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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重温多党
合作历史，弘扬优良传统，党委统战部在我校统战成员中广
泛开展以“追循革命前辈足迹，接受红色传统教育；不忘合
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主题的教育实践系列纪念活动。

举办征文活动

为让我校广大统战成员深入了解“五一口号”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启示，党委统战部在 4 月初开展以“不忘合作初
心，继续携手前进”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得到了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征文回顾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人士先辈们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团结奋斗的
光辉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的优越性，展示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多党合
作中创新发展的精神风貌。

组织参观学习

党委统战部紧紧围绕“追循革命前辈足迹，接受红色传
统教育；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政治引领主题，通过
参观教育基地等方式，在我校统战成员中广泛开展纪念中
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教育实践活动。4月20日组
织侨联成员参观安吴青年训练班纪念馆和国学大师吴宓先
生的陵园；4 月 27 日组织无党派成员参观荔北战役纪念馆
和丰图义仓党风廉政教育基地；5 月 10 日组织 7 个民主党
派基层支部成员参观富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5 月 19 日组
织各民主党派基层支部主委前往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参观“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纪念中共中央‘五
一口号’发布70周年图文展”；5月12日我校民革支部组织
全体成员参观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通过实践活动，使大家在重温历史中铭记合作初心，在
弘扬传统中深化政治共识。

召开座谈会

5 月 25 日，党委统战部组织召开我校纪念中共中央
发布“五一口号”70 周年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
士 30 余人参加会议，校纪委书记肖道远出席会议并讲
话。会议由统战部部长李宝丽主持。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座谈会上畅所欲言，紧
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多党合作形成发展的历史，“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贡
献、现实意义、承载精神，回顾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
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光辉历程，畅谈了不忘初心、
携手前进的工作打算。大家重温历史、深化共识，表达
了不忘多党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的决心和信念。

肖道远在讲话中强调，校党委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统
战工作，希望我校广大统战成员继承发扬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优良传
统，牢记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始终保持政治方向不
变、优良传统不变，立足本职、做出贡献。他对我校统战
成员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加强理论学习，要以纪念中共
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 周年为契机，坚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
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
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确保多党合作事业始终沿
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独特优势，做事有为，把学习活
动真正落到实处，切实提高履职参政能力，为学校和社
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三是加强自身建设，切实提高政治
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
以及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切实承担起时代赋予参政党
的责任和使命，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多党合
作要求。特别是要加强与党委统战部的沟通联系，共同
开创学校统战工作新局面。

一系列活动的集中开展，使我校广大统战成员对纪
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 周年活动的重要意义有了
深刻的理解，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担当，进一步
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
解和认同。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
号”70周年为契机，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将铭记合作初心，做
好本职工作，提升履职能力，为学校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党委统战部）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协商民主具有相当
的流行性。虽然不同的学者在什么是协商民主及协
商民主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上的看法差异较大，但
各种代表性的观点都并不否定“协商民主”作为一个
概念起源于西方这个现实。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
国具有悠久的协商民主传统，并从历代政治经验及
制度中寻找“协商”的事实，但在结论上却不无偏
颇。因为虽然民主不能回避协商，民主如果不协商
就简直难以为继，但绝不能误以为协商就是民主。
中国的民主具有鲜明的非竞争性协商特征。如果人
们从当代中国民主的非竞争性入手认识中国的民
主，或许可以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民主作为现代政治
生活法制化安排”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价
值与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孕育并形成于革

