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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存良：互联网统一战线的价值建构与主体建设

摘要：统一战线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是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结

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独特政治形态。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人民政协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

设计，内生于统一战线之中。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法宝功能重新受到重视、作用不断

提升，人民政协的 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正确把握统一战线制度

和人民政协的辩证关系，在加强统战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以

人民政协为主渠道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良性互动发展是我国民

主政治发展的一个独特优势。坚持和完善统一战线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

方向之一。

关键词：统一战线；人民政协；民主政治；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 2016 02-0011-05（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系统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提出了从“内生

性”视角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大理论命题。他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

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统一战线以及作为统一战线组[1]

织的人民政协就是独具中国特色、在中国土壤上长期“内生性演化”出的一种政治制度。以统一战

线和人民政协为重要载体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同样是在中国长期“内生性演化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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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出的新要求，具有鲜明的特色。

四、结语

传统的统战工作主要做线下的人的工作。互联网统一战线要求线下的人与线上的人并重，并在

线上建立有利于党的领导和执政的价值 同心圆。这个结构的内核是共产主义，中层是社会主义结构

和爱国主义，外围是理性、秩序与稳定、法治、改革。要基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形成

同心圆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基于理性、秩序 稳定、法治、改革与互联网上的多元社会思潮形成与

重叠共识，并把它们凝聚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周围。建立互联网统一战线价值结

构同心圆，需要大力加强主体建设，充分发挥统战干部、统战成员以及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互

联网统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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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可以说，统一战线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内生性因素和政

治逻辑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基础和载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独特优势

和根本方向之一。

一、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具体运用的结果

五四运动以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中国的思想界

发出了进行“社会改造”的呼声，开始探寻按照“社会主义之公理”来“改革现世之社会制度”的

方略 。在此过程中，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并试图在经济斗争领[2]

域加以运用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着重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3]，

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到党的二大时，在列宁东方革命理论

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步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

务，制定了“分两步走”的革命纲领，从策略方针上做出了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建立民主联合战

线的决定。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尝试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进行分析，以确定各阶

级阶层对待革命的态度。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得到初步运用。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促使党的三大做出了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决策。为了从理论上说明与资产

阶级革命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残杀宣言》指出：

“资本主义虽有许多缺陷和罪恶，然比农奴制度却进步得多了；民主政治虽然是少数人支配，然比

封建政治总是多数且自由的了 ”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个魔鬼，是中国大多数国民的共同[4]。

仇敌”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写了《外力、军阀与革命》《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4]

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著作，阐述了民

主革命中的同盟军问题和各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但由于当时党的不成熟，这些正确认识和主张没

有在党内得到充分贯彻，党在建立统一战线实践中先后犯了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

后来指出：“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 长[5]；“

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 。[6]

在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中国共产党意外获得了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左派”
[7]幼稚病》两部著作 。这两部著作对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

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对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将能否建立统一战线
[8]提升到共产党人是否采取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的高度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一致通

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随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著作中

又进一步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认真吸取历史教训

和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完整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为赢得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因如此，毛泽东在党
[9]的七大上将统一战线称作“一门学问”，要求全党努力学会和掌握好这门科学 。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目

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文章中又适时提出了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转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随着

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在规划新中国的蓝图时更加强调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把

统一战线视为“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之一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10]

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在中国具体运用 。它根植于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结的结果

构之中，具有内生性。正是通过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

使命。

二、统一战线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的重要支撑

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出发，提出了“统一战线国

体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的中国化，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问

题——“国体”和“政体”的辩证关系，从而将统一战线纳入到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为新

中国的政权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未来“抗战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方

向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着手进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随[11]

着抗战的胜利，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

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 即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9]1056，

府。民主联合政府的实质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再分配”和反对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训政的国家政

体”，“将第三方面入朝参政的问题提了出来，最大程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现实利益” 。这一[12]

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与第三方面政治势力建立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基础。将统一战线纳入国家政治

