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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理论和实践 2个方面论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和发展的必然性。分析认

为,毛泽东思想中的统一战线理论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理论基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实践,尤其是 1946年的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实践基础;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构成

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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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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协

商的重要机构。自 1949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之日起,她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

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全国工商联进行政治

协商的重要舞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的重要标志,并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事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 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何以在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占有如此重要

的地位,又何以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呢? 我们认

为非常有必要探究其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进而寻

找出答案。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的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理论的结晶。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被

毛泽东同志誉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

一, 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同志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创造性

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之一, 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早和最大的成果之一。统一战线的最初形成

是阶级的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方法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科学分析后

得出的必然结论。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从创

党之初,就决定了其进步性, 把中国人民的翻身得解

放作为其历史使命,但由于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尽管

建党后领导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工人活动,但都受到

了帝国主义、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而归于

失败。对于失败的原因, 当时只有毛泽东同志进行

了科学的总结和分析,其原因在于没有把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而之所以



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

合,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决策层缺少对中国具

体国情的科学认识, 而当时对中国具体国情有着科

学和清醒认识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 其标志就是

毛泽东同志在 1925年冬季写就的 2篇毛泽东思想

的奠基性文章, 一篇是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 另

一篇是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

影响 。

毛泽东同志在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一文中,

开宗明义地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

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

革命斗争成就甚少, 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

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

向导, 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

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

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 以攻击我们的真

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 不可不将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做一

个大概的分析 [ 1]。

随后, 毛泽东同志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按其

经济基础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并对各阶级对革命的

态度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后来, 毛泽东同志在 国

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 一文

中,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科学论断了国民党右派分

离的必然性,并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构成进行

了科学的分析 [1]。

结合这 2篇文章, 可以把毛泽东同志对当时中

国社会各阶级的大致分类、构成、革命的态度作一分

类 (表 1)。

表 1 20世纪 2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级分类

分类 大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

构成

大地主、

外国资

本家等

民族资本

家、小地主、

工商业家等

自耕农、手工业主、知

识分子、小商员、半自

耕农、手工业工人、小

商贩等

工 人、都

市 苦 力、

雇 农、无

业游民等

数量 100万人 400万人 3亿人 4 500万人

态度 反革命
革命的

两面性
革命的不坚定性

革命的

坚定性

代表

帝国主义、

军阀、国民

党极右派

国共两党

之外的右

倾党派

国共两党之外的

左倾党派
共产党

从表 1可以看出, 毛泽东同志认为,当时中国社

会各阶级中,革命的死敌大资产阶级只有 100万人,

在中国当时的 4亿人口中只占 0. 25% ,而作为具有

革命两面性的 中产阶级 占中国总人口的 1%。作

为具有革命不坚定性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

中国当时总人口达 87% ,而具有革命坚定性的无产

阶级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14%左右。具有革命

性的中产资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合计占人口比例达到 98. 75%。毛泽东同志总结

道: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

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 是

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

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

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

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但我们要时常

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 1]在这

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我们的阵线 就是中国共产

党最早期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同

志的这 2篇文章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

基础,进而也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理论

基础。

毛泽东思想中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 成为中国

革命的指路明灯。在以后的中国革命斗争中, 根据

不同时期的革命目标,毛泽东同志运用阶级分析的

方法,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并

做到了团结我们最大多数的朋友,孤立我们的敌人,

形成了中国革命的广泛统一战线, 为中国革命的胜

利奠定了最广泛联盟基础。虽然在 1946年 1月 1

日旧政协召开前,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创建政治协商

这一会议制度形式,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斗争中,

为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始终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倾

听同盟者的意见和建议, 并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

行重大决策,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不断壮大,这些

都体现了政治协商的本质和精神。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的实践基础

1944年, 经过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 抗日战争

的胜利曙光已开始显露,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

成长,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日

益深得人心,蒋介石的反共主张也日益强化,并不断

制造摩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抗战胜利后,建设一

个什么样的中国、如何建设中国这一现实问题开始

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是建设一个由国民党反动派一

党独裁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还是建设一个由人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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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主、各党各派参加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决择,摆

在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共产党面前。此时, 中国共

产党把召开党派会议作为配合实现建国思想的斗争

策略, 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政治主张。1944

年 8月 17日,周恩来同志在起草给身处重庆的董必

武、林伯渠电报中提出, 请考虑目前由我党向全国

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

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

大会, 实行民主。毛泽东同志在这封电报上批示

道: 应先召集党派和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 方有

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 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

的 [ 2]。而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先召开国民大会,挟持

民意, 以达到其独裁统治的目的。 1945年 2月, 周

恩来就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和平建国问题向国民党递

交了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主张党派会议应包

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代表由各方

自己推出,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

政府, 使之成为民主联合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

各代表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等 4条 [ 3]。 1945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 论联合政府 的报

