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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市级组织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调查与分析

———以衡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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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主党派市级组织积极参政议政，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

重参政议政轻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实效性欠佳。为促进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应该从两方面做出

努力: 一是民主党派市级组织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二是中共党委与政府部门应多途径、多方式支持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

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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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主党派作为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必须充

分发挥自身的政治职能和优势，“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通过为经济建设服务，不断充实和丰富参政议政内容”［1］。

为了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市级组织的自身建设、更好地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开展了“民主党派发挥自身优势服

务衡阳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分析民主党

派市级组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不足与原因，并提

出对策措施。

一 衡阳市民主党派组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 一) 衡阳市民主党派组织基本情况与优势

衡阳市现有 7 个民主党派，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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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0 年 7 月，

衡阳市 7 个民主党派共有成员 2575 人，平均年龄 49 岁，其

中，男 1623 人，占 63． 0%，女 952 人，占 37． 0% ; 大专以上文

化程度 2140 人，占 83． 1% ; 绝大部分具有中、高级职称，其中

高级职称 795 人，占 30． 9%。各民主党派成员主要分布于文

教、医疗卫生、科技、经济等领域，其中教育界 835 人，占总人

数的 32． 4% ; 医卫界 633 人，占 24． 6% ; 经济界人士 404 人，

占 15． 5% ; 新闻艺术界 146 人，占 5． 7% ; 科技界 128 人，占

5. 0%。衡阳市民主党派组织具有高学历、高职称、年龄结构

合理、专业结构交叉、成员分布广泛的特点和优势，为服务衡

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和智力保障。
( 二) 衡阳市民主党派组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主要成绩

本次调研主要从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三个方

面对衡阳民主党派组织服务衡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调

查。考虑到民主党派市级组织的实际情况和政治协商高层

次的性质，本次未将政治协商工作纳入调查范围。
1、参政议政工作成绩显著

对近三年衡阳民主党派组织参政议政工作情况进行了

调查、统计，发现有以下几个亮点。
( 1) 政协提案的主力军

政协衡阳市第十届委员会共计委员 415 人，其中民主党

界别 72 人，占 17． 3%。

本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共计交办提案 390 件，其中民主党

派界别提交提案( 含委员提案和民主党派集体提案) 183 件，

占总数的 47%，民主党派界别委员人均提案 2． 5 件。而其他

界别委员人均提案数为 0． 6 件。民主党派界别委员人均提

案数是其他界别的 4 倍。
本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共计交办提案 400 件，其中民主党

派界别提案 204 件，占总数 51%，民主党派界别委员人均提

案 2． 8 件。

民主党派界别委员的提案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在

提案质量上也是首屈一指。政协衡阳市第十届委员会一次、



二次会议共评选出 40 件优秀提案，其中 21 件为民主党派界

别提案，占总数的 52． 5%。民主党派界别提交的提案因其质

量高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民建衡阳市委、政公

党衡阳市委等提交的提案《对接长株潭实验区，加快衡阳发

展》得到了中共衡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发改委组织

有关部门进行专题调研，形成了“衡阳市‘3 + 5’城市群建

设”的战略思路。
( 2) 积极反映社情民意

课题组就 2007—2009 年民主党派组织反映社情民意的

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2007—2009 年衡阳市政协《社情民意》汇总表

年度
市政协《社情民意》

采用稿件数
采用稿件中由民主
党派撰写的稿件数

民主党派撰写的
稿件数占总数比例

2007 106 95 89． 6%

2008 140 126 90%

2009 137 101 73． 7%

2007—2009 年湖南省政协《社情民意》

采用衡阳市政协稿件汇总表

年度
省政协采用

衡阳政协的稿件数
其中由民主党派

撰写的稿件数
民主党派撰写的

稿件数占总数比例

2007 － － －

2008 14 13 92． 9%

2009 47 38 80． 9%

此外，2008 年以来，衡阳市政协提供的社情民意稿件有

9 篇被全国政协采用，均为民主党派供稿。民主党派反映的

社情民意稿件有些是关于全局性的问题，但更多的反映衡阳

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建议我市

从零就业家庭中招聘交通协管员》、《衡州大市场经营环境急

需整治》等等。这些社情民意稿件为衡阳市委、市政府科学

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 3) 专题调研影响广泛

围绕经济建设中心，进行专题调研，是民主党派参政的

另一重要途径。近三年来，衡阳市各民主党派组织每年都会

围绕中共衡阳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重心，选择一些具有综合

性、战略性、前瞻性的、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问题作为调研题

目，开展调查研究，并拿出了一些有分量、操作性强的调研报

告。如《“西南云大”经济圈调研报告》、《构建和谐衡阳的调

研报告》、《如何推进衡阳科技创新的调研报告》等等。这些

调研成果有些直接提交给了中共衡阳市委、市政府，有些以

提案形式提交给市政协或省政协，供中共党委和政府决策参

考。特别是 2009 年由市委统战部牵头、七个民主党派联合

调研形成的《“西南云大”经济圈调研报告》，以其详实的资

料、缜密的思维、精辟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赢得了中共衡阳

市委、市政府和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的高度赞扬，产生了广

泛的社会影响。

2、民主监督工作有起色

( 1) 民主监督制度得到完善

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担任特约人员是发挥民主党派民主

监督作用的一项有效措施。2005 年 11 月 21 日，中共衡阳市

委办公室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 ＜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人员工