生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大贡献，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权

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实质性变化， 年 月 日，毛1947 10 10

泽东在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同时，还发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

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开始着手设计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蓝图。 年 月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1948 4 30

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揭开了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序幕。随着各界民主人士分期分批进入解放

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确立了新型的政党关系，新政协的筹备工

作也随之提上日程。 年 月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1949 6 15

参加会议的有 个单位的 名代表。“其中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23 134

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进步人士中十五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

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13]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

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

会议。在选出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非中共人士占3位；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

共人士占27位。政府人员的组成状况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作为一种政治联盟，人民

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
[14]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毛泽东要求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
[15]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 。周恩来也说过：“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

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
[14]29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统一战线内涵和协商民主特

质。反过来说，统一战线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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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可以说，统一战线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内生性因素和政

治逻辑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基础和载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独特优势

和根本方向之一。

一、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具体运用的结果

五四运动以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中国的思想界

发出了进行“社会改造”的呼声，开始探寻按照“社会主义之公理”来“改革现世之社会制度”的

方略 。在此过程中，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并试图在经济斗争领[2]

域加以运用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着重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3]，

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到党的二大时，在列宁东方革命理论

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步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

务，制定了“分两步走”的革命纲领，从策略方针上做出了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建立民主联合战

线的决定。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尝试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进行分析，以确定各阶

级阶层对待革命的态度。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得到初步运用。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促使党的三大做出了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决策。为了从理论上说明与资产

阶级革命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残杀宣言》指出：

“资本主义虽有许多缺陷和罪恶，然比农奴制度却进步得多了；民主政治虽然是少数人支配，然比

封建政治总是多数且自由的了 ”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个魔鬼，是中国大多数国民的共同[4]。

仇敌”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写了《外力、军阀与革命》《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4]

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著作，阐述了民

主革命中的同盟军问题和各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但由于当时党的不成熟，这些正确认识和主张没

有在党内得到充分贯彻，党在建立统一战线实践中先后犯了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

后来指出：“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 长[5]；“

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 。[6]

在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中国共产党意外获得了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左派”
[7]幼稚病》两部著作 。这两部著作对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

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对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将能否建立统一战线
[8]提升到共产党人是否采取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的高度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一致通

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随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著作中

又进一步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认真吸取历史教训

和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完整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为赢得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因如此，毛泽东在党
[9]的七大上将统一战线称作“一门学问”，要求全党努力学会和掌握好这门科学 。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目

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文章中又适时提出了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转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随着

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在规划新中国的蓝图时更加强调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把

统一战线视为“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之一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10]

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在中国具体运用 。它根植于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结的结果

构之中，具有内生性。正是通过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

使命。

二、统一战线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的重要支撑

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出发，提出了“统一战线国

体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的中国化，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问

题——“国体”和“政体”的辩证关系，从而将统一战线纳入到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为新

中国的政权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未来“抗战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方

向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着手进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随[11]

着抗战的胜利，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

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 即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9]1056，

府。民主联合政府的实质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再分配”和反对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训政的国家政

体”，“将第三方面入朝参政的问题提了出来，最大程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现实利益” 。这一[12]

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与第三方面政治势力建立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基础。将统一战线纳入国家政治

生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大贡献，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权

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实质性变化， 年 月 日，毛1947 10 10

泽东在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同时，还发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

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开始着手设计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蓝图。 年 月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1948 4 30

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揭开了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序幕。随着各界民主人士分期分批进入解放

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确立了新型的政党关系，新政协的筹备工

作也随之提上日程。 年 月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1949 6 15

参加会议的有 个单位的 名代表。“其中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23 134

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进步人士中十五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

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13]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

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

会议。在选出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非中共人士占3位；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

共人士占27位。政府人员的组成状况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作为一种政治联盟，人民

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
[14]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毛泽东要求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
[15]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 。周恩来也说过：“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

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
[14]29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统一战线内涵和协商民主特