告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和具

体纲领,提出了中共的建国思想和路线,并要求 立

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

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

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 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

领 [ 4]。1945年 8月 25日,毛泽东起草了 中共中

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 提出: 立即召开各党派

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 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

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 结束训政, 成立举

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

选的国民大会 [ 5]。 1945年 9月, 周恩来和王若飞

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再次要求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

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1945年 10月 10日, 中共和

国民党在重庆经过 43天的谈判, 终于达成了 政府

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也称 双十协定 )。在 会

谈纪要 的第二条中载明 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

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 协商国是,讨

论和平建国方案, 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 5]。

1945年 12月 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出席政治协商

会议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代表团成员有董必武、

王若飞、吴玉章、叶剑英 (后由秦邦宪代替 )、陆定

一、邓颖超。

值得指出的是,国民党为了控制多数代表,使政

治协商会议通过有利于他们的提案, 使出种种手段

拉拢民主党派,妄图孤立共产党。为了分化民盟代

表团,他们以高官厚禄拉拢民盟领导人罗隆基,遭到

罗隆基的严辞拒绝。国民党的张群、吴铁城对民盟

中央常委、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劢、张东荪做了许

多拉拢工作,蒋介石也亲自出面,以自己的名义, 特

别设宴款待张君励和张东荪, 其企图也未能得逞。

随后,又唆使青年党领袖曾琦分裂民主同盟,答应青

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并私下

许愿给青年党 5个代表名额。由于国民党的离间和

收买,青年党突然提出要在民盟 9名代表名额中占

5个名额。在遭到拒绝后, 青年党吵嚷着要坚决退

出民盟,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国民党紧密配

合, 公开支持青年党的要求, 想削弱民盟在政协会议

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代表团为了针对国民党进行

斗争,加强了与民盟的团结与合作,坚决支持民盟。

周恩来同志多次向民盟领导表示, 民盟原定的 9名

代表名额不能减少。他还提议, 民盟仍保持 9名代

表,青年党以独立单位参加,占 5席。解决增加名额

的办法是:共产党让出 2个名额,变为 7席; 国民党

让出 1个名额,变为 8席;另外,总额增加 2名;代表

总额由原定的 36人增至 38人。中共为了顾全大

局, 主动让出名额的做法, 感动了民盟,民盟决心同

中共全面合作,结成亲密同盟;同时, 也向全社会揭

露了国民党的不良居心。

1946年 1月 10日至 31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

庆举行,与会代表 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 8人, 共

产党代表 7人, 民主同盟代表 9人, 青年党代表 5

人, 社会贤达 (无党派人士 )代表 9人, 基本上形成

了左、中、右 3种政治势力。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

左的力量,力争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同盟基

本上是中间势力, 主张通过和平改良方法建立资产

阶级议会制民主的国家; 国民党及青年党顽固坚持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由于 3种政

治势力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存在分歧, 因此

展开了尖锐复杂的博弈。其中焦点集中在 2个方

面: 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会议期间,中

共代表与民主同盟代表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 在许

多重大问题上共同协商, 取得一致意见, 相互支持,

并团结其他爱国人士结成反内战、争民主的联盟,同

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在军队问题上, 与会各代表一致主张军队国家

化, 但在实现军队国家化的程序安排问题上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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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分歧。国民党坚持先军队国家化才能政治民主

化,其用意就是要共产党先把军队交给国民党政府,

再实行政治民主化; 共产党坚持军队国家化必须以

政治民主化为前提,先政治民主化, 再军队国家化,

以政治民主保障军队国家化。中间势力主张国共双

方都交出军队,军队应立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

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 并希望共产党

在军事上让步, 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为了团结中

间势力,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 中共代表在这个问题

上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周恩来表示中共赞同军队国

家化的原则,但坚持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必须

同时进行。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最后通过了军队属

于国家、军党分离、军民分治等一般性原则以及由国

民党、共产党、美国代表三人小组继续商定整编国共

两党军队的办法。

在政权问题上, 首要的问题是改组国民党一党

专政的政府, 实现政治民主化。国民党代表提出

扩大政府组织案 ,声称不是改组,而是扩大 国民

政府委员会 。依照其提案, 国民党在政府中占有

特定程度的多数 ; 国民党以外人士参加国民政

府,须由主席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选任;国

民政府委员会只有讨论和决定 立法原则 、施政

方针 、军政大计 的权力, 而无用人权;国民政府

主席有相对否定权和紧急处置权,等等。可见,国民

党并不是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和宪政, 只是希望增加

几名党外人士参加政府以装潢门面, 继续实行一党

专政, 妄图在 统一国家主权 的名义下要共产党交

出解放区。中共代表和民盟代表当即识破国民党的

把戏, 相继反对这项提案。罗隆基指出,改组政府的

目的在于使国家 由一人集权制, 过渡到民主集权

制 , 结束训政完成宪政 , 各党派能参加政府 。

改组政府必须遵循 3项原则:一是必须以共同通过

的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二是共同决策机构,要真能

决策; 三是各方面人员参加执行机关, 要真能执行。

罗隆基并提出 7点质问, 揭露了国民党企图一党专

政的用心。中共代表董必武支持罗隆基的发言并强

调指出,应当在有共同通过的纲领的基础上改组政

府,改组后的政府应有权决定人选, 政府的主要职

员,大党所占的比例不要超过 1 /3。经过艰苦的协

商讨论,会议通过 和平建国纲领 作为政府的施政

纲领。施政纲领确定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

国,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 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