作的意见 ＞ 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

见》就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人员工作的

意义、特约人员的基本条件、职责、权利、责任及考核工作等

方面进行了规定。为此，衡阳市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共

聘请 100 余位民主党派成员担任特约监督员，基本上做到了

全覆盖。
( 2) 民主党派成员履行监督职权，直面国家机关的问题

一些民主党派成员站在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利用提

案、议案、社情民意等参政形式，直面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存

在的问题。如民革衡阳市委，在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交的

提案《加强和完善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的几点建议》，尖锐地

指出了“有些部门或单位对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视而不见、

闻而不办、办而不实”的问题，并建议“把党派监督与党纪监

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人民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密

切配合”，以增强民主党派实施民主监督的实效性。类似提

案、建议还有《关于完善听证机制防止“听证作秀”的建议》、
《关于规范教育收费的提案》、《关于加强政府廉政建设，构

建和谐衡阳的建议》等等。民主党派的这些意见和建议无疑

对于促进衡阳市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廉政建设起到了有益

作用。
3、社会服务成绩斐然

衡阳市各民主党派在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

的同时，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活动，包括扶贫开发、

引资融资、科技服务、义诊送药、救灾捐款。据不完全统计，

2007—2009 年间由衡阳市民主党派组织各类招商引资累计

5000 余万元，开展的义诊、送药和健康活动 20 余次，开出处

方 5000 余张，发放医疗宣传资料 10 万余份，免费送药价值 5

万余元，向灾区累计捐款 300 余万元，捐物价值 65 万元。

总之，衡阳市民主党派在中共衡阳市委和民主党派上级

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职能，在服务衡阳地方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
( 三) 民主党派服务衡阳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不足及其

原因分析

1、存在的不足

( 1) 重参政议政，轻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两大重要职能，但是

调查了解到，在民主党派履职实践中，存在重参政议政、轻民

主监督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主监督方面的内容比例偏小。调查显示，我市

各民主党派的提案、议案、社情民意信息稿件等参政载体中

属于民主监督内容比例严重偏少，具体统计数据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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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第十届政协委员会一次、二次会议民主党派提案分析表

