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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政协主席 蔡望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政协应中国历史发展

和进步之运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取

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标志，也是新中国诞生的前奏和序幕。五

十年来，尽管职能几经演化，尽管也走过一些曲折的道路，

然而，人民政协始终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同

命运、共呼吸，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在

团结海内外各界人士，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

经济发展、科教振兴、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

．‘厦门的政协工作，仅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协

工作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然而，一滴水也能反

映太阳的光辉。正是本着“反映太阳光辉’’这样的愿望，同

时也出自对人民政协事业的热爱和追求，我们精心组织编

纂了这部《厦门市政协志》。

史有盛世而修志之说。确实，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同寻

常的盛世。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我们正站在革命先辈奠定的基业上，沿着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迈向新世纪。编纂这部政协

志，包含着对为厦门的建设发展和人民政协工作做出重要

贡献的老同志的感念，包含着对开国以来厦门市政协工作

的经验教训的回顾和总结，包含着对未来人民政协工作的

思考和期望。但愿它能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但愿它

不仅是一部志事之志，同时也是一种赍志之志：响应时代

的召唤，遵从人民的意愿，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

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厦门

市委的领导下，为厦门市人民政协事业跨越世纪的发展而

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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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力求系统、准确、全面地记述和反映厦门市

政协历史的本来面貌。 ．

二、本志上限始自1950年1月厦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协商委员会的诞生，下限截至1998年12月(政协厦门

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前夕)止。

三、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记叙文体。正文按活动内容

分类，按时间顺序编写。图片集中在志首，概述横陈全貌，

甘录收集部分文献、资料和历届市协商会、市政协委员名

单。

四、入志单位、机构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

现从习惯简称。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

员会，简称政协厦门市委员会或厦门市政协。

五、本志对领导人和委员的称呼，一般只写其姓名或

职务，后不另加“委员”或“同志”。

六、本志资料来源以档案资料、例会文件汇编为主，辅

之以一些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入志资料力求翔实、准确。

七、本志所用数字，除少数依习惯用汉字表述外，其

余均用阿拉伯数字。



概 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

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厦门市委员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的地方组织。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各级人民政协的主

要职能。人民政协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就决策

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对国家宪法、法律

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拓展和延伸。。

四十多年来，厦门市政协在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下，在

市政府支持下，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职能，在厦门市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是，厦门市政协也经历了曲折的进程，特别是在十

年“文革”动乱期间陷于瘫痪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厦门市政协为拨乱反正，实

现全市工作重心的转移，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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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为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政

协自身的各项工作也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开

创了工作的新局面。

厦门市政协的产生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一、厦门市政协的前身——厦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协商委员会时期(1950．1"--1955．5)

·1950年1月，厦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届一次会议

召开，民主选举产生了厦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

会(简称市协商会)。它既是厦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

设机构，又是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

织。一届一次会议闭会以后至1954年6月厦门市人民代表

大会首届一次会议召开之前，市协商会代行市人民代表大

会的职权，协助市政府筹备召开代表会议，协商参加代表

会议的人选等。这一时期，市协商会协助市政府进行社会

改革和贯彻执行各项政策法令，协商民主建政，处理人民

来信；组织全市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参加土地改革，支

援抗美援朝；协助市政府开展“镇反’’、“三反’’、“五反”和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组织参加各

项政治活动，重视开展政治时事学习，强调自我教育和自

我思想改造等。市协商会的工作，对于团结全市人民反对

国内外敌人，实行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于

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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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厦门市政协建立与发展时期(1955．5-'．-1 966．5)

} ． 经中共福建省委批准，政协第一届厦门市委员会第一

1 次会议于1955年5月12日召开，至1966年5月“文化大

I‘ 革命"前夕的11年间，市政协历经一、二、三、四届，共

I 召开了8次全委会。市政协履行职能的内容、方式、方法、

程序等由摸索状态逐步走上轨道，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置了

相应的工作组。 ‘‘

在此期间，市政协依据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围绕厦门市的中心工作，认真负

责地履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协助市委、市政府

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组织市政协委员列席市人民代表大

会，参与讨论建设厦门的大政方针；通过提案形式发扬民

主、广开言路，就地方重要事务和重要问题提出书面意见

和建议；组织委员和各界有关人士，就厦门市国民经济发

展状况、工农业生产、海港和城市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

生事业、知识分子工作、安置归国华侨等，以及民主党派

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视察、调研和协商，提出了许多建设
、 性的意见；着手进行征集、整理、出版近、现代文史资料

j：i和发掘、保护历史文物的工作；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

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把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作

