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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抗战胜利前后中共
关于

“
联合政府

”
的政治主张

张 斌

内容摘要 在抗战胜利前后,中 国共产党提出了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共同组建
“
联合政府

”
的政治主张,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一政治主张是中共分析了当时

国际国内各种情况后提出的正确的政治主张,是 中共废除一党专制、坚持多党合作、实

行民主政治等一贯政治主张的反映。实际上,中 共主张的
“
联合政府

”
也是ˉ个由国民

党领导的、各党派联合的、五权分离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取消

了一党独栽,实行了民选的五权分离的
“
内阁制

”
,具有很强的新民主主义成分和因素。

关键词 抗战胜利前后 中国共产党 政治主张 联合政府

与国民党建立
“
联合政府

”
,是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作为抗日

战争史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中共曾就此在一些历史决议和文件中作了原则性的评价。那么,当

时中共为什么要提出同国民党建立
“
联合政府

”?这个
“
联合政府

”
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府?中共

为什么要致力坚持
“
联合政府

”
的政治主张?本文拟就上述论题试作探究和分析。

人所共知,废除一党专制,坚持多党派合作,以争取抗战胜利,是中共一贯的政治主张。早在

19sT年 8月 ,中共中央在《抗 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
“
改革政治机构

”
,建立有各党派、各团

体革命分子参加的廉洁的
“
国防政府

”
的主张,其 目的就是为了使各党派在

“
国防政府

”
中能够民

主地制定和执行抗 日救国的革命政策,改变国民党在政府中一党专制的局面。1941年 1月 ,毛

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时,又提出了
“
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

的要求
[1]。

1943年 3月 ,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再次指出:国共两党果能
“
推诚相见,公平合理的解决各种问题,则不仅在蒋主席领导下,合作抗 日的最后结果,必然达到

驱逐日寇之目的,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也可以在蒋主席领导下,达到合作建设之目的
”[21。

这表明,“ 推诚相见
”
、
“
公平合理

”
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即只要取消国民党的独裁,按照有利于

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 日党派的关系的原则,不仅合作抗日可以在蒋介石领导之下,而且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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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国家政权也可以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实现共同建设的目标。19狃 年 8月 ,毛泽东在会见

美军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谢韦斯时亦进一步向他阐述了民主改革国民党政府是团结抗日和解决中

国内政问题的关键的思想[3]。

19狃 年 9月 15日 ,林伯渠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议上代表中共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解

决时局危机的政治方案 :“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 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

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 日党派联合政府。
”[5]从此,建立

“
联合政府

”
就成为中共争取民主争取和平的一面旗帜,为国统区人民指明了斗争目标。

19狃 年 10月 10日 ,纪念辛亥革命 ss周年时,周 恩来又发表著名演说《如何解决》,专 门就

建立
“
联合政府

”
的步骤作了具体说明,其中在

“
联合政府

”
的人选构成问题方面建议 :“ 各方代表 ,

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 )、 各抗 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

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 )、 各民众团体(分大

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 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

定。
”[5]显 然,这时中共主张成立的

“
联合政府

”
不是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而是以国民党为主

体、各抗日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

1,0s年 ⒋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精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
“
一般纲领

”
:“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 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

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

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Ⅱ“]他同时指出,由于

“
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

”
,“ 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

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 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

败日本侵略者
”
,因而,“ 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

”
就是要

“
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

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

央政府
”㈤。并且,他还提出了建立

“
联合政府

”
的两个步骤 :“ 第一个步骤,目 前时期,经过各党

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 ;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

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进而强调,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

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 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

可能的
”Ⅱ]。 这样,中共就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原则问题和具体问题、长远目标和当前目标有机

地统一了起来,从而使中共关于
“
联合政府

”
的政治主张臻于完善。

日本投降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继续坚持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的道路。19Js

年 8月 zs日 ,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正式提出 :“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的会

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

政府。
”[10]10月 10日 ,国共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又再次声明并一致主张要合作建国。

