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

一、爱国民主运动的新发展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继续

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广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

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因而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

而是在“反迫害”的旗帜下展开斗争。1947 年 10月，浙江大学学

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到非法逮捕，惨死狱中。杭州、南京、上海、

北平等 12个城市的 10万余名学生掀起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

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1948年 4月，华北学生为抗

议当局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而开展“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

并同平津地区教职员工为要求调整待遇而举行的罢教、罢职、罢工、

罢研、罢诊斗争相结合，形成声势浩大的四月风暴。5月至6月间，

又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由学生首先发动、随即得到社会各阶层响

应的反对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运动。

二、民主党派的历史性抉择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各民主党派和民

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

支持人民革命。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

内战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中

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

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

自治同盟。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



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

分子。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

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

性质的政党。在它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

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支重

要的力量。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

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从成立的时候起，大多

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

发展了这种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的争取和团

结的政策。无论是在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解

放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

认真听取它们的意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同它们进行协商，以便采

取一致行动。

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是各民主党派

在这个时期表现的主要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中

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48年

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本会当前之革命任

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

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

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

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各民主党派依据自身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



实现历史性的转变，这是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许多

民主党派的组织和成员，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做了大量的工作。

如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治宣传；利用同国民党的历史

关系， 配合中共敌军工作部门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同中共地

下组织配合开展群众斗争；从事反蒋的军事活动；在华侨中开展统

一战线工作；参与护厂护校斗争，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 等等。有

些民主党派的成员还为此献出了生命。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 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众

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三、协商民主

1948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

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五

一”号召。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1949

年 1月 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

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

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

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

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

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

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

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

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

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



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新中国和

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

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

的正确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

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它符合中国历史发展

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

士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