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规定政府委员名额的 1 /2由

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 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

更须有出席委员的 2 /3赞成始得议决等。如果实行

这样的政府改组, 国民党虽然在其中仍占有主要地

位,但它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民主人士将拥有能够保障施政纲领不致被曲解、变

更、撕毁的否决权。

改组后的政府应是从结束国民党的 训政 到

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 它负有召集国民大会

以制订宪法的任务。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

定, 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之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

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

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

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种制度接近于英、

法等国实行的议会制和内阁制。实行这种政体, 虽

仍不能改变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本质, 但对于蒋介石

独裁政体是一种否定,这是向政治民主化方向迈出

的重要一步。同时,宪法草案又规定了中央与地方

分权的原则,规定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

选, 省要制定省宪, 等等。这类规定, 对于解放区民

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起到一种保障作用。

历时 22天的政协会议,由于中共的努力和各民

主党派的合作与斗争, 终于迫使蒋介石签订了 关

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 、和平建国纲领 、关于

国民大会的协议 、关于宪章问题的协议 、关于

军事问题的协议 等 5项协议。这些协议虽然还不

完全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 但已

非常接近,而且它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

的政治制度,否定了国民党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迫使

国民党承认党派存在的合法性和各党派的平等地

位, 确定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所有这些,是符合全

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愿望的, 代表了当时人民的利

益的,是人民民主势力的胜利。

旧政协所取得的成果, 虽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

顽固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人民路线而遭破坏, 但全

面反映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主张, 是中共统一战线

理论的一次重大的标志性实践,为 1949年召开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

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中, 由于中国共

产党的主导地位, 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中, 中

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为新的历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传承,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

党派平等协商的优良传统也得到了继承,中共在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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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所追求的民主、和平建国的方略在新政协中得

以胜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理论的不断创新和与时俱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的性质进一步明确,其地位也得到了巩固,其任

务和使命也日益光荣, 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三、结 语

( 1)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

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智慧光芒。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

各阶级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分析, 认清了当时中国

社会的国情,并反复强调对国情认识的重要性。毛

泽东在 1939年 12月所写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

党 一文中指出: 认清中国的国情, 乃是认清一切

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 [ 6] ;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

具体国情相结合,对中国在不同的革命阶段谁是我

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着理性的认识, 为中国

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尤其是把

广大农村的无产者纳入无产阶级范围, 创造性地开

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

路,同时为中国革命所需要形成的最广泛统一战线

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毛泽东由于对阶级分析方法的

僵化使用,继续迷信于阶级斗争,以至于把知识分子

和民主党派推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对统一战线

事业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在整个文革期间停止活动也就在所难免。可喜的

是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二

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的国情发展,继

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使中国人民

统一战线事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重回正

轨。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时期, 三个代表 重

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有

了坚实发展的强大理论基础。

( 2)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提出

的,在 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上, 中国共产党向

全中国展示了自己的建国方略,目标是建立全体中

国人民的联合政府,最终达到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

当家作主;方法和手段是民主和团结,通过召开各党

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和军

事 2个方面达成协定;途径是召开真正人民直选的

国民大会,并使之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

的这一建国方略不但得到各民主党派的高度认同,

而且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坚决拥护; 这一建国方略

也使中共站上了民心的制高点, 形成了最广泛的统

一战线。所以, 当国民党撕毁 双十协定 , 发动内

战时,就注定了其民心向背, 就注定了其加快失败的

命运。因而, 1948年中共 五一口号 发表后, 才有

了民主党派必然群体响应,才有了 1949年新政协的

顺利召开,最终使在旧政协不可能实现的建国方略

在新政协得以真正实现。可以说, 政治协商会议的

提出和召开,在新中国的成立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不

可替代的作用。

( 3)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在使中国人民不断

富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 也引起中国社会结

构的剧烈变迁。虽然阶级矛盾不再成为中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但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和涌现,社会分

层使新的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 社会阶层之间形

成的结构性矛盾也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不但没有丧失他们存在的群众

基础,而且成为一定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

在调和社会结构矛盾方面将进一步发挥不可替代的

作用。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

在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建设中更加注意形成更广泛

的统一战线,强化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所开创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将为中国人民统一战线事业和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实践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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