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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

朱文显 傅昭中 杨洪茂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 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

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含

作。邓小平同志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再次指出: “在今后的

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在新的历史时期 ,

正确地认识这种合作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对于提高我们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自觉性,全
面开创社会主X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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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各民主党派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社

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一部分从旧统治阶级中分

化出来的爱国分子以及原来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实

质上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建立了

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关系o所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具体

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第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申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反对资产阶

级。自从18压0年鸦片战争起,中 国在世界上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掠夺下,逐步由闭

关自守的封建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象两座大山,沉重地

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成了中国经济落后、政治黑暗、人民痛苦的根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反动统治,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针对俄国东部各民族的特点,提出要他们
“必须以一般共产主

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即 “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

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
(《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Qd页 )接

着,列宁还亲自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了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进△步

指出: “在封建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 “
各国共产党必

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
(同上,第 2TJ页 )。 根据列宁的上述教导,中 国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分两步进行的,即第一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

之变成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在及时地提出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的同时,提出了

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并且预言:“ 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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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
”

(《 中围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促进

和帮助下 ,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 ,并

把国民党改组为有无产阶级先锋队员参加的民族民主革命联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是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决定的。在北伐战

争胜利进军、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周 恩来同志就正确地指出: “
我们共产党领导工农

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其要求不能超过民主政

治的范围。”
 (《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页) 在代表豪绅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民

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豪绅买办阶级的严重情况下,党的
“
六大

”
仍然正确地坚持了中国革命

的民主主义性质,发布了反帝反封建的
“
十大政纲”,继续实行在经济上保护资本主义的政

策。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一方面注视着民族资产阶级也受了

豪绅买办阶级的打击 ,其代表人物正在进行某种改良主X,运动的事实,另 一方面又指出我们自

己在根据地内对中产阶级的过左政策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提请中央注意加以纠正  (分别参见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8、 ss、 Gg页) o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即将土崩瓦解的全国解放战争后期,党

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不仅把
“
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而

且再三指示
“
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主义政策”,那伯是地主富农的工商业

也要加以保护,在土改中不得侵犯 (分另刂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Jg、 11sJ、 11Ts、 1168页 )o

总之,在党领导的整个民主主义革命阶段9无论是我们党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期,还是

被迫同资产阶级决裂的时期:无论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胜利发展的时期,还是暂时后退

的时期,都坚定不移地采取了保护资本主义的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做?毛泽东同志回答说 :

“
拿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

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更有利于

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

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61页 )

第二,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一个法宝。统一战线问题,就

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同盟军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就

巳经指出g “
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

到

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由

于敌人的强大,争取同盟军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争取的对象也应该更加广泛,即除了建

立工人1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全体劳动者参加的联盟以外,还必须建立全体劳动者同-切可

以联合的非劳动者的另一个联盟。这后一个联盟的中心问题,就是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党和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9把资产阶级分成两个部分 ,即 附属于帝国主义的

买办阶级(也称大资产阶级 ,后来发展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

称中产阶级 )。 毫无疑问,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 ,是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的,统一战线必须争取它们参加。但是,这个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们在

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动摇变节。买办阶级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怛由于这个阶级的各个集

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时候 ,属

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买办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定时期内参加这种斗争。这种

'极
其复杂的情况,要求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具有清醒的头脑 ,既要

∴反对把它们拒之门外的左倾关门主义∷又要反对在统一战线内放弃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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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饯战争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杌会圭义把一切工作归之手国民竞,白 动地放
∵

弃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因而在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的反击,导致了

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又实行关门主义政策”把民族资产

阶级当成
“
最危险的敌人

”,从而孤立了自己,给革命事业又造成了巨大损害。而在抗日战

争时期我们党建立的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由于我们坚持了独

立自主的原则,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

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就不但有效地团结了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制止了国民党的投降叛

卖活动,而且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了人民的胜利。历史证明:凡是我们党同资产阶级建立了

统一战线并在统一战线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时候,革命就发展、扩大、胜利,而没有统一战线

或虽有统一战线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使革命走上降落、缩小和失败的道路。正因为如
·