命战争年代，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及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在人民革命的政治实践中一步
一步地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起来。首先，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
析，并以阶级分析来界定人民，并以此为基础来建
构人民民主的政治实践。在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
党在理论及实践上都主要是强调工农兵范围内的
人民民主，其所理解人民的范围基本等同于毛泽东
在《中 国 社 会 各 阶 级 分 析》中 所 确 定 的 革 命 的 朋
友。这个阶段所颁布的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及选举法
规等不仅都明显地给出了人民与敌人的界限划分，
而且明确了享有政治权利的人民在阶级上的范围就
是工农兵。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民主继续以人民为主体，但在新形势之下，人民的
阶级范围较苏维埃时期相对宽一些，而且这个阶段
人民在制度形式上实行了“三三制”，从而使得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表现出了更多地各抗日革命
阶级协商的特点。这个范式的人民民主在抗日战争
结束后继续在解放区实行，并在思想上影响到了全
国范围内民主政治的模式选择。新民主主义的民主
政治在制度上就是要落实为各革命阶级的合作民
主，这种民主政治在制度形式上的提法就是联合政
府。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得到了广大革命阶
级、阶层赞同，但却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当权者的阻
遏。各革命阶级、阶层合作进行民主协商的联合政
府主张虽然不能施行于国民党当权的 1945-1946 年，
但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各革命阶级实行民主协
商的政治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接近胜利的时
候，中国共产党本着联合政府的精神，向国内的革命
团体发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展开了协
商建国的政治进程。协商建国的政治逻辑形式上是
延续了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内容，将被国民党右派阻
遏和打断的民主建国继续下去，但在实际上却是延
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政治协商的政治
逻辑，而她的理论基础就是新民主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革命的阶级及政党
联合起来，建立革命的联合政府，对革命的敌人实行
专政，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逻辑。正是这个政
治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
即的时候，没有选择像前苏联一样建立单纯的无产
阶级专政道路，而选择了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之国家机器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各革命阶级、
阶层的领导者，邀请各革命阶级、阶层的政治代表，
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各革命阶级、阶层
联合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

生的协商建国过程。通过协商建国，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各革命阶级协商合作的传统，正式凝练成为一
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并由此而
在国家层面及广大地域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人民民主
的协商民主形态，从而实现了民主协商之政治生活
的法制化。

二
中国共产党邀集各革命阶级政治代表召开新的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这个建国大业首先体现了十分典型的各革
命阶级政治代表之间民主协商的精神。这本身就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上的真
正民主精神和真诚进行政治协商的态度。各革命阶
级及阶层政治代表在参与协商建国上的积极参与，
也表明了他们进行民主协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问
题上的积极态度。在协商建国的过程中，不论是作
为协商建国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中国共产
党，还是仅仅作为协商建国参与者的各民主党派及
其他方面政治代表，都抱着真诚协商的民主精神，并
在坚持民主原则之下进行了充分协商，相互信任，紧
密团结，开诚布公，在政治上精诚合作，在理论上凝
聚共识，既能坦率真诚充分地表达意见，又能在充分
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取得共识，从而使各革命的政治
代表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根本与重大问
题上都取得了共识，完成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不朽伟业。

经过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协商，中国
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各方面政治代表人士之间进
行的民主协商，凝结成为一套民主的制度，形成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不
仅在宪法层面上规范了当代中国的党际关系，而且还
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规范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多党合作
与政治协商的行为，更以领导者的规范引领和促进着
参政党的合作与协商行为，从而在整体上维护、巩固
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
制度，为各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
政治平台。一方面，各参政党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
度认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积极肯定各参政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及在当代中国的
政治代表性，积极地帮助和促进各参政党在政治上
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
治协商制度为执政党与各参政党之间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协商提供了一种
形态稳定的协商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协商是在一个民主协商
的制度平台上进行运作，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各参
政党之间政治生活的法制化。各个政党都拥有自己
的法律地位，从而避免了在法律关系上的频繁变化
及为竞争特殊法律地位滋生的党际关系冲突、政党
行为失范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法律地位，各民
主党派的参政党法律地位，以法律地位的稳定性避
免了党际关系中的信任减损和合作下降。不仅如
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协
商民主平台上，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也在法律上有
明确规定，其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
政党的各民主党派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层
法律规定理顺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维护了中
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之中心的权威地位及政
治核心作用，增强了信任。各政党间的政治合作关
系，即执政党和参政党间的政治合作关系，参政党之

