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五一 口号
”

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伟大实践
钟 瑛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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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重温历史 ，我们可以

看到 ，正是 ７０ 年前的 １ ９４８ 年 ， 中共中央顺势适时发布的
“

五一 口号
”

，开

启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 。

一

、

“

五一口号
”

奠定了构建社会主义中国新型政党关系的基础

１ ９４７ 年全面内战爆发之初 ， 国内民主人士中的一些人对美国和国 民

党仍然抱有一丝的幻想 。 他们试图从反革命和革命两个敌对阵营中间寻

找一条
“

中间路线
”

。 １ ９４７ 年 １ ０ 月 ， 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中 国民主同盟 ，

国 民党独裁政府与各民主党派人士矛盾空前激化 。 １ ９４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 。 面

对当时国内局势 ，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 ，毛泽东 目光深远 ， ４ 月底他亲

自修改并发布了 《

“

五一
”

劳动节 口号 》 ，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 ，巩固

和扩大统一战线 ，

“

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 、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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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于 ５ 月 １

日在《晋察冀 日 报 》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 。

“

五一 口号
”

迅即传遍海 内外 ，

引起巨大反响 ，各民主党派积极热烈响应 。

“

五一 口号
”

不是宣传 口号 ，而是行动号召 。 口号全文共 ２３ 条 ，集中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及其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 ，也表达了全国

社会民众的内心要求 ，反映了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 。 从历史视角回看 ，

“

五一口号
”

是
“

民主统一战线争取革命胜利的具体指针
”

，极大地激发了

包括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反独裁求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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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和勇气 。 各民主党派先后发表通电 、宣言 、声明 ，热烈响应
“

五一 口

号
”

，都对新政协寄以希望和积极提出建议 。 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不断

通过举办讨论会、座谈会和发表文章 ，形成一个广泛而深入的新政协运动

高潮 。 由此 ， 以
“

五一口号
”

为号召 ， 中国共产党凝聚起最为广泛的革命力

量 ，加速各民主党派由 自发到 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转变 ，推进革命

形势的飞速发展和提前实现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

“

五一 口号
”

顺乎民心民意 ，合乎当时社会发展的时势要求 。 口号提

出
“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

的政治主张 ，是中 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

士民主协商的主题 ，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 、对中

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步骤和实现形式的具体描绘。 爱国与民主 ，是各

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并为之付出 了巨大努力甚至鲜血生命 。

在新政协筹备过程中 ， 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平等相待 、团结合作 、 民主协商 。

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密安排下 ，爱国民主人士 自 １９４８年秋陆续从全国各地

和海外奔赴东北解放区和河北平山 ，与中共共商建国方略 ，形成
“

万水朝

东
”

之势 。 从历史视角 回看 ，响应中共号召参加新政协运动 ，标志着各民

主党派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同情 、倾向 中国共产党主张到公开 自愿接受 中

共领导的转变 。 在筹建新政协的过程中 ， 中国共产党真诚团结 、坦诚协商

的胸襟 ，使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更加信赖中共

并坚定地承认其在中 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

此后 ，随着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各民主

党派同 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 由从前同中共合作 、接受中共

领导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转变为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 。 因此 ，

“

五一口号
”

的发布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

派的协商合作关系进人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

“

五一口号
”

所要构建的正是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内涵的新型政党关系 。

二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不断丰富完善
“

五一 口号
”

的发布 ，体现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民主形式进

行不懈的探索和追求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协商民主思想 ，符合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规律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 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 、

１５９



人民团体 、各界人士共同构建的政治文明成果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中 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

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与建设实践 ，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行 ，这种

体现新型政党关系的制度安排 ，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行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高

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丰富完善 。 尤其是中共十八大

以来 ，

“

协商民主
”

无疑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高频词 。 从中共十八大报告首

提
“

协商民主
”

、

“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

概念 ，规划部署
“

健全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制度
”

，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６５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着重论述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

，再到

《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 》 （２０１ ５ 年） 的颁发 ，表明 中

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更加成熟的认识和把握 。

“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

的提出 ，源 自 中国共产党清醒的理论 自觉和 自

信 。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科学执政 、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的重要精神品质 。 这种清醒的理论 自 觉和 自信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鲜明的

特征和力量源泉 ，体现为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 、

体现为创造性地回答当代人类社会和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 正因

为如此 ， 中国共产党才会既在理论上不断实现创新 ，也在实践中不断实现

超越 ，从而取得了举世瞩 目 的辉煌成就 。

“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

的提出正

是立足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 从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
“

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

开始 ，到
“

人民通过选举 、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

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是我国社会主义

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

，再到 ２０ ０８ 年 《中国的政党政治 》 （白皮书 ） 明确提

出
“

选举民主
”