此,毛泽东同志把统一战线问题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9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半争

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之一 (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θ页) o

第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民主党派的历史性抉择。我国现有的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

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八个民主党派,绝大多数是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成立的。它们都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 当 1927年 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时候,坚持孙中

山革命政策的国民党左派禾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就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邓演

达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6年 被国民党反动派以 “颇覆政府”
等罪名逮捕的沈钧儒、

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等
“七君子”,都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

党派坚持抗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并且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 的 一 党 专

政。抗日战争胜利后,各民主党派响应我们党提出的成立包括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在内

的联含政府的号召,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民盟的负责人李公朴和闻一多也牺牲在国民党特

务的无声手枪之下。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召开伪国大的时候,各民主党派都拒绝参加 ,

同国民党彻底决裂,从雨使国民党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民主党派的这些斗争,有力地促进

了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绒争的胜利。

但是,在一些民主党派中也有一部分成员怀疑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人民革命的

胜利。他们把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看作是国共 两 党 的

“争权夺利”;在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饫,他们叉而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的进攻面前让步。他

们鼓吹中间路线,幻想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扶植,在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

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 找所谓 “弟三条道路
”。这实质上就是早已为中国近代历史

证明了的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珞 ,在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前夜 ,更是一种违反历史潮

流的反动主张。但是,即使这种主张国民党也是不允许的。1947年 10月 ,国民党宣布民盟为

“非法组织”,迫使其一部分领导人自行宣布解散,从而进一步证明一些民主党 派 的 成 员

“企图在国共两党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 ⋯就使他

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者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 (《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84页 )

第三条道路的破产,雄辩地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各

民主党派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才有自己光明的前途。所以,

在19硅9年 5月 1日 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后,各民主党派 (包括在香
:

· 5·



港重建的良盟)终手作由宁历史性的决择,它们纷纶萱布拥沪中国共产党的埤导,并接受竞
的邀请前来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二)

我国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了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派的合作,而且在建立了人民民主

专政的国家政权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着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派合作,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

个特点和优点。

第一,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是由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广泛的阶级联盟所决

定的。列宁说过: “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

的劳‘动阶层 (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殊形式

的阶级联盟,⋯ ⋯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这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

拥护耆和其他动楫的同盟者的联盟 ,有时则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
‘
中立者’的联盟。”

(《 列宁全臬》第2g卷第848页 )中国共产党运用列宁的这ˉ原理,从我国的历史条件出发,在建立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时,不仅有无产阶级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联

盟,而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还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权和社会活动中结成了联盟。这是因为,

中国的民族:资 产阶级不但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两面性,而且在社会主X,革命中仍然具 有 两 面

性。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代表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具有两面性。当革命

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时,一方面,它们希望发展资本主义,甚至少数人曾以投机取巧的办法

求得自己的发展,∶ 另∵方面,它们又有一定的爱国思想,拥护宪法,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此,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

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人士在内的广泛的阶级联盟是十分必要

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广泛的阶级联盟的体现。

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的一种具体组织形式是有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简称政协 )。 在1949年 9月 ,政协第

一属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定了起临

时宪法作用的 《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当时,

由于没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选,还 由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到

1θ 5攻年12月 ,由 于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巳

经公布,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才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作为中国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的组织单独存在。

周恩来同志在1957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昕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

说 :∶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工农联盟是基本力量,但是同时必须团结其他一切拥

护社会主义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和阶层。共产党领寻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就是全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具体表现。有了这样的统一战线,就能够更好地联

系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使 国家能够及时地采取适当措

施来调节他们的利益,正确处理入民内部矛盾。同时,通过团结在这样的统一战线之内的各

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就能够更妤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推进社

会主X,建设事业的发展。”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不断巩固,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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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发展,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取得的,但各民主党派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象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X,改造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是在民建、工商联及其他有关党派、团

体的协助下取得 决 定 性胜利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样艰巨细致的工作,也是在民主同

盟、民进、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团体的协助下获得显著成就的。

第二,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是彻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个重要环节。列宁曾经

指出: “彻底发展民主制,找出发展的形式,并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社会革命

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 (《 列宁全集》第2s卷第姓3g页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

