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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人民政协的论述浅析
◎ 朱昔群 王光鑫

人民政协是在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统一战线的基础

上发展形成的，是植根中国大地的伟大创造。作为人民政

协的第一代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人民政协事

业，在人民政协的理论阐发、发展方针和具体工作等方面

作过许多重要论述和指示。学习研究毛泽东同志对人民

政协的重要论述，对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人民政协制度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人民政协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统一战

线组织

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多党并存并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合作，是人民政协产生发展的基

石。毛泽东同志早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初期，就把统一战

线规定为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他指出：“统一

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

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

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1］

（一）人民政协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中共与各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在民主革命时期几十年风

雨同舟的革命经历，使作为统一战线的有效组织形式的人

民政协，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应运而生成为可能和必

然。在解放战争大决战前夕，毛泽东同志已经着手筹划新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事宜。1948 年春天，中共中央委员

会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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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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月 5 日，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及其

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毛泽东同

志专门复电，就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地

点、召集人等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1949 年

1 月，毛泽东同志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

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再次提出“召开没有反

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

政府”。这个倡议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及

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表示“愿在中共

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这样，人民

政协的召开就水到渠成了。

新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之前召集的

旧政治协商会议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毛泽东

同志指出这个区别就是新政协有旧政协所

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的共同政治基础。

1949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同志在新政治协商

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指出：“必须打倒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

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

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

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

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

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

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他说，“大家认

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

的正确的方向。”［3］

（二）人民政协的团结是团结全国各民

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

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

织。新政治协商会议能不能代行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的职权？能不能通过它选举产生

新的中央政府？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肯定

的回答。他指出：“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

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

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

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

代表。”［4］“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

结的会议”，“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

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5］。因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可

以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

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

保证。”［6］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论断，是总

结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经验和新中国的发

展实践得来的。1953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

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谈话时

说：“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

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7］他对人民政协的

定位，“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

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

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中有

很高的威信。”［8］

人民政协内部的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

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团结。毛

泽东同志认为，人民政协是在革命斗争中一

步一步地形成的，是一个包括方方面面的统

一战线，因此人民政协的“团结是一年比一

年好，一年比一年更亲密，一年比一年更加

生气勃勃。”正因为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人

民政协“越来越有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

能战胜的”。［9］

二、人民政协是“商量办事”的政

治机构

人民政协的显著优势是有事好商量，大

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毛泽东同志特别重

视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他说：“国事是国

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

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

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10］

（一）事情“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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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民主协

商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政协工

作树立的优良传统。1953 年 10 月，毛泽东

同志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谈

话中说：事情“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

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

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

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

国民党不同的地方。”1956 年，他在谈党和非

党的关系时再次指出：“我们有意识地留下

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一

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

要团结。”毛泽东同志说，即使是人家骂我

们，也要“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

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

会主义比较有利。”［11］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人民政协是如此地

具有广泛性，因此才能够“集中广泛的意见，

检查过去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12］。他

希望，这种方法以后要继续采用。

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政协的任务是协

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调

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

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学习马列主义。比

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是经过

人民选举产生的，但是，各党派、团体要先进

行商量。又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

无论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农业、手工业

等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各种工作都要协

商，他说：“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国

民党的参议会才是投闲置散的、虚应故事

的，我们的政协是有事情做的。”［13］

（二）“凡有意见都可发表，凡有提案都

可付审议，只要能行者都应采纳”。在七届

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和党外民主

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

工作上确定下来。他说：“我们必须把党外

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

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

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

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

成绩来。”［14］人民政协召开后，毛泽东同志的

这一思想更为有效地付诸实践。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

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凡有意见都可发表，

凡有提案都可付审议，只要能行者都应采

纳”。他后来又讲：“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

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

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

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

比如，在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一

些民主人士对农村的土地改革存在一些模

糊认识。毛泽东同志在同统战部门负责人

谈话时指出：民主人士到农村视察，“各地不

要以此为累赘，应当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

苦，看看农民的欢喜，看看我们有些什么缺

点和错误。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应该欢迎

他们去”，“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好的接受，不

好的解释，决不能置之不理”。［15］民主人士参

观农村土改后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黄炎

培参观苏南土改后说：“群众的意见是民主

的，我从钱桥乡农民的谈话中，知道农民并

非过分。如果我黄某为农民，一旦翻身，也

许要做出过分的事来。”又说，“苏南地方首

长对于政策法令掌握得很好”，“我看了以

后，确实觉得不差。”