为经常性的工作；积极宣传党的侨务政策，努力做好团结．

侨眷、侨属，争取侨心的工作；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促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繁荣；依据自愿原

则，组织委员和各界人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

习政治时事和政策，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进行思想改造，等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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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一时期市政协的工作，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及地方

的重要方针政策，推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加快社会主义

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扬人民民主，调整统一战线

内部关系，团结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工作等方

面，都取得了明显成绩，作出了很大贡献。

正当厦门市政协工作蒸蒸日上之际，却受到“左”的

思想的严重干扰。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一些政协委

员和民主党派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后由于过

分强调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和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政治活

动，统战理论和政策的是非被搞乱了，市政协工作遭受到

很大的挫折，陷入了低谷。

三、厦门市政协处在瘫痪状态——“文化大革命”时

期(1966．5～1976．10)

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疯狂破坏

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肆意践踏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

设中确定的正确路线和各项统战政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

案。大批政协委员和各界爱国人士遭到打击和迫害。市政

协的组织和工作机构名存实亡，处于瘫痪状态，备民主党

派、人民团体也都停止了活动。

四、厦门市政协工作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1976．10

以后)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结

束，人民政协工作开始得以恢复。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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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新局面，人民政协的工作也随之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

期。

1980年5月，市政协五届一次全委会隆重召开，标志

着市政协的工作已经完全得到恢复，并开始步入新的历史

发展阶段。至1998年12月，市政协历经五、六、七、八

届和九届的开局年，共召开了20次全委会。市政协履行职

能的内容、方式、方法、程序等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市政协的工作机构设置逐步完善，五届一次会议仅设一处

一委和四个工作组，到九届一次会议已设立一办一室和六

个专门委员会；‘市政协机关工作人员也不断得到充实和加

强，由8人增至49人。，
f’

在这个时期里，市政协紧密团结和组织全市各民主党

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协助市委、市政府逐步肃清“文

革”极“左"错误造成的影响，推动各项工作走上正轨，使

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放光辉。在邓小平理

论指导下，在中共厦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厦门市政协工

作在前进中开拓，在开拓中前进，开创了崭新的工作局面。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密依靠党的领导，推

进履行职能的规范化：制度化 。．，

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市政防

始终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坚

定不移地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全面落实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人民政协工

·5·



作、统战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认真落实中共中

央、省委、市委关于加强政协工作一系列重要文件精神。

1995年1月，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中委13号《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中共厦门市委根