间的政治合作关系，也在其中亦明确规定。从各政
党在协商民主平台上展开合作的形式来看，主要就
是民主协商，不论是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还是在各
参政党之间，彼此合作的形式只能是民主协商。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无疑是一套民主的制度。这套制度虽然并不能排
斥掉选举的因素，即这套制度也存在着投票选举的
环节，没有必要的投票选举，其领导机构及必要的
内部组织网络就建立不起来，但她当中的投票选举
又并不具有竞争性，至少是没有竞选之环节。但在
平等主体协商以谋取共识的方面，她却与西方兴起
的协商民主极为类似。这也是有些学者将她定性
为协商民主的基本依据。不过，她与西方之协商民
主仍然有明显的差异。西方协商民主的主体主要
是平等的公民，其民主形式属于直接民主，其适用
范围是基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
协商的协商主体并非基层公民，而是各个政党，其
所展开的协商不是公民间的协商，而是政党间的协
商，从而她就不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制度，而仍然隶属
于间接民主的范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被
称为协商民主，特别是被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乃是因为这个制度的构造及
运行与协商民主所要求的构造与运行特点高度吻
合。协商民主在构造上具有对主体平等的严格要
求，即参与协商民主的主体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
既无任何协商主体拥有优越于他者的政治地位，也
无任何协商主体可以享有优越于他者的政治资源，
甚至也无任何协商主体可以操控协商民主的议程
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在就有关事项展开政治协商的时候，各个政党也处
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不论是其中作为领导者的中
国共产党，还是其中作为参与者的各个民主党派，都
拥有平等的参与协商的权利，并因协商过程中的权
利平等而处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不仅要在政治上
互相尊重，而且还要共同维护好政治协商中各协商
主体的协商权利。

协商民主在运行上充分体现协商的重要性，从
而在运行过程中允许各协商主体接受其他参与者之
影响和改变初始立场，从而不仅避免了代议制民主下
有关参与者为捍卫偏好而拒绝接受影响和绝不改变
立场的弊端，而且也避免了因票决所产生的少数人与
多数人之间的裂痕甚至是政治对立。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在运行过程中，既无立场、
观点和建议等通过多数票决的强迫接受，也无因彼此
之政治区分乃至是政治对立而出现的故意标新立异
的立场固守，各政党在协商过程中持有开放的立场，
互相影响，巩固和发展共识，在团结的基础上达成了
公共理性的共同选择。

中国从输入民主概念到形成民主理论，从形成
民主理论到孕育出民主精神，再到民主精神驱动了
人们广泛的民主行为，最后在民主行为的基础上将
政治民主的生活予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收获
了作为一种民主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态确立、成型及发展的
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
度，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不仅提供了民主形态
非竞争性的最初制度雏形，而且突出了以民主协商
谋求共同意志的协商民主特征，更在形态上示范性
地展示了在非竞争性基础上实现团结民主、共识民
主、共赢民主的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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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中国政治生活法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民主同盟会西北政法大学支部 张师伟）

“五一口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红色基因

1948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纪念“五
一”劳动节口号》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当时形势
的重大判断和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方针政
策，其中第四条和第五条对于新中国政党制度和
国家制度的缔造与建设至为关键。第四条号召

“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
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
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
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
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第五条呼吁“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
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
合政府。”“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庄严奠基，为中国新型政党
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开掘了活水源头、注入了红色
基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
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
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
征和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
地位不是天生的，而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自觉理性选择。长期稳定
全面发展的合作关系和格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的精髓和特色，这个精髓和特色是在“五一口号”
中统一战线和合作协商理念及其践履的基础上铸
就的。以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为主要渠道的政治
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有形式，如今已经
成为实现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五一口号”倡导的政治协商
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壤中结出的硕果。

奋力发挥中国特色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的独特优势

肇始于“五一口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既是一种崭新的政党关系和执
政方式，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和政治制度。
七十年来，中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
产党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被
不断赋予了丰富而独特的时代内涵，理论特色和
实践特色日益鲜明，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独