质。反过来说，统一战线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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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一战线是我国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构件

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

报》第一条就集中阐释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时就论述了统一战线问题，并把“革命的爱国统一战

线”改为“爱国统一战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统一战线不仅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而且

被定位于“上层建筑范畴”，并充分体现在我国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之中。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结

构和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年10月14日，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的通知》明确指出
[16]“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 ；“统一战

[16]72线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10月19日，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

联代表大会的代表时，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从政治制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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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党制度正式被纳入国家政治制度之中。随后，统一战线被纳入我国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之中
[17]。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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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了宪法。随着《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的规定》《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党外干部担任政府和司法机

关领导职务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机关参照试行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的颁布和实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逐

渐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的道路。

把统一战线纳入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势必带来国家政治生活的转型即公共政策制定的程

序性问题。 年 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2005 2

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

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 这一制度规定逐渐孕育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 年[18] 2006

初，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认

为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

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 年 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19] 2007 11

书首次提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 年 月，中2011 8

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

彻落实情况的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既有选举民主，又有协商民主，这是与西

方民主制度不同的地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制度的概念并对其制度建设做出部署，从而把协商民主从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提升为

国家的一种民主制度，凸显了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觉。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

主中的重要作用”。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共中央先后印发了《关于加

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为我国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结语

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相继出现、中国特有的政治产物，是在中国长期内

生演化的结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生于统一战线这一独特的政治生态之中，并在人民政协这一重

要组织形式中获得发展，也是长期“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统一战线范围内

的民主”使得人民政协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彻底摆脱了在其草创时期仅仅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制度安

排 使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道共同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向前发展。正如有学者所指[20]，

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型政党体制，是主导、驱动当代中国合乎社会主义议行合一政体有

效运行的政治枢纽，是将中国民主的各组成部分有机整合起来的关键领域。” 这恰是西方多党竞[21]

争性民主制度所不具备的。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爱国统一战线，筑成了我们国家

政权的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统一战线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的独特优势和关键作[22]

用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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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一战线是我国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构件

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

报》第一条就集中阐释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时就论述了统一战线问题，并把“革命的爱国统一战

线”改为“爱国统一战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统一战线不仅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而且

被定位于“上层建筑范畴”，并充分体现在我国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之中。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结

构和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年10月14日，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的通知》明确指出
[16]“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 ；“统一战

[16]72线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10月19日，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

联代表大会的代表时，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从政治制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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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党制度正式被纳入国家政治制度之中。随后，统一战线被纳入我国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之中
[17]。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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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了宪法。随着《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的规定》《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党外干部担任政府和司法机

关领导职务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机关参照试行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的颁布和实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逐

渐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的道路。

把统一战线纳入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势必带来国家政治生活的转型即公共政策制定的程

序性问题。 年 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2005 2

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

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 这一制度规定逐渐孕育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 年[18] 2006

初，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认

为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

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 年 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19] 2007 11

书首次提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 年 月，中2011 8

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

彻落实情况的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既有选举民主，又有协商民主，这是与西

方民主制度不同的地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制度的概念并对其制度建设做出部署，从而把协商民主从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提升为

国家的一种民主制度，凸显了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觉。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

主中的重要作用”。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共中央先后印发了《关于加

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为我国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结语

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相继出现、中国特有的政治产物，是在中国长期内

生演化的结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生于统一战线这一独特的政治生态之中，并在人民政协这一重

要组织形式中获得发展，也是长期“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统一战线范围内

的民主”使得人民政协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彻底摆脱了在其草创时期仅仅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制度安

排 使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道共同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向前发展。正如有学者所指[20]，

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型政党体制，是主导、驱动当代中国合乎社会主义议行合一政体有

效运行的政治枢纽，是将中国民主的各组成部分有机整合起来的关键领域。” 这恰是西方多党竞[21]

争性民主制度所不具备的。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爱国统一战线，筑成了我们国家

政权的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统一战线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的独特优势和关键作[22]

用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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