19弱 年 1月 ,国 民党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终于在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

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协会议上,通过了《政府改组案》等五项决议,继而不得不将中共关于
“
联合

'政府
”
的政治主张具体化。为此,周恩来指出:“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政协决议中承认了联合政

府。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
”[11]

此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积极为
“
联合政府

”
的实现不懈努力。然而,由 于蒋介石一意孤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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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尔反尔,干 同年 6月 底发动全面内战,并在 11月 15日 召开非法的
“
蒋记国大

”
。至此,“ 和谈之

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
”[12],中共同国民党组建

“
联合政府

”
的良好愿望也最终未能

实现。

纵观中共中央关于
“
联合政府

”
政治主张的提出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实行民主政治,是 中

共一贯的政治主张,随着形势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具体任务的不同,“联合政府
”
主张的具

体内容也发生了几次变化 :第一,从 1900年 9月 到 19+s年 4月 党的七大前,中共主张废止国民

党一党专政,建立以国民党为主体、各抗日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 ;第二,从党的七大到日本投降以

前,中 共在坚持上述主张的同时,又提出了在抗战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 ;第三,从 日

本投降后到 19“ 年 11月 伪
“
国大

”
的召开,中共不再提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而是继续坚

持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既然
“
联合政府

”
是中共在抗战前后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那么按照中共的主张和设计方略,

所设想的多党派合作的
“
联合政府

”
怎么合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府?

1.关于
“
联合政府

”
中各党派的地位及否决权问题。

蒋介石历来视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为非法,“ 历来的主张,就是要我们把军权、政权交出

来
”[131。 但是在政协的决议里,国 民党被迫承认了

“
联合政府

”
中
“
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

”
,“ 承

认了各党派的会议
”[14]。 因而当时中共也认为,国 民党为第一大党,“ 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

下
”
9“ 国府委员名额之半,由 国民党人员充任,其余半数,由 其他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

”[15]。 关

于否决权问题,政协决议规定
“
国民政府委员会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

有出席委员会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
”[161。 这就是说,国 民党虽然占有 1/2的 多数,但仍不

能完全把持和操纵国民政府委员会,只要出席委员中有 〃3者反对,便可不致轻易通过涉及施政

纲领变更等方面及性质的重要议案。由此可见,尽管
“
政协决议并未要求国民党交出大部分的权

力
”
,但 由于承认了各党派之间的平等合法地位,以 及必要的否决权,故 而组建这样的

“
联合政

府
”
,就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对于推进国家政治民主化无疑是一个长足的进

步。正如周恩来所说,“ 联合政府是取消独裁政府的方针
”[17]。

2.关于
“
联合政府

”
的构建形式问题。

根据政协决议的规定,未来的
“
联合政府

”
将以

“
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

”
,“ 国

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最高国务机关
”
,施行由孙中山先生倡导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权

分离建制,省市县
“
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现选民自下而上之普选

”
,“ 全国选民行使四权名曰国民

大会
”
。显而易见,如果遵循这些原则,未来的中国必将是一个

“
内阁制

”
、
“
国会制

”
、
“
省自治制

”

的国家。同时也表明
“
联合政府

”
在政治体制上采取了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基本

满是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

3.关于
“
联合政府

”
的政权性质问题。

按照中共当时的设想,一方面,由 于
“
联合政府

”
的主体和主要领导者是国民党,并且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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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采取了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这说明它还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

政的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又由于
“
联合政府

”
中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参加领导,以

及允许边区政府的合法性 ,“ 实行地方自治制则可保有人民的地方武装,如果国民党不按政协决

议办事,我们仍然可以保存实力和他们抗争
”[1:]。 所以,这样一个

“
联合政府

”
又不是纯粹的资产

阶级共和国,它有很强的新民主主义成份和因素。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按照中共的主张和设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内容不仅包括战时合作抗

日,也包括战后合作建国。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时就曾非常鲜明地提出,第二次国共合