特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这种独特优势体现在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
作方针上，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民主党
派的进步性有机统一的合作基础上，体现在“共产
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
合作模式上，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既
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的合作关系上，体现在团结、
民主、协商、和谐、体谅、包容的合作精神上，体现
在“就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
协商”的协商原则上，体现在政党协商、政协协商、
人大协商、政府协商、基层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社
会组织协商等多渠道多层次的协商途径上，体现
在实现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社会整合、民主监督、
维护稳定等重要的政治功能上，体现在既实现和
发展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又维护和坚持集中统一领
导的制度机制上，体现在既合乎世界政党政治发
展的潮流又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的时代
特色上。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说它是新型
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
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
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
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
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
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
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
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
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
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
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
撕裂的弊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还具有中国优
秀传统政治文化的优势，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
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合群
睦众等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
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有事好商量，众
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面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要求，我们
应该坚守“五一口号”合作协商之初心，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着力加强合作协商的制度机制和
能力建设，推动协商民主多层次、制度化发展，真
诚合作，务实协商，同心同向同行，找出最大公约
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奋力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的制度效能和独特优势，奏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精彩乐章。

今年春，习近平总书记两度提及“五一口号”，并要求民
主党派重温协商建国的历史，不忘初心。七十年前，正是

“五一口号”催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这一“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1948 年 5 月 1 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行宪国大”在南京
闭幕，选出了总统和副总统，这对每况愈下的战局多少有些

“冲喜”的意味，同时也使部分民主人士的“中间道路”幻想
彻底落了空。同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
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
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
合政府！”不难想见，上述一冰一炭、一倨一恭的两种态度将
对民主党派的选择发生怎样的影响。5 月 2 日，在港民主人
士一致表示拥护“五一口号”，并于 5 月 24 日以民主促进会的
名义正式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以下简称

“《宣言》”），指出：“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间没有任何
第三条路径可循进的。”由此可见，“五一口号”及此后的《宣
言》是民主党派公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上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协商建国的序幕由此拉
开，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肇造于此。

毋庸讳言，民主党派并非一开始就自觉接受中共领导
并甘居参政党和“友党”地位。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经济地
位有所增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是颇想在政治上
有一番作为、施展一番拳脚的。民盟一大通过的《政治报
告》就把抗战胜利当作“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
会”。那么，这个“机会”何以从手边溜走了呢？问题其实
不难回答。七十多年前，民主党派成员接受的是一套源自
西方的政治理想和政党理论，当他们为中国勾勒资产阶级
民主共和国的“美好蓝图”时，不由自主地将国民党、共产
党乃至自身都想象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把中国两种命
运、两个前途的生死搏斗想象成了资产阶级议会中的“你
方唱罢我登场”。然而，想象代替不了现实，中国的土壤开
不出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花朵。辛亥革命推翻了宣统皇
帝却换来了洪宪皇帝，北伐战争打倒了军阀却造就了更多
新军阀。当国民党还是一个革命政党时，也正是通过“党
军”的武力扫除竞争者从而建立起了国民政府。1945 年，

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过：“中国的政治力
量是两头硬中间软。”“两头硬”讲得就是国共两党都握有足
以改变中国命运的武装力量，正如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战争
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诙谐地写道，“我们不是‘文
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显然，民主党派想与
国共两党分庭抗礼、三足鼎立乃至轮流坐庄，不仅国民党反
动派和蒋系新军阀不答应，对于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言，无
疑也是缘木求鱼。

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民主党派从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国的迷梦中醒来，转向拥护中共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不完全是厌倦了国民党的私
心自用和感动于共产党的肝胆相照，更是出于对自身力量、
使命与局限性的深刻认识与反省。早在 1947 年 12 月，毛泽
东主席就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写道：“如果说，在
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
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
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然而，民主人
士抛弃“第三条道路”并非一蹴而就，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多党合
作政治协商制度也经历了从草创到成熟的探索历程。到
1948 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越
来越多的民主人士站到同中共携手奋斗的坚定立场上来。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以及随后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响
应“五一口号”的《宣言》，标志上述转变与探索的基本完成，
既有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也不同于苏联政党制度的
新型政党制度已在这个东方古国破土欲出了。

七十年沧海桑田，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接受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
界代表人士最正确的选择。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我们自觉
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不能变，与中国共产党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态度不能
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这是中
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探索与实践的伟大历史成就，也
是上述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五一口号”与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
（中国民主促进会西北政法大学支部 张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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