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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作者之一、中共中央統
戰部副秘書長兼幹部局局
長張獻生在該書發佈會間
隙向本刊記者表示，2011
年以來，中央統戰部組織
民主黨派、部分省區市和
高等院校，就合理配置多
黨合作政治資源問題進行
研究，並針對目前存在的
重點難點問題提出了相關
政策建議。

多維度思考組織持續發展

張獻生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後，
中共的歷史方位發生了深刻變化，由領導人民為奪取全
國政權而奮鬥的革命黨，轉變為領導人民掌握㠥全國政
權並長期執掌政權的執政黨；由受到外部封鎖狀態下實
行計劃經濟領導國家建設的黨，轉變為全面改革開放條

件下實行市場經濟領導國家建設的黨。
「這就需要執政黨立足於世界政黨政治發展趨勢，從

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多黨合作政治格局和民主政治發
展的高度，多維度來思考和研究中國多黨合作政治資源
合理配置的問題。」張獻生說，「合理配置政治資源，
主要㠥力解決系統增長的無限性與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矛
盾，其任務是在系統平衡的前提下，實現組織的持續發
展和資源的永續利用。」

資源配置把握四條原則

張獻生指出，既要把握中國多黨合作政治資源配置的原
則和特徵，又要不斷完善民主黨派組織發展的相關政策。
他表示，多黨合作政治資源合理配置，是推進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必然要求，須把握四條原則：有利於
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有利於維護多黨合作的
政治格局，有利於提高多黨合作效能，有利於發展社會
主義民主政治。

與西方國家有本質區別

中國社科院5日在京發佈的上述藍皮書指出，人民民

主專政的國體和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從根本上決定了
中國多黨合作政治資源配置與西方國家有本質的區別，
具有主導性、包容性、共生性、邊界性。民主黨派的組
織發展政策，是多黨合作中政治資源配置的基礎。對
此，相關政策規定明確了「三個為主」，即以協商確定
的範圍和對象為主，以大中城市為主，以有代表性的人
士為主。
「主導性」指的是在中國政黨制度格局中，共產黨是

執政黨，處於領導地位，不僅佔有絕對優勢的政治資
源，且在政治資源配置中，具有主導權。因此政治資源
配置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體現「黨管幹部」、「黨
管人才」的原則。
而「包容性」指的是執政黨要廣泛包容和尊重各民主

黨派，不僅要「照顧同盟者的利益」，更要充分尊重民
主黨派的參政黨地位，保證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的政治
權利，合理配置與參政黨地位相適應的政治資源。

互動共生中促關係發展

「共生性」即參政黨在多黨合作政治格局中通過享有
一定的政治資源，行使政治權利，履行參政黨職能，與

執政黨團結合作，支持執政黨全面提高執政能力；執政
黨主動考慮民主黨派合理的政治資源需求，主動接受民
主黨派的監督。參政黨與執政黨互動共生，推動政黨關
係和諧發展。
至於「邊界性」，主要指多黨合作中達成的中共和民

主黨派配置政治資源的相應範圍和界限，具體體現在多
黨合作中相關的政策規定中。如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
明確了「一個參加、三個參與」，即參加國家政權，參
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
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
民主黨派等黨派幹部在人大、政府、政協的安排，也明
確了相應比例和要求，如全國政協委員中黨外人士佔
60%等。
曾在統戰部研究室工作近20年的張獻生指出，中國政

黨制度發展，不是結構性調整，不是方向性改變，不是
根本性變革，而是漸進中的適應性發展，是實踐中的堅
持與完善，是提高合作水平的開拓創新。「多黨合作中
一些重要問題，都需從政治資源配置的角度來解釋和回
答。下一步，我們還要對政治資源合理配置下功夫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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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統戰部提相關政策建議

統戰部副秘書長兼幹部局局長張獻生
表示，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政策，政策
性、政治性很強，要繼續堅持「三個為
主」的發展方針，注重政治素質，堅持
發展與鞏固相結合，不斷完善相關政
策，如在新時期適應時代要求，應賦予
「三個為主」新的內涵，包括重新界定
「大中城市」的概念等。

界定「大中城市」概念
縣域納專才

藍皮書指出，首先是豐富民主黨派組
織發展「三個為主」的內涵。與國家人
才發展趨勢相適應，在參考各民主黨派
目前主體界別分工和長期發揮作用方面
形成的傳統優勢基礎上，及時將一些新
興領域的人才納入民主黨派組織發展範
疇，擇優發展。
鑒於改革開放以來「大中城市」與行

政區劃級別的關聯度越來越小，一些地
區縣域經濟十分發達，經濟總量超過傳
統的中等城市，聚集了很多較高層次的
專業人才，應以經濟發展水平來定位
「大中城市」，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
人才分佈的實際狀況，㠥眼知識分子向
經濟發達地域流動的狀況，可考慮民主
黨派在一些經濟文化較發達、知識分子
集中的縣域有計劃、有步驟發展成員。

