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是九
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致公黨中央主席萬鋼、
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羅富
和、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齊續春、民盟中央常務
副主席陳曉光、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馬培華、農
工黨中央常務副主席劉曉峰，以及全國工商聯主
席王欽敏。除萬鋼、林文漪和羅富和外都是新當
選全國政協副主席的。

去年年底，就在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分別

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順利實現「新老交替」僅3
天，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俞正聲一起，一一登門走訪8個民主黨派中央和
全國工商聯。蛇年春節來臨之際，習近平邀請各
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到中南海共迎新
春。他說：「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
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對黨外人士而
言，要敢於講真話，敢於講逆耳之言，真實反映
群眾心聲，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此言一

出，海內外媒體爭相報道。
敢於講真話、敢於講不同意見。對此，九三學

社中央主席韓啟德應該感受最深。回溯至10年前
非典危機爆發時，這位北京大學醫學院的教授曾
聯名幾位學者致信中共中央，在促成非典疫情公
開方面起到推動作用。

「求同存異、增同化異、整合同異，從而達到
更高層次的協調統一。」韓啟德這樣形容民主黨
派與中共的關係。「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
相照、榮辱與共」是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
方針。

中共歷來重視從基層選拔幹部。本屆全國政
協副主席中，有幾位在「文革」期間還是最不
起眼的「小工人」。

1956年10月出生於山西平陸的中共中央統戰
部部長令計劃，1975年還是山西省平陸縣印刷
廠的一個普通工人。

1970年至1972年，王家瑞是吉林省長春市郵
政局投遞員、會計。這位現年63歲的河北秦皇
島人，由投遞員而至郵政局副科長、副處長、
副局長⋯⋯如今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已達10年。

1954年出生的壯族幹部馬，自1972年起在
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鋼鐵廠當了6年工人。

「文革」結束、高考恢復使他的聰明才智有了
發揮的天地。中央民族學院政治系畢業後，
他進入廣西壯族自治區計委計劃經濟研究
所；2008年當上了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
記、區政府主席。他在推動泛北部灣經濟合
作中成效顯著。

李海峰是新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的唯一女
性。這位1949年出生於河北樂亭的燕趙女
子，19歲遠離家鄉來到東北，當上了大慶油
田的採油工。多年來一步一個腳印，從普通
採油工而至中共大慶油田黨委常委、政治部
副主任、女子採油隊指導員，大慶市委常
委、市委政治部副主任、共青團大慶市委書
記，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副主
席，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副書
記、河北省副省長、石家莊市委書記、國
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如今已有近十年從
事僑務工作的經驗。

以俞正聲為主席的新一屆全國政協領導集

體在11日誕生。俞正聲代表2,200多名全國

政協委員和各級政協機構在閉幕講話中表

示：「我們要遵守章程、認真履責，堅持真

理、勇於直言，拒絕冷漠和懈怠；要善於學

習、勤於思考，深入實際、實事求是，力求

客觀公正，拒絕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主

張；要遵紀守法、克己奉公，厲行節約、勤

儉辦事，拒絕奢靡和一切利用權力或影響謀

取私利的行為。人民群眾對我們的監督是政

協委員履職的必要約束，要歡迎監督，將其

視為我們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並用實際

行動維護政協委員的良好形象。」新一屆政

協將廣泛匯聚民意民智，為國家的發展建言

獻策。 ■人民政協專刊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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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富力強匯精英
全國政協副主席由中

共中央推薦若干名現任
和離任省部級以上領導
幹部，連同八個民主黨
派和全國工商聯的主要
領導人擔任，還包括無
黨派人士、科技界、社
科界、經濟界、對外友
好界、少數民族界、宗
教界、特邀香港人士、
特邀澳門人士等界別有
聲望的人士。73歲的帕
巴拉．格列朗傑是資格
最老的副主席——他已
是第八次擔任全國政協
副主席。

作為中國民主政治重
要組成部分的民主協商
機構，政協委員的產生
方式與人大代表不同。
人大代表通過選舉產
生，政協委員則是通過
提名推薦協商產生。新
一屆政協領導機構是在
充分醞釀、民主協商的
基礎上，經過全體委員
投票選舉產生的。

人選建議名單在今年
2月26日至28日召開的
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
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確
定。2月28日上午，中
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
舉行黨外人士民主協商
會，就建議名單向各民
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和
無黨派人士通報情況、
聽取意見。民主協商會
上，各民主黨派中央、
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
黨派人士代表認為，中
共中央提出的人選建議
名單是在廣泛徵求意

見、充分醞釀協商的基礎上形成
的，一致表示擁護和贊成。

在此次政協會議上，委員們充
分討論了這一建議名單，並於3月
11日在人民大會堂投票選舉通
過。

一位多年在政協工作的工作人
員介紹說，全國政協新一屆領導
集體的產生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體現了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的要
求，反映了人民政協大團結、大
聯合的特點。