衡阳市第十届
政协委员会

民主党派
提案数

属于民主监督
内容的提案数

民主监督内容
提案占的比例

第一次会议 183 件 13 件 7． 1%

第二次会议 204 件 13 件 6． 4%

民主党派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稿件分析表

年度
衡阳市政协《社情民意》
采用民主党派信息稿件

属于民主监督
内容的稿件数

民主监督内容
稿件占的比例

2007 106 件 6 件 5． 7%

2008 140 件 13 件 9． 3%

2009 101 件 15 件 14． 9%

第二，特约人员工作不理想。尽管衡阳市有关政府部门

和司法机关聘请了民主党派成员及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监

察员，并于 2005 年 11 月 21 日，中共衡阳市委办公室下发了

《关于贯彻落实 ＜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聘请

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人员工作的意见 ＞ 的实

施意见》。但是，这一工作开展得不理想，有些部门虽然建立

了聘任监察员制度，但几乎形同虚设。

第三，人大代表中民主党派成员偏少。2005 年颁布实施

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

党派成员发挥监督作用的重要机构，在各级人大机构中要占

适当比例。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共计人民代

表 2978 名，其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888 名，占 29． 8%。

但是，衡阳市民主党派成员在同级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严重偏

低。衡阳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共有 537 名，其中只有 10

位是民主党派的成员，占 1． 8%，市人大常委会 39 名委员中，

民主党派成员只有 3 名，占 13%。

需要指出的是，重参政议政，轻民主监督，并非衡阳市民

主党派组织独有，其它地区的民主党派组织也存在“参政议

政有余，民主监督不足”的问题［2］。导致民主党派民主监督

工作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理论上民主党派的参政党性质淡化了民主监督职

能。民主党派职能通常概括为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与民主监

督三大职能，或参政与监督两大职能［3］。那么，随着参政党

概念的提出和民主党派参政党性质的强调，在理论上民主党

派的监督职能被淡化。

其次，实践上民主党派作为监督主体相对监督客体处于

劣势地位。民主党派实施民主监督的对象( 客体) 是各级政

府部门、司法机关等权力部门，而作为监督主体的民主党派

则无职无权。这样，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显得底气不足。

其三，民主监督机制不完善。民主监督不同于参政议

政，民主监督含有对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甚至党委工作进行

评议、批评或否定的内涵。因此，监督对象对监督行为往往

会产生一种自然的抗拒力。这就需要有切实可行制度加以

保障。但是，我国民主监督的制度构建很不完善，缺少可操

作性，造成民主党派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的倾向。

( 2) 参政议政实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调查显示，民主党派市级组织参政议政热情很高，参政

数量非常可观，但是参政实效性并不理想。
第一，参政内容随意性大，缺少可操作性。有些民主党

派成员写提案、建议未作深入调查，应付了事。有些参政意

见要么言之无物，要么不合时宜，要么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的表面层次。此外，还有些参政意见则从某部门、某单

位的利益出发，要资金、要编制，争权力，争待遇，背离了民主

党派参政为公的性质。
第二，重复参政现象严重。由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日趋

同化，界别特色趋向模糊，致使民主党派在履行参政职能时

缺乏党派特色; 加之党派之间，成员之间欠缺协同与合作，导

致参政议政人云亦云，重复参政。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

题，不仅是民建关注的重点，也是其他民主党派参政的热点

内容。
第三，重建议，轻落实。由于缺乏考核制约措施，一些政

府部门对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不重视，不抓落实，导致一

些民主党派成员形成一种消极的心态，只关心参政的书面采

纳情况( 是否被领导批示，是否评为优秀提案，是否被编辑为

信息稿件等) ，而对于问题的落实和处理结果疏于关心，从

而，使民主党派参政的实效性大打折扣。
影响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实效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单打独斗，缺少集体组织。民主党派组织虽然人

才荟萃，但是存在党派成员欠缺合作，整体优势未能充分发

挥的问题。调查发现，有些党派的集体建议、提案，并不是有

效地组织党派内专家学者集体调研达成的共识，而是某个专

家学者的个人意见。
其次，知情渠道不畅。及时、准确、全面了解中共党委和

政府的政策法规、工作计划、措施文件等公共管理信息，是提

高参政议政实效性的必备条件。但是在民主党派的实际工

作中，存在严重知情不足的问题。由于情况不明或信息不及

时，民主党派往往无法做到事前科学参议，事中有效监督。
其三，缺少调查研究的务实精神。由于受到经费、时间、

交通、信息等条件限制，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在参政时不愿深

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闭门造车，这样提出的参政意见

不中肯、措施对策不切实际，严重影响了参政的实效性。

二 促进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对策措施

( 一) 民主党派市级组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1、加强思想建设，增强参政意识

民主党派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是我国现行基本政治制

度的根本要求，也是民主党派根本性质的必然要求。民主党

派必须“努力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不断加强自身建设。”［4］

加强民主党派的思想建设，就是让民主党派成员，特别

是新成员充分认识民主党派参政的重要性，培养民主党派成

员参政的政治热情、社会责任感及历史使命感，使民主党派

成员认识到自身“除了献身专业工作外，还必须深切关怀着

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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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变参政观念，坚持参政与监督并举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认识到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是

民主党派同等重要的政治职能。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主要

是监督“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 中国共产党和政

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 党委依法治政及党

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6］民主监督

的对象是行政机关和执政党决策层，监督内容是公共政策的

制定和执行情况。因此，民主监督相对于参政议政具有同等

的重要性，而且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民

主监督应逐步成为民主党派履职的核心职能。
其二，民主监督的实践更能体现民主党派的政治价值和

社会效益。民主监督含有对政府部门评议、问责、批评的内

涵，所以，民主监督具有批判性特征。民主党派加大民主监

督的力度，无疑有利于提升其政治形象，扩大其社会影响，以

及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总之，改变重参政、轻监督的传统观念和参政方式是民

主党派地方组织今后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3、加强组织建设，提高参政、监督能力

首先，加强组织领导。长期以来市级民主党派机关都未

设立履行参政党职能的专门机构。因此，我们建议在民主党

派市级机关设立专门的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的职能科室。
科室的职责主要是广泛发动党派成员积极参与参政、监督活

