐春雷、李

萍、徐东力、卢生芹）

关于拉萨市境外藏胞有关情况调研报告（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 

于跃华、布琼、刘期胜）

新的社会阶层之政治参与问题研究（湖北省委统战部 程逊、王



. 6 .

思成）

影响我国政党关系和谐的主要因素及对策思考（重庆市委统战部 

李永兵、丁威、王娟、蹇福阔、江滨）

关于依托社区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调研（上海市委统

战部课题组）

实现政党关系和谐的有益探索（湖南省委统战部党派处）

云南省德宏怒江地区宗教情况调研（云南省委统战部 赵成龙）

关于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调查与思考（江苏省委统战部、

江苏省工商联课题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论纲（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

政学院 张爱军）

关于数据库技术在香港专项工作中应用的研究（福建省委统战部课

题组）

立足团结发展凝聚民族动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校科社教研

室 赵子芳、马永辉）

发挥统一战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独特功能，正确处理影响“五大

关系”的不利因素（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

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与服务体系调研报告（四川省委统战部）

论民主党派人才建设（天津市委统战部党派处 刘鸿玮）

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战略与统一战线环境建设互动研究（宁夏回族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宁夏社会主义学院）

巩固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 促进政党关系的和谐（民革黑龙江

省委课题组）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宗教问题谈（青海省委党校民族宗教教研部

何玲、青海省委统战部 马文彪）

关于构建和谐政党关系的思考（河北省委党校 张连月、赵岐山、

河北省委统战部 周金中、李红广）

河南民主党派组织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状况调查研究（河南省委统

战部党派处）

关于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情况的调研（吉林省白山市委统

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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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目标模式的调研报告（成都市委统战部课

题组）

宗教积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之一（山西省朔州市委

统战部 樊田发）

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宪政解读（河北省委党校 吴杰华、河北政法

管理干部学院 刘志秀）

乡镇商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统战部课题组 韦峥芳、祝远娟、陈礼兵）

略论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 兰德明）

对区县建立健全党委统战部牵头协调体制的调查与思考（陕西省西

安市委统战部 岳民安）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欠发达地区统一战线建设的目标定

位（贵州省委统战部 刘开树）

关于协调统一战线各阶层利益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实践与思

考（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统战部课题组）

建立统一战线 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长效机制的探索及实践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委统战部 李慧）

对党外代表人士监督的探索与思考（海南省委统战部 梁生彬、

李诚）

安徽省统战系统信息化建设实证研究（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 费

蓉、李楠）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疆宗教关系 积极引导宗教为构建和谐新疆服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统战部 王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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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统一战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

独特功能，正确处理影响

“五大关系”的不利因素

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

胡锦涛同志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指出：政党关

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是政治领域和

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些重大关系，也是统一战线需要

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五个方面的

重大关系，尤其是要正确处理好影响五个方面重大关系的各种因素，促

进和实现“五大关系”的和谐，努力形成社会各方面成员各尽所能、各

得其所、和谐相处、共谋发展的局面，是统一战线发挥党的执政兴国重

要法宝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统一战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

根本着眼点和着力点。我们按照市委统战部统一部署，结合前一段在全

校范围内开展的统战工作调研实际，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正确

处理影响我国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五大关系”的因素开展了座谈、研

讨，并从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特殊功能的角度，来论述

如何正确处理影响“五大关系”的因素，并最终形成本篇调研文章。

一、“五大关系”既是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政治社

会关系，也是统一战线内部的基本关系
统一战线作为不同阶级、阶层、政党、民族、团体和社会成员构成

的政治联盟，其相互之间也构成了稳定的关系和联系。一是政党关系。

我们党建立与发展统一战线始终与政党之间的合作联系在一起，从两次

国共合作到与各民主党派实行多党合作，前后延续了多年，并形成了

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二是

民族关系。我们党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包括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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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社会成员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提出了

团结少数民族的总政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形成的《共同纲领》

中，进一步提出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的民族政

策。三是宗教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与爱国宗教界人

士建立了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宗教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党与爱国宗教界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把信仰宗教群众和不信

仰宗教群众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革命和建设

事业，始终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四是阶层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结构的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作为建设者成为统一战线内部基本构

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新的社会阶层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

劳动者与建设者之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阶层之间的关系。五是海内

外同胞的关系。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都是统一战线的成员，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港

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团结，构成了统一战线第二个范围的联盟。

应该看到，“五大关系”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影响，如当前的宗教问

题与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再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促使了

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组，科学技术发展推动新的业态和职业形成，造就

了新的社会群体和组织。技术与资本的融合以及知识白领的大量出现，

逐渐显现出中产阶级的端倪。由于新的阶层关系的出现，新中国成立以

来各民主党派的整体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嬗变，一些新兴职业及其

滋生的社会群体成为党派组织发展工作的盲点。同时，原有的各党派界

别划分格局的涵盖性也大为降低，由此造成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的相对封

闭性和滞后性。既定的民主党派以大中城市为主、以中上层人士为主、

以协商确定的重点分工为主的方针，面对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也要着眼

于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增添适当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新内容。否

则将无法适应未来形势的需要。事实上，从目前我国各民主党派的人员

构成来看，其主体基本上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职业者，从高校来看，

民主党派成员基本上是从事专业工作的中上层党外知识分子。从某种程

度上说，我国的民主党派是以党外知识分子作为其社会基础的。

因此，正确协调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

外同胞关系，事关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壮大，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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