据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先后发出了《关于当前加强

政协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当前加强政协工作的若干

补充意见》。市政府相应作出了《关于加强政府与政协联系

的决定》。中共厦门市纪委也专门颁发了《关于支持政协履

行民主监督职能的若干意见》。这些规定、意见和决定，都

在市政协履行基本职能规范化、制度化的建设中发挥了基

石和栋梁作用。在此同时，市政协制定了《关于实施(政

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

定)的细则》，并经市委批转执行。市政协还建立与完善了

常委会工作规则、提案工作规范、专委会工作简则，以及

有关组织视察。、联系委员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有效地克服

了工作中的随意性，使市政协履行基本职能逐步纳入规范

化、制度化的轨道，从而为搞好政协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

市政协充分运用全委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等多

种形式，对厦门市的重大事务进行协商讨论，对厦门市的

全局工作提供具有广泛民主基础的支持。市委在党代会上

的报告，市政府在人大会上的报告，事先在政协常委会上

认真征求意见；在制定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和

未来远景目标规划纲要，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大
．6．



政方针的过程中，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向政协及时通

报情况，反复征询意见。还通过“双月座谈会’’等形式，就

我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定期同

民主党派、有关团体负责人和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协商讨论，

共商发展大计。1994年，全国人大授予厦门立法权之后，市

政协还参与了厦门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协商讨论，提出

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
．

加大民主监督力度，探索政协的民主监督配合党纪政

纪监督进行的新路子。多年来，政协委员分别参加了市纪

委、市纠风办组织的纠风和监督检查工作，对群众关注的

行业的行风进行检查、监督和评议。市政协还派出委员分

别担任了特邀检察员、监察员，行政监督员、审计员、教

育督导员、勤政巡视员，使民主监督更加切实具体、广泛

有效地开展起来。 ：

2．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讲求实效，提高履行

主要职能的质量和水平 ．

．．
，

、市政协履行主要职能坚持做到“尽职而不越位，帮忙

而不添乱，切实而不表面”，抓住特区两个文明建设的重点、

难点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并分别

以常委会建议案、主席会议建议案、专委会建议案或重要

提案、反映社情民意等形式，向中共厦门市委、市政府提

出意见、建议。比如《关于搞活国有企业改革的建议》、

《关于加快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建议》、《关于加强城市管

理的建议》、《厦门信息港建设策略研究》、《关于发展绿色

能源工业的建议》、《关于象屿保税区功能及管理体制若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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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建议》、《厦门在两岸“三通”中的地位、作用和对

策》、《关于防治西海域淤积的若干建议》、《旧城改造中拆

迁安置办法的建议》、《技术工人短缺现状及对策》、《坚持

全面发展，加强素质教育》、《深化改革，标本兼治，以体

制创新抑制腐败》、《弘扬陈嘉庚精神，切实办好中国名校

集美中学的建议》、《关于厦门市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若干问

题的建议》等调研报告和建议案，均涉及厦门市改革开放

大计，涉及“以港立市”、“科教兴市”战略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涉及与特区兴衰成败休戚相关的反腐败斗争。为提

高调研质量，调研组尽量做到政协委员、-专家和有实际工

作经验的行家“三结合”，通过优势互补，发挥政协整体优

势。市政协在调研中还十分注重在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求

对党委、政府决策有所帮助，所提出一些带有前瞻性的思

路，能补智者干虑之所不及。

市政协的各项工作每年都有新进展、新开拓。政协提

案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日臻完善，形成了审查立案，交

付办理、办理答复、跟踪督查等规范的工作程序，建立了

重要提案办理制度。提案质量、办理质量不断提高，’使提

案真正成为政协履行职能最规范、最有效的手段而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近年来，，市政协把反映社情民意工作作为一

个新的着力点，组建了专门机构，建立起一支信息员队伍，

建设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印发了信息刊物，为“深入了解

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做了大量细致的工

作。市政协在市委、政府的支持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办

了一些实事：参与厦禾路旧城改造工作；创办厦门市第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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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民办大学——华厦学院；创办从事电脑应用技术开发和

综合性弱电系统集成的协兴发展公司；同香港厦门联谊总

会联合建成“厦门联谊广场”；同民主党派一道开展了对同

安莲花镇等地的教育扶贫、助教兴学工作。还接受市委、政

府委托，对厦门两个文明建设中一些悬而待决的问题进行

前期性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参政议政渠道的拓宽，

质量和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创造了物质和精神财富，支

持了党委和政府工作，而且为政协委员以及参与政协工作

的同志提供了深入基层、了解实情，在实践中锻炼成长的

机会，同时也扩大了政协在社会中的影响。

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不断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工

作重点转到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上来，切实做到文史为

现实工作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多年来征集文史资料370

多万字，出版358万字；主编或参与编辑了《厦门经济特

区辞典》、《抗战时期的厦门》等文史书籍，为厦门的文史

事业建设作出了贡献。
一

，

加大政协工作的宣传力度。市政协机关刊物《厦门政

协》已从不定期的会刊发展为双月刊；与厦门电视台联合

创办《政协视点》，及时反映社情民意，正确阐释党的方针

政策，积极批评不良倾向，主动建言献策。挂靠市政协的

社会发展研究会与厦门日报社合办的“社会公众调查”，紧

紧扣住“民生”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成为报

纸最受读者欢迎的专版之一。此外，市政协还在厦门El报、

厦门商报上开辟了“政协之声"和“政协话题”等栏目，成

为委员参政议政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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