动，及时收集他们参政、监督的意见和建议，以及重大调研课

题的选题、审查、立项、验收、成果推广、意见反馈与评价。

其次，改进民主党派支部组织的活动方式。民主党派基

层支部开展活动基本上是联谊式的，以聚餐、娱乐、旅游为主

要内容，而很少体现政党的内容，这是与民主党派的政党性

质不相符的。建议民主党派支部改进活动方式，注重围绕履

行参政党职能开展一些支部活动，如社会调查、参政议政经

验交流等。
4、调整参政方式，提高参政、监督实效性

( 1) 坚持广泛性与权威性相结合，树立参政品牌

所谓参政品牌就是各民主党派利用自己的特色、优势，

集合本党派的人才、智力，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

持续性的调查研究，为党委和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权威性的

咨询意见。参政品牌由于具有权威性、持续性、实效性的特

性，对增强民主党派在政府公共决策中影响力、改善民主党

派的形象无疑十分有利。建议九三学社可在科技创新领域

形成参政品牌; 民建组织可在中小企业发展( 包括中小企业

融资问题) 创建自己的参政品牌; 农工党在医改、缓解看病

难、看病贵方面树立参政品牌，等等。
( 2) 坚持个人参政与集体参政相结合，整合人力资源

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专家、学者，由于受专业背景、工作环

境的限制，接触社会政治、公共管理的机会较少，对问题的观

察往往缺乏宏观性、全局性，有些意见难免失之偏颇。因此，

民主党派参政在发挥个人专长的基础上，必须整合人才资

源，形成合力，注重集体参政。所谓集体参政就是在民主党

派机关的领导和组织下，成立专题调研组，进行调查研究，写

出具有权威性的、高质量的参政意见。

( 3) 坚持党派特色参政与联合参政相结合，形成党派

合力

民主党派虽然具有行业分工的特征，但都是致力于社会

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存在诸多共性。因此，民主党派在保持

特色参政的同时，必须就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共性问题相互

协调、联合参政。比如: 新农村建设等问题，每个党派都可以

参政，为了避免低级的重复参政，有必要走党派联合参政的

道路。2009 年，衡阳市各民主党派联合调研“西南云大”经

济圈就是成功例子。
( 二) 党委与政府部门积极支持民主党派市级组织履行

参政党职能

1、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多党合作机制

为了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增强民主党派参政实效性，中

共中央先后颁发了 14 号文件( 1989 年) 和 5 号文件( 2005

年) 。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缺少配套的工作机制，给民

主党派地方组织履职造成一些困难。因此，就增强参政实效

性而言，必须进一步完善地方党派合作的工作机制，如建立

中共党委与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直接的对话机制; 进一步完善

参政载体的办理机制，使社情民意信息稿件、调研报告、评议

材料等参政载体也能做到限时办理、限时反馈处理结果; 进

一步完善聘请特约人员的工作机制，包括健全聘任单位的特

约人员工作管理与考核机制、完善对特约人员的考核制度。
2、扩大民主党派知情权

中共党委和政府部门应从加强多党合作的政治高度出

发，进一步增强公共决策透明度，扩大民主党派的知情权。

一方面中共党委、政府部门要定期邀请民主党派领导参加有

关会议，让民主党派及时了解公共事务管理、审批、决策等方

面的信息; 另一方面，对民主党派的调查研究和信息咨询，党

委和政府部门应给予热情支持，使民主党派能够获得有效、

可靠、全面的信息和材料。
3、增加民主党派机关的编制和工作经费

衡阳市各民主党派市委机关专职人员 3 ～ 7 位，这与民

主党派承担的职责和社会责任不相适应，与民主党派参政、
监政日益专业化、职业化的趋势不相适应。据了解，其它市

级机关也存在类似问题，“有的地市级组织有编制但没有人，

个别地市级的党派组织仅仅只有一个人—他既是主委又是

秘书长，同时还是工作人员，……党派机关缺编现象非常普

遍，有的地方缺编比率达到三分之一”［7］。因此，建议适当扩

大民主党派市级机关的编制，设立专门参政议政和民主党监

督科，充实民主党派履职的专业队伍。

经费不足也是制约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参政实效性提高

的瓶颈问题。建议适度增加民主党派市级组织的财政拨款，

除了确保民主党派日常开支和公务活动经费，应将民主党派

的调研经费财经单列，确保民主党派有足够专项经费从事调

查研究。
4、优化民主党派履职环境

首先，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舆论工

具，加大对民主党派履职活动与成就的报道，使全社会对民

主党派的工作性质和政治职责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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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更好地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和社会环境。其次，执政

党和政府部门本着“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原则，努力营造

一个宽松、民主的政治气氛，给予民主党派精神上支持，使其

放下心理负担，敢于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履行参政党职能。
其三，在政治上给予关心和指导。由于处于参政党地位，民

主党派成员，特别是民主党派机关专职成员的政治待遇、职
务升迁等方面相对于中共党员有明显劣势。今后，执政党应

该重视这一问题，在政治上给予更多关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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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DPMO’s Service to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Hengyang city as an example

TANG