作的目的在现在及将来
“
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

”[19]。 既然是合作建国,而且还是在国民党居于

领导地位和各民主党派都能接受的情况下,那么显然当时中共在政权上所能采取的首要策略和

最高形式,莫过于运用改革的手段,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府改造为各党派联盟组建的民主政权

即
“
联合政府

”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

“
联合政府

”
是

“
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
”lzO],是 民主的各党派合作的政府。

综上所述,中共所主张建立的
“
联合政府

”
不仅是一个以国民党为主体的

“
联合政府

”
,而且和

中共
“
七大

”
所阐述的战后建立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有很大的差异,与新民主主义的

一般纲领也还有很长的距离。中共还清醒地认识到,国 民党蒋介石
“
他能给我们什么呢?不是联

合政府。他能给我们的,就是参加政府去作客∵,“ 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

有什么合法
”D1]。 即便如此,中共仍然一如既往地和广大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一道,义无反顾地

朝着
“
联合政府

”
的目标勇往直前。

究其原因,可 以说是当时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急遽

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各

民主党派渴望消弭内战,休养生息,迫切希望通过和平道路把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

国家。一时间,和平、民主、团结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国际上,美国推行
“
遏制扩张

”
的全球扩张

战略,妄 图使中国成为一个受美国操纵的统一稳定的
“
强国

”
,但它同时也清楚地看到,国 民党政

府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 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D丬 。于是,美国执意上演双簧戏,派马歇尔

为特使来华
“
调处

”
国共争端,并于 1945年 ⒓ 月 15日 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 :“ 美国深知目前

中国国民政府是
‘
一党政府

`并
相信如果把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

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改革。
”lzs]而 且当时苏联的对华政策的基本精神也是希望

国共两党能够继续合作,建立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避免内战。因此,中 共认识到 :“ 全国

大部分人民要和平,全世界要和平,这个呼声,党不能不考虑。
”“

用和平方法实现我们的目的,可

能性大不大?不大,但要试一试。
”
∵因为人民有这种想法,所以要去试一试和平的但也是麻烦的

方法。
”[24]

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
“
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

甚多,困难甚大
”[251,~时 难以完成内战部署。同时,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人民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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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国统区各阶层人民反对内战的情绪激昂,国 际上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这就使国

民党政府
“
不能不有很多顾忌

”
,“ 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

”[26]。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三次电邀毛

泽东赴重庆
“
共同商讨"国家大计

”
,并表示要

“
共同戮力,从事建设

”
,“ 以建国之功收抗 日之

果
”lz9]。 种种迹象表明,建立

“
联合政府

”
有某种可能,尤其是政协决议的通过,使

“
联合政府

”
的

成立有了进一步的可能。

正是基于对时局形势的这一把握,即使在全面抗战爆发而国共两党谈判尚未破裂的时间里,

中共仍然高擎
“
联合政府

”
的大旗,并为之付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正如 19猸 年 1月 周恩来在政

协闭幕会上所说 :“ 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距离
”
,但是

“
我们中国共产党愿

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
”[2:],“ 因为毛

泽东先生和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
”[29],同 时

“
武装斗争、和平谈判都是

为着政协路线亦即联合政府的实现
”[30]。 因此,在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与国统区的旧民主主义

并存的局面下,就可以把建立
“
联合政府

”
作为走向新民主主义的起点,通过牢固争取可靠的同盟

军农民阶级,广泛开展
“
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

”[31],逐步排除资产阶级的领导,进而和平地争

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毫无疑问,中共主张建立这样的
“
联合政府

”
绝非不切实际的幻想,它亦与新民主主义的一般

纲领并不违背。正如 ”灯 年 9月 周恩来在《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报告中所指出的 :“ 党在

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建立新中国的

目的。那时和今天是不同的,今天要用武力才能实现这一目的。这两个方法不同,是不是有一个

对,有一个不对?”
“
我们答复 :现在对,过去也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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