毛泽东同志鼓励人民政协主动提意见，

哪怕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宪法的实

施、巩固人民民主制度等，这些都可以向人

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意见。他说：“政协委

员提意见，特别是发议论，说闲话，只要不是

破坏性的意见，只要是建设性的意见，即使

是错误的，提了也有好处。提意见是合乎章

程的。”［16］“我们不是板起面孔专门教训人

的，不是意见提得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打得

他头向下、脚朝天。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

有话尽可以讲，不会借故整人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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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政协是共产党和各民主

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组织

形式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我国具体历史

条件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的

时候，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的口号，并将其作为与各民主党派合

作的基本方针。因此，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后，继续作为体现多

党合作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重要平台

长期保存。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

能之一，主要表现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参

政的各民主党派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

（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

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早在

1941 年，毛泽东同志就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

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

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

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

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

会中好好实行起来。”［18］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革命的胜利，党

内一部分同志滋长了骄傲情绪，在对待统一

战线的问题上存在“左”的关门主义倾向，瞧

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安排他们的领

导职务不服气，发牢骚说“早革命不如晚革

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甚至讲“统战路线，

地主路线；民族观点，糊涂观点”的怪话。同

时一些干部在统战中也存在敷衍和迁就的

错误倾向。

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这些观点和认识，说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的，从他们背后的联系看，不是一根

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他引用《共

产党宣言》说：“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

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的工人阶级只要求

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

同解放。”［19］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只要对革命

有贡献的人和党派，并且在建设中还在继续

发挥作用的，都应该欢迎。他说，“只要人们

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

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

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

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

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

前途是光明的。”［20］他进一步指出，“不论什

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

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

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

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21］

在《共同纲领》的讨论过程中，曾出现两

种想法：一种是以为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以后，就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另

一种是以为由于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

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

很久了。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

后，再次有人提出政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政

协执行人大职权的使命结束了，但作为统一

战线的组织还将长期存在，继续对国家大政

方针进行协商和监督。他说：“统一战线是

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

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

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22］因此，

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人民政

协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作为统一

战线组织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民族资产阶级对自身的前途未来有所担

忧。为打消这种顾虑，毛泽东同志在 1955 年

10 月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

谈会上明确指出：“做好事越多，前途就越

好，得到的好处就会多一点，在社会上就更

有名誉。”［23］1956 年 4 月 25 日，他在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时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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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

派”，而是要“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

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

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24］之后，他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时再次提出：“凡属一切

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

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

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他说：“共产党同

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

是我们的方针。”［25］

针对社会主义改造中一些民主人士关

于统一战线还能不能继续发展、人民政协还

要不要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

不怕人多”，统一战线“不但对过去反帝反封

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对现在为

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是有好处的”［26］。他

说：“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

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27］所以，统一战线要

坚持下去。

（二）“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

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对于中共与各民

主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毛泽东同志认为这

种互相监督实际上是共同进步。他曾说，哪

里有“唱对台戏”的，哪里有“反对派”，那里

的工作就搞得好，否则，工作就搞不好。他

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就有这个

意思。［28］

1941 年，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

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

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29］

1956 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互相监督，

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

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

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

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

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

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

更为有益。”［30］比如，对于资产阶级，毛泽东

同志指出其既有进步性，又有落后性。他提

出“我们的任务是又鼓励又批评，如车之两

轮、鸟之两翼。”［31］

作为第一代政协事业领导人，毛泽东关

于人民政协的论述对当前我们坚持和完善

人民政协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人民政协今天已经走过了 70 多年的

历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所讲：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

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

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

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

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

世界的和平和自由。”［32］人民政协作为植根

中国大地的伟大创造，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

展，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朱昔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研究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北京研究基地特约研

究员；王光鑫：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责编：霍 赫）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第613页。

［2］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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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第1版，第1页。

［3］《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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