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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需要全国上下共同努力，需要加强中

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各民主党派是

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党派人士

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

定要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根本方向，提高

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水平，提高政治把握能力、组织领导能力、

合作共事能力。工商联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履职能力建设，努

力成为政治坚定、特色鲜明、作风优良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

（2013 年 2 月 6 日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的讲话）

二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

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

策科学化民主化。

（2013 年 11 月 9 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三

回顾人民政协 65 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人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

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我们有

充分的理由相信，人民政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也必将创造更加

辉煌的未来！

（2014 年 9 月 21 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四

人民政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统一战线是中国共

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2014 年 9 月 21 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五

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

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人民是否享有民主

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

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

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



整的参与实践。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

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

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

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

（2014 年 9 月 21 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六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

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

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

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

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

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

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

广泛商量。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

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

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样做起

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

力量。



（2014 年 9 月 21 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七

在总结新中国人民民主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明确提出，在我

们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

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和集

中的统一；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

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

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

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2014 年 9 月 21 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八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

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

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

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

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

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

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

础、制度基础。



（2014 年 9 月 21 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九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

们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党章

规定：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

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的，其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其一切工作部署和工

作安排，都应该来自人民，都应该为人民利益而制定和实施。在

这个大政治前提下，我们应该也能够广泛听取人民内部各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

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可以广泛达成决策

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

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

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

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

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

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

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

端；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

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这就是中国社会主

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所在。



（2014 年 9 月 21 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十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中国共

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

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对这

个基本定性，我们要深刻理解，进一步凝聚共识，更好推进这项

制度建设。我们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

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就是要通过商量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

出团结。

（2014 年 10 月 27 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

会议上的讲话）

十一

我们有符合国情的一套理论、一套制度，同时我们也抱着开

放的态度，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但基本的东西必须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只能走自己的道路。我们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没有反对党，不是三权鼎

立、多党轮流坐庄，我国法治体系要跟这个制度相配套。

（2015 年 2 月 2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十二



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

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推

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

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

组织协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

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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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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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符合



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

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2018 年 3 月 4 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

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的讲话）

十四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

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

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

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

（2019 年 9月 20 日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十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总结经验，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一

系列新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

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

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成立政协时的初心所在，是人民政协事

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政协全部工作

之中，切实落实党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各项要求。



二是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

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要坚

持性质定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三是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协商民主是实现党

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

优势。要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

行职能全过程，坚持发扬民 2021 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

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积极围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要决策

部署情况开展民主监督。

四是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

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要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在政协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五是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

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不断巩固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

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六是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人民政协要以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为履职方向，以

促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工作重点，紧紧围绕大局，



瞄准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重要问题，深入协商集中议政，

强化监督助推落实。

七是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人民政协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着力点，倾听群众呼声，

反映群众愿望，抓住民生领域实际问题做好工作，协助党和政府

增进人民福祉。

八是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人民政协要坚持改

革创新，着力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

合作共事能力。要加强委员队伍建设，教育引导委员懂政协、会

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

（2019 年 9月 20 日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十六

70 年的实践证明，人民政协制度具有多方面的独特优势。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

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

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实

践充分证明，中国式民主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新形势下，我

们必须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增强开

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责任担当，把更多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

（2019 年 9月 20 日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十七

在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服务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线，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

为中心环节，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担负起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

聚起来的政治责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2019 年 9月 20 日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十八

我说过，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

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

主的重要制度设计，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人民政协

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既秉承

历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

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



（2019 年 9月 20 日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十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

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

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巩固和发

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

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全体

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

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

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

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

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

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

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

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工作上来。

（2021 年 10 月 13 日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二十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

形式。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

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

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

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

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发挥人民政协作为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

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完善人

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

（2022 年 10 月 16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

二十一

“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

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

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

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

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

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



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

新。

（2023 年 6 月 2 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 2月至2023年 6月期间有关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全面发展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节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