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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和由国民党主导的旧政协相比

有着本质的不同。人民政协虽然沿用了旧的

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从其组织和性质来

说，绝不是发源于旧政协。旧政协是反动派

做主体的，是带有妥协性的；人民政协是共产

党领导的，参加者是一切民主阶级和阶层的

代表，一切反动派都被排除在外。还有，人民

政协是长期存在的、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

因此，人民政协的成立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织

长期存在被确立下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

次常委会上，周恩来向各民主党派阐述了共

产党的主张，即人民民主国家需要统一战线，

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不应该开一次会议就

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人民政协是个长期

性的组织，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统

一战线。毛泽东说，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要

有一个经常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要固

定一下，就叫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刘

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政协“将长期地继

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

它的地方组织。”中共中央的上述主张，反映

到“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中，以立

法形式确立了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的组织形式，使其长期存在下来。

其二，人民政协不是权力机关，而是协

商机构。“共同纲领”“人民政协组织法”都规

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在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之前，代行人大职权，在人大召开以后，

人民政协还可以就国家建设的根本大计及其

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

政府提出建议案，仍有建议权。就政府来说，

国家大政方针，都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

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人大职权，拥

有立法权、选举权和决议权，所以成员叫“代

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后，因为权力

已授予中央人民政府，政协就不再行使权力

了，变成专门协商机构，由政协第一届全体会

议选举产生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则称

“委员”。

其三，人民政协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这种

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塞

缪尔·亨廷顿通过对世界政党的研究认为，一

党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要明显优于多党

制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具有一党制的优势，

且能和其他政党同舟共济，共创美好未来。

“共同纲领”中表明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

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组织形式是人民政协。

民主党派不再是在野党，而是和共产党通力

合作的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

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下来。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

人民政协是怎样创立的

1949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是

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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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

召开。会议通过了“人民政协组织法”“人民政府组织法”和

新中国的国都、纪年、国旗、国歌4个议案以及“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对人民政协长期存在的必

要性，及其性质定位、职能作用等作了规定，标志着具有中

国特色制度安排的人民政协正式创立。□ 据《北京日报》

1946 年 3 月和 4 月，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和

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出尔反尔，否定重庆政治协

商会议达成的组建由中共和民盟参加的临时联

合政府的决议，派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我军被

迫进行自卫反击。1947年下半年，我党在军事上

转入战略反攻，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48 年春，

陈嘉庚和沈钧儒建议中共尽快成立联合政府，以

对抗国民党的伪国大，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4

月25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书记处会议，其中议题

之一就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代表到解

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

府问题。4 月 30 日深夜，经毛泽东审改后的“五

一口号”，由新华社正式向外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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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号召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充

分考虑到了建立民主国家的合法程序。“五一口

号”将反动派排除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外，得到了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

毛泽东在 1949 年元旦献词中，把召开政治

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成共和

国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年的主要任务。1 月 22

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

人士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声明愿在中共

领导下，期待革命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

福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我们说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担负着特殊

历史使命，是因为它在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职权的同时，又行使政治协商的重要职能，

完成协商建国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特殊历

史使命，1948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即开始筹

备新政协，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

会上说，中国第一次由我党领导下的政协会

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6 月

15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新政协筹备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毛

泽东被推选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

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

下设6个小组，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在此前后，在周恩来指挥下，民主人士陆

续安全地到达北平并受到礼遇，毛泽东在香

山双清别墅住处亲切接见了司徒美堂、柳亚

子等大批民主人士，到正阳门火车站迎接宋

庆龄与程潜。共产党人宽阔的胸襟、谦虚的

态度赢得了民主人士的高度赞誉，陈叔通感

慨地说，我看到的历代最高统治者，都有一种

不可一世的傲气，惟独毛泽东不是如此。

筹备工作最难的是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人

选名单和“共同纲领”的起草。李维汉负责的

小组经过和民主人士多次协商，最终确定新

政协代表 662 人，其中特邀代表 75 人，从而

使新政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毛泽东看到周

恩来送来的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名单时幽默地

说：“这就是一本天书嘛。”

“共同纲领”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

府的施政纲领，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共中

央对此高度重视。周恩来负责起草工作，

1948 年 10 月下旬写出了第一稿，名曰《中国

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在讨论过程中，民

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等人根据形势发展需

要，建议由新政协行使人民代表会议职权，产

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提议被中共中央采

纳。1949 年春，随着江南大片地区被解放，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已经不能适

应新的形势，需要重新制定。周恩来把自己

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一周时间，八易其稿，经

毛泽东审阅，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

领》，其中“新政治协商会议”也改成“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进入 9

月，又根据迅速发展的形势，再一次重新起

草“共同纲领”，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

毛泽东、周恩来为制定“共同纲领”呕心

沥血，仅对第三次起草的“共同纲领”，毛泽东

就修改了200多处，周恩来修改了100余处，

至少十易其稿。“共同纲领”三次起草过程，均

广泛吸收了民主人士的政治纲领或主张。周

恩来感慨地说，“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

斟万酌的结果。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深有

感触地说，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做到了多

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

正的、彻底的民主。”

人民政协成立
对我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承担着
完成“协商建国”的特殊历史使命

随着我党在军事上转入战略反攻
毛泽东号召“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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