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在本质上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是为人民的利益,为社会主义事业胜利

的民主,是广大人民享有管理国家权利的那样一种民主。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作为

人民一部分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在政治上的代表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

政权,参加管理国家和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是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在我国进

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中有劳动能

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

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入阶级的一部分。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

中所说g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
ˉ
圭

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这就是说,我国私有+ll

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产阶级成员的改造,以及对曾经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各民主党派的改造

是紧密结合在
一

起的。现在,我国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

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

力量。因而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中,各 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更是体现了广大人民是国家

的主人,体现了对国家的管理是人民的根本权利。

当然,我们在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绝不是说国家事务

要由共产党一党包办。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的: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 ,不

是ˉ党工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

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氵是固定不移的,是永

远不变的。”
(《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6了 页)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十分艰巨复

杂的事业,党为实现领导而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需要有一个听取各方面意见而逐步

完善的过程;加之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很容易使一些党员滋长骄傲自满情 绪, 沾 染

官僚主义习气。为了避免和减少共产党在领导工作中发生大的偏差和产生缺点错误后能及时

纠正,共产党必须接受群众的广泛监督。共产党固然应当首先接受广大党员和劳动人民的监

督,但同时也欢迎和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希望它们成为自己的诤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

说:民主党派 “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 我 们 工

作 中 一 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
(《 关于

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θ5了年版,第 43页 )由此可见 ,各 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互相监督 ,

民主党派对国家机关工作的协助和监督,是我国彻底发展民主制的一种具体形式。经过三十

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民主制是行之有效的,必须在今后的四化建设中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第三,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

发展。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进行过同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党人建立合作共事 关 系 的尝

试,但由于这些党派不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甚至进行反革命活动,因而没有成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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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否薷要共产竞领导卞的多竟派杏fi=-,圭要是取决手各囱的厉史条

件和具体情况9看是否对社会主义革命有利 ,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毛泽东茼志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 “我们只破

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太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 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第 724页 ) 到我国进入社会主X.社会以后,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所作的 《论十大关系》

的报告中又一次强调指出: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 是 几 个 党

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毛泽东选集》第五

卷第2了8页) 事实证明,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多党派含作,有利于加强和改菩共产

党的领导,使入民民主专政获得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亳无疑问9我国的多党派合作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同资本主义国家

各个资产阶级政党互相倾轧、互相攻讦、互相陷害的情况根本相反,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中的

领导党∵—共产党和参加政权的各个民主党派是互相监督、真诚帮助、亲 密 合 作 的。在我

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同时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各级国家政权,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都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参加。因此,我国没 有 什 么
“执政党

”和
“在野党”之分,不存在什么 “

轮流执政”
、 “上台与下台”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新

型的党派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项独创性的成功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太会上,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斯科奇马罗同志在致

词中说: “
有人不愿同共产党人采取任何共同行动,指控共产党人今天要求民主是为了明天

摧毁它9今天要求同其他党派采取共同行动是为了以后消灭这些党派并建立自 己 的 ‘
一党

专政
’。对这些人,我们可以用你↑I的经验去回答他们。你们的经验以雄辩的事实证明这种

指控的荒谬。在中国,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以后,其他党派也没有被消灭,而且正

相反,共产党自己要求他们并鼓励他们成为有政治作用和监督作用的日益积极的因素,这当

然是深刻的民主柑神的表现。汐
他还认为,中 国 “新的、独特的经验丰富了国际工入运动”。

我国政治制度的这一特点,对于社会性质或者斗争形势同中国相仿的兄弟党 ,不论在人民掌握

政权之前或者掌握政权之后,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三)

白从1976年10月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仝会以来,经过全党

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党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并且在各条战

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丁拔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党在新的历史时期

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白 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

技术现代化9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南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

党派合作,是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的需要。

第一,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含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十年

内乱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动乱和分裂是不能搞好建设的,而只能使建设遭到破坏,使我们

的国家倒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 “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

要矛盾
”9 “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 ,

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一定要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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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摇地团结一切订以团结的力皇,巩崮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各民主党派成员一般都年龄