發展新社會階層人士
把好入口關

二是完善發展新社會階層人士的有關
政策。目前各民主黨派都發展了一些新
社會階層人士，包括私營企業出資人。
從對他們抽樣調查的情況看，80%以上

的人認同中國特色政黨制度，認同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進一步完善考察
程序，把好「入口關」，避免以經濟標
準和企業規模代替政治標準和代表性的
傾向。同時要研究安排使用的相關政
策。
由於新社會階層人士特別是私營企業

出資人政治訴求、經濟實力和活動能力
較強，部分人政治參與具有功利性，須
堅持正確的選人用人標準，在逐步完善
相關制度和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引導他
們有序政治參與。此外，要注意合理分
佈，繼續強調體現特色的原則，發展與
本黨派原有重點分工相關的新社會階層
人士，並明確各自的進一步分工。

堅持部分優才留黨外
建好參政黨

三是繼續把一部分優秀人士留在黨
外。中共作為執政黨，政治資源相對充
足，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也需要相應
的政治資源。把一部分優秀人士留在黨
外，是統一戰線的優良傳統，也是堅持
和完善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
制度需要。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社會
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共堅持把一
部分優秀人士留在黨外，研究制定了一
系列具體政策。
當前要繼續貫徹執行把一部分優秀人

士留在黨外的政策規定，特別是在高
校、科研院所等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地
方，對一些政治素質好、發展潛力大的
優秀人才，有意識地讓民主黨派去發
展，為加強民主黨派參政黨建設、提高
多黨合作水平奠定組織基礎。

加大黨外幹部選任力度
部分省市配備率逾四成

民主黨派換屆 首次實行「任期制」

中共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是堅持和完善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
治協商制度的內在要求。近年黨外幹部選拔任用方面的亮點紛呈，新
進展陸續有來。《中國政治發展報告(2013)》顯示，截至去年9月，內
地31個省（區、市）中，省級政府工作部門普遍達到了配備黨外幹部
不低於1/4的要求，一些省區市達到40%以上，最高的達到70%。
有的省份在如何落實黨外代表人士在人大、政府、政協安排的政

策要求上規定，黨外代表人士在省、市（州）、縣（市、區）人大代
表中不少於35%，在各級人大常委會中不少於30%。
在各級法院、檢察院選配黨外幹部擔任領導職務亦明顯增加。截

至去年9月，31個省（區、市）級法院、檢察院中分別配備黨外領導
幹部44人、347人。有的省市縣三級法院、檢察院領導班子中配備黨
外幹部達266人，配備面達97.8%。
此外，符合條件的黨外幹部擔任正職力度不斷加大。統戰部副秘書長

兼幹部局局長張獻生表示，選拔符合條件的優秀黨外幹部擔任行政正
職，是中央的一貫要求。這不僅有利於充分體現中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
度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民主的真實性，還能為黨外幹部成長提供必要平
台，全面提升其能力素質，更好地激發他們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
代化建設的積極性。「今後，黨外幹部任正職的比例將繼續增加。」

去年，民主黨派中央和地方組織完成換屆，在新老交替基礎上實現了
政治交接。統戰部副秘書長兼幹部局局長張獻生向記者透露，此次換屆
依據民主黨派章程有關規定，首次實行「任期制」，即「各級領導幹部
在同一職務上連任一般不超過兩屆，最多或特殊情況下不超過三屆」。
張獻生表示，任期制的實行，是民主黨派民主建設的重要舉措，

是推進民主黨派組織幹部制度改革的又一重要探索，對建立健全民
主黨派中央和地方組織領導班子成員正常退出機制，加強參政黨自
身建設，實現多黨合作事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有利正常進退 保持生機活力

新中國成立以來，民主黨派組織內部的幹部制度，經歷了從實際
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到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再到逐步推行任期
制的過程。從2002年開始，領導職務任期制被正式寫入各民主黨派
章程。2007年，各民主黨派在章程中重申了這一規定。張獻生稱，
這次換屆中「任期制」的具體實踐，既是對各民主黨派章程規定的
落實，也實現了與中共領導幹部任期制的對接。
張獻生進一步指出，民主黨派換屆實行「任期制」，亦有利於形成

正常的進退機制，從而有效化解了長期存在的領導班子成員「能上
不能下」的問題；有利於民主黨派組織內部新陳代謝，為更多的民
主黨派骨幹成員、代表性人士發揮作用提供舞台，使民主黨派領導
層不斷吐故納新，始終保持生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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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幹部局局長張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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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口號」65周

年座談會於4月27日在京舉行。 新華社

■今年2月，習近平、李克強、俞正聲等在中南海同黨外人士歡聚一堂，共迎新春。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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