平均年齡63.7歲低於上屆 逾半擁碩士學位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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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關注的是，新一屆政協副主席中，地方主要領
導的比例大大增加，超過總人數的五分之一。其中有
三位省委書記：河北省委書記張慶黎、江西省委書記
蘇榮、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兩位自治區主席：寧夏
回族自治區主席王正偉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
而上屆政協副主席只有黑龍江省委書記錢運錄。

按以往的慣例，擔任政協副主席的地方領導將離開
地方崗位。在16日下午舉行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上，經新任總理李克強提名，王正偉被全國人大任
命為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

「一批具有豐富基層工作經驗的地方省級主要領
導進入政協領導層，可以把他們在地方工作時看到

的問題反映到政協中，再通過民主協商的渠道反映
到各級政府和部門。」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戴焰軍如
此分析。

「理論與實踐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不可或缺，
有機結合才能有『所用』。」本屆政協最年輕的副主
席王正偉（55歲）在兩會召開前接受採訪時說。身
為回族人，王正偉對回族的經濟文化頗有研究，是
一位「學者型官員」。任職期間，他跑遍塞上山川大
地，給自治區黨委、政府撰寫了大量有價值的調研
報告。

更加注重實踐經驗，無疑是本屆全國政協選擇領導
成員的一大特點。

地方大員比例大幅增

兩位金融家引人注目
從簡歷上看，23位全國政協副主席全部是大學本科

以上學歷，一半以上擁有碩士學位，多位取得經濟、
工學、法學等博士學位。「新人」中有兩位出自金融
界——央行行長周小川和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

「人民幣先生」國際具威望

16日，周小川被再次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
小川自2002年至今「掌舵」央行，此次以65歲的高齡
再次留任央行行長，迄今已歷四屆政府，若算上本屆
五年任期，將成為新中國在任時間最長的央行行長。

周小川在擔任上屆央行行長期間，金融風暴席捲全
球。2009年，他先後發表《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
思考(中英文稿)》、《關於儲蓄率問題的思考》、《關
於改變宏觀微觀順周期性的進一步探討》、《改革國
際金融監管體系的幾點認識》等四篇文章，在國際上
引起熱烈反響。當年12月，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選出本年度100名思想者，周小川因為「警
醒國際不應再倚賴美元」而名列第九。該雜誌評論
說：周小川大膽提出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
款權取代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加上他對美國經濟政策
的批評，顯示中國政府對自身經濟方針信心日增。

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周小川被部分海外媒
體稱為「人民幣先生」。對此他曾表示「不喜歡這個
稱呼」，他說，「如果因為我說話對人民幣有影響，
才叫我『人民幣先生』，我覺得這個稱呼不合適。但
如果是因為人民幣匯率改革，那倒是未嘗不可。」

去年9月，周小川獲得國際金融領域權威雜誌《歐洲
貨幣》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長獎。

陳元促成內地與港金融合作

當選本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另一位金融家、國家開
發銀行董事長陳元是「名門之後」——他是中共元老
陳雲的長子。多年來，因其在開發性金融領域的探
索，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被譽為「最有現代金融理
念的銀行家」；而他所領導的國開行，如今資產規模
僅次於工、農、中、建四大行，成為在全球市場極具
影響力的金融巨頭。

出生於1945年的陳元自幼隨父南征北戰，1964年考
入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1978年，時年33歲的陳元成
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研究生，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生院經濟系，師從著名經濟學家馬洪和于光遠。
從1982年開始，陳元先後擔任北京市西城區區委副書
記、書記，北京市委常委、市商貿局局長兼市體制改
革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其間他主持的西城區金融區規
劃和設計為今天的金融街勾畫了藍圖。

1987年11月，陳元出任中國人民銀行黨組副書記、
副行長，一幹就是10年。在此期間主管了中國現代化
支付系統（CNAPS）的建設，並促成了內地與香港的
金融合作。

1998年初，陳元受命執掌國家開發銀行。此後15
年，陳元一直在國開行「當家」。他帶領國開行率先
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成為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

「先鋒」，此後又相繼設立了香港分行與國開國際控股
公司，作為進軍海外市場的平台。

作為中國開發性金融業的開拓者和先行者，他曾入
選中國年度經濟人物。

新一屆政協領導大部分出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後，
平均年齡63.7歲，他們比第十一屆全國政協領

導集體當選之時的平均年齡（66.4歲）要小。
本屆全國政協領導集體最為引人注目的是，23名副

主席中「新人」比例大幅增加。除中共中央書記處書

記杜青林、西藏自治區政協主席帕巴拉．格列朗傑、
前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致公黨中央
主席萬鋼、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民進中央常務副主
席羅富和、前澳門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連
任外，其他16位都是「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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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投票選舉全國委員會主席、副主

席、秘書長和常務委員。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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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出身基層職工

民主黨派新老交替幅度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