大,经历长,熟悉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有新旧社会对比的亲身体会。他们在与共产党的长期

合作中,受到党的多年教育,政治上、思想上都大有进步。在万恶的林彪、 “四人帮”横行

的十年里,各 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9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

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他们拥护四项

基本原则,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一支重要

政治力量。

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含作,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进行有效的斗

争;有利于发挥各民主党派联系群众,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的联盟的纽带作用;有利于发扬各民主党派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优良传统,在自己的成员

和各自所联系的群众以及青年中 宣 传 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及时地正确地调

整各方面的关系,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顺利进行。

第二 ,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调动ˉ切积极因素9组成浩浩荡荡的新长征大军。工

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但是工入阶级在全国十亿人口中仍然是一个少数,共

产党员就更是少数,大量的工作要靠党外同志来做。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和科

学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大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极为艰巨的。只有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

党派合作,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共同奋斗。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 “全党一定要深刻的注意,千万不能只靠无产阶级的孤

军奋战,或者再加上农民阶级就可以完成我们所面临的宏伟任务。”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是科技,基础在教育。要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没有先进的

技术设各不行,没有掌握、运用、革新、创造先进设各的人才和具有先进管理知识的人才更

不行。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广大知识分子的艰苦工作和创

造性劳动。正如党的六中全会指出的: “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我国人口众多,怛知识分子所占比重很小。科学、技术和教育落后,专业人才奇缺,已经成

为实现四化的严重困难。各民主党派的成员不仅有为祖国出力、为四化多作贡献的强烈的政

治责任感,而 且 他 们 的成员和他们所联系的人们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有较

高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和丰宙的实践经验,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他们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精神资源的优势。他们分布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卫生 ,

新闻、出版、体育等各条战线上,是发展科学教育事业,进行四化建设的一支重要的依靠力

量。原工商业者中,不少人有比较丰宙的经营菅理经验和做经济工作的经验,是搞好企业管

理,发展国民经济的有用之材。

为着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各 民主党派已经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为四化服务的轨

道上来, 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充分

发挥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的作用,对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

平,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企业管理,加速四化

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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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主,实行共产竞领导卞的多竞派合作,有利手台湾囱归祖国,卖琬统一大Ψ。台湾白∴

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人民世世代代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台湾在

被割让五十年之后,才得复归中国,而随后由于国内战争重起,台湾又同祖国大陆分离达三
:

十三年之久。这是我们民族的深重的不幸。今天,中 国和世界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尽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裂的要求,已成为日益高涨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实现台湾回

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有利于加速全国包括台湾的经济建设,有利于远东和世界和平,是

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大事业,是我们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

1θ 79年元旦 ,全 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 《告台湾同胞书》 ,郑 重地宣告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

统一大业的大政方针。去年国庆节前夕9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同志又发表谈话 ,进ˉ

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最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

致蒋经国先生的信,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祖国和平统一的热情与诚意。信中说: “诚

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 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我国政府发表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既考虑到国家、民

族的根本利益,又充分考虑到台湾当局的处境、利益和前途,是合情合理的、切实可行的、

坚定不移的正确决策。

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需要有一个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邓小平同志说 :

“
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广大骨肉同胞在内 的 共 同愿

望,也是我们爱国统一战线所面临的一项光荣的神圣任务。爱国一家。走祖国统一的道路 -

就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现在,完成祖国的统一

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我们希望同台湾当局共同为祖国统∷携手迈

进。”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成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特 别是他们中间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

其他爱国人士同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密切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关

系。实行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合作,对争取台湾、港澳和海外华侨中 的爱 国 力

量,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实现,能起到共产党员

不能代替的作用。

总之, 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在中 国的运用和发

展,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决定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是我党一项长期的战

略方针。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仝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 “在民主革命时期,统一

战线是使我国革命得到胜利的一个重要
‘
法宝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它仍然发挥着十分重

大的作用。”只要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共产党还存在,就要坚持多党派合作,坚持党与非

党的联盟,坚持统一战线。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 “
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
”的方针,切实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

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真正建立起 “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的关系,使我国的多党派合作,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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