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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对多党合作的理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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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 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改

造完成以后, 其性质已经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将长期共存; 民主

党派们需不断加以发展; 共产党既要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 又要给民主党派提供帮助; 共产党对

民主党派实行领导, 但要尊重民主党派组织独立和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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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 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

代杰出领导人之一, 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 对

多党合作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主要体现在五个

方面。

一、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

周恩来紧紧把握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分

析了民主党派的性质, 揭示了阶级的发展进步和民

主党派性质变化之间的关系。

建国初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期民主党派的性

质。1950年, 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

指出: �各民主党派, 不论名称叫什么, 仍然是政

党, 都有一定代表性, 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

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

他举例说: � 民建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当然里

面还有进步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民盟是一

部分知识分子的集团, 在阶级关系上有阶级联盟的

性质, 包括小资产阶级分子, 一部分资产阶级分

子, 还有极少数劳动阶级分子和一部分封建分子,

而以资产阶级分子为主。民革主要是从国民党中分

化出来的上层分子。 ∀ 这说明, 我国各民主党派的

情况虽有所不同, 但它们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 而

是具有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它们的社

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其知识

分子。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民主党派的性质发生

了根本性改变。1962年 3月, 周恩来指出: � 民族

资产阶级分子, 绝大多数是爱国的, 在社会主义改

造中已经取得了新的进步, ##他们在改造成为社

会主义劳动者的过程中是有成绩的, 他们中间有一

部分人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 � 知识

分子的绝大多数, 都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 接受

中国共产党领导, 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

毫无疑问, 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
他

从中国实际出发, 用发展的眼光, 重新认识民主党

派性质, 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 民主党派已经变成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二、关于民主党派的存在问题

民主党派的存在问题, 曾在我们党内引起过争

论。今天, 仍有少数同志对此认识不清, 重视不

够。周恩来充分肯定了民主党派存在的必要性, 对

其重要论述, 可以归纳为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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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党派存在与否, 不是主观因素决定的。

�党派的存在与否, 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

观愿望, 而是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 。&

第二, 民主党派可以提供多方面的意见。 �我

总希望通过他们知道一些不同意见 ∋因为 � 我们

总是跟自己同志在一起, 听说的话都是相同的, 有

点闭塞 。(而 � 各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方面不同 ,

他们那儿 �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 对中国革命和

建设是有利的 。)往往听取不同的意见, 能找出我

们工作中的不足, 发现问题, 有利于改进工作、弥

补不足。

第三, 思想状况不同, 要求有不同党派与之相

对应。 � 不仅在现在的社会时期, 就是社会主义建

成以后, 由于成分来源不同, 人们的思想动态还会

不同的。 ∗建国之初, 有不同的阶级类型存在, 在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 我们还会存在不同行业、

部门。这些不同成分的存在, 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

思想水准, 那么, 不同党派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

有了可能性。

第四, 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是我党的传统。新

中国成立后, 民主党派为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

改造作出了重要贡献。 � 既然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

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

主党派合作, 团结在一起, 那么, 怎么能够设想进

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就不能同民主党派、党外人

士继续合作下去呢? 这是说不出道理的。 ��� �一些

民主人士继续留在民主党派里面, 和我们一起合

作, 有什么不好? �� � 可是, 共产党内部总有一部

分人思想不通, 好像讲到社会主义, 就应该有一个

党才对。这是教条主义的态度。 ��!因为我们是从复

杂的阶级社会发展来的, �认为只要有一个共产党,

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这是简单的想法 。��∀周恩来有

力地驳斥了只要共产党、排斥民主党派的错误论

调。

�所以, 从种种方面来看, 我们这样的大国,

多一点党派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 对国家对人民的

事业有好处。 ��# � 我们应该继续同他们的团结和合
作 。��∃

周恩来还对民主党派存在时间作过明确的回

答。他说: � 一个阶级, 一个政党都有自己发生、

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共产党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消

亡的。 ��% � 民主党派究竟存在多长时间呢? 能不能

让共产党多活几年, 其它党派少活几年? 如果这样

想, 就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了。 ��& �我们没有理

由说谁先结束, 谁后结束。 ��∋ �我们党的寿命有多

长, 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 一直共存到将来社

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期为止。 ��(把民主党派的

存在和共产党的存在相提并论, 不仅使人能深刻理

解民主党派存在的时间问题, 而且更让人对民主党

派的生存、发展充满信心。

三、关于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

为了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倾向, 比较准确地

认识民主党派的内部成员的组成问题, 为组织发展

提供思想上的指导, 周恩来分析了民主党派组织成

员情况。他指出, 各民主党派中都有而且必须有进

步分子, 这样才能与我们很好合作。但不能把民主

党派搞成纯粹进步分子的组织, 若都是进步分子就

没有什么意义, 其中必须包括广大中间分子及一部

分右翼分子。 � 这样, 他们也就容易和劳动群众接

近。 �)�

做好民主党派的发展工作, 意义十分重大, 主

要原因是:

第一, 民主党派成员相对数量少。周恩来指

出, 建国初期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成员总数并不

多, 中国这样的大国, 当时有 47500 万人口, 有

100多万共产党员, 民主党派成员数与之相比, 显

得较为不足, 很不相称。

第二, 做好组织工作, 能够有效地影响其他群

众。针对当时中国除了无产阶级以外, 还有农民、

资产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状况, 周恩来指出:

我们要长期教育这些人, 不但要教育他们共同建设

社会主义社会, 还要把他们带到社会主义社会去。

为此, 就需要做好组织工作。假如做组织工作的同

志只想着党员, 想不到数量众多的人民群众是不够

的。民主党派对没有组织的群众 + + + 资产阶级、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职员等具有一定的积极影

响。我们希望民主党派存在并有所发展, 是因为我

们可以通过民主党派去团结、影响很多群众; 同

时, 经过这些党派的政治活动, 也可以锻炼、考验

这批人。

第三, 民主党派在人民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

要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民主党派把上层政治活动

分子组织起来, 在政治上与我们合作。民主党派的

成员在我们帮助下, 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

义, 我们就多了一批帮手, 这不是很好吗。同民主

党派上层先进分子合作, 以此带动一般的成员与我

们一道前进, 是我们实行多党合作的重要愿望和目

的之所在。

四、关于相互监督问题

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 就有一个如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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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互关系的问题。为了很好地处理这个关系, 毛

泽东提出了 �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的方针。之
后, 周恩来对相互监督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

出, 共产党是执政党, 应该首先由共产党接受民主

党派监督, 因为党外朋友大多是敢于提出不同意

见, 敢于批评对方的缺点, 对我们发展有利。多一

些监督, 做起事来, 往往要小心一点, 谨慎一点。

否则, 执政党容易滋长官僚主义, 脱离群众, 甚至

出现野心家, 背叛群众。当然, 共产党员首先要有

党的监督, 但整个党的工作, 就需要其他党派监

督。

共产党既要扩大民主党派的监督, 也要给民主

党派适当的有益的帮助。周恩来说, �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 实际上就是扩大民主。建设社会主义,

要相互监督, 扩大民主, 否则, 是很难做好工作

的。所以, 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 不能缩小。民

主党派对共产党实行监督, 就是承认民主党派的民

主权利, 也就是共产党实行民主的生动而具体的表

现。在接受民主党派监督的同时, 共产党负有帮助

和提醒民主党派的责任。要和民主党派结成 �诤
友 , 不能成为 �倭友 。民主党派在工作中可能出

现失误, 共产党 �对党外人士要从旁帮助, 好好与

他们商量, 提高他们的水平。 �) 在原则上, 共产党

决不能迁就党外朋友, 对民主党派给予适当的说

服、批评, 帮助他们克服某些缺点, 改正一些错

误。

五、关于共产党对民主党派领导的问题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 民主党派成为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政党, 但它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它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

革命实践中确立的, 并且是被广大人民群众公认

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

此, 一方面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独立, 处于平等

关系; 另一个方面民主党派又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

共产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 � 各民主党派应该
以 ,承认工人阶级为领导− 的思想作为领导思

想。 �)! � 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 党的中

央和各级领导机构 (省、市、县委员会等) 的领

导。起着主要领导作用的, 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

而不是个人。 �)∀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政策, 必须制

定成政策, 才能作为集体的意见、领导的意见。个

别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之间, 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

的关系, 是平等关系。共产党要实现正确领导, 领

导机关必须制定相应的正确的政策, 应当广泛地同

党外人士交友, 向他们虚心听取意见, 不能以领导

自居, 疏远、排斥、忽视党外朋友。

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实行领导, 但要尊重民主党

派组织独立和政治自由。周恩来特别强调: � 民主

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 在社会主义范围内, 按

社会发展规律办事, 天地很大, 可做的事情很多,

个人的活动范围也很大。 �)#这表明, 民主党派在共

产党的领导下, 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 有

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这种政治自由, 是适应社

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的自由。尊重民主党派组

织, 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 也是周恩来一贯坚持的

方针。

周恩来关于多党合作的理论思想, 奠定了多党

合作发展的理论基础, 它为后来多党合作理论的进

一步发展、完美提供了积极、有效的指导, 对多党

合作的继续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 �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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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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