和
“

协商民主
”

，长期的探索与思考为
“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

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２０ １ ２ 年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
“

健全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

，报告以大篇幅阐释 、规划协商民主 ，其重要性显

而易见。

民主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制度安排 ，这种安排要实现的 目标就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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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作主 。 从
“

五一 口号
”

的发布到
“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

的提出 ，从制度

设计上说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 ，构成了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制度优势 。 这种制度不仅解决了权力来 自 哪里的问题 ，还解决了权力如

何运行的问题 。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实践探索

的结果 ，是科学的实践总结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新发展 。

三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不断纵深拓展
“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

提出 以来 ，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既弘扬民主的价

值 、又注重制度建设 ；
既强调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 ，又鼓励人民群众更广

泛地参与政治生活 ；
既创造了协商民主的增量路径 ，又激活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存量资源 。 在我国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始终是社会主义民主相互

补充 、相得益彰的两种重要形式 。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不断发展 ，在

建立健全选举民主的同时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成

效越来越大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在探索中从多个层

面逐步推进 。 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后 ，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制度建设 ， 围绕
“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

的要求 ，在探索中从多

个层面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 。 ２０１ ３ 年 ， 中共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 ，从

我国协商民主的定位 、制度规范和渠道 、基本要求和内容等方面 ，全面系

统地勾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蓝图 。 ２０ １４ 年 ，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６ ５ 周年纪念大会上 ， 围绕
“

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
”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 、新的论断和新的阐释 ：

一是
“

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是中国

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

；
二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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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是

“

协商民主深

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
”

等 。 ２０ １５ 年 ， 中共 中央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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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 》 ，是中共中央首次以
“

民主
’’

为

核心主题颁发的纲领性文献 。 《意见 》立足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

的国情现实 ，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高度 ，就加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作 出 了总

体部署和顶层设计 。 此后 ，协商民主各个层面的具体制度安排也相继出

台 。 在中央层面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 》颁发后 ， 《关

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 》 、 《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

意见 》 、《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 》等随后也相继颁发 ，并作为相关

渠道的指导意见付诸实践 。 由此 ，

“

程序合理 、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

的框架逐步形成 。

以
“

五一口号
”

发布为起点 ，在不断纵深拓展的实践中 ，我国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显现出广泛 、多层 、制度化的实践特征 。 中共十八大提 出
“

健全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

以来 ，我国各级党政机关、政协组织 、社会领

域和基层组织都在积极进行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并不断取得显著成效 ，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创造与制度建设广泛存在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实

践之中 。 从政党协商 、政协协商 ，到立法协商 、行政协商 ，以及社会协商对

话 、基层协商民主 、网络公共论坛等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体现

为覆盖到中央 、地方和基层社区 ，体现为广泛 、多层 、制度化的基本特征 。

同时 ，全社会的协商民主观念 、意识和文化氛围正在逐步养成 。 人们对协

商民主的当代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同 。 人们普遍认识到 ，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符合我国国情 ，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 这种独特优势主要体现为 ：

一是协商民主具

有集思广益的优势 ；二是协商民主具有党派真诚合作的优势 ；
三是协商民

主具有达成广泛共识的优势 ；
四是协商民主具有低成本 、高效率的优势 。

随着改革发展的深人推进 ，尤其需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 。

而利益多元化是当下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治理这样的社会形态 ，处

理好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 。 发展协商民主 ，就为 日 益多元

的表达 ，提供一种制度性通道 ，来容纳广大群众参与和表达的热情 ，从而

扩大有序政治参与 。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动政府与群众的直接协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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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可以了解民情 、反映民意 ，有效回应群众的需求 、愿望 ，倾听民众的心

声 ，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有利于全社会形成理性 、文明 、

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氛围 。

中共中央发布
“

五一 口号
”

至今已有整整 ７０ 年 ，社会主义中国 已经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 中国共产党对
“

五一口号
”

精神真谛的秉守始终如一 ，

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定不移地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

摇 。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不断推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在民主观、 民主政治的本质 、 民主政治建设的基

本原则和实现途径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丰富和发

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开辟了人民 民主新境界 。 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制度 ，既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 坚信在中共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 ，我国的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一定会出现更加丰富的生动实践 ：协商民主广泛推进 ，使社会活

力充分释放 ；协商平台广泛汇聚 民意民智 ，实现与决策层便捷的通畅对

接 ；人人都有参与热情并负起责任 ，都能有机会对政策产生影响 。

“

五一

口号
”

开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已然证明 ，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制度有利于画好最大同心圆 ，汇聚全社会广泛正能量 ，是具有鲜明

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 、发展和贡献 。

（作者为 民建成员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 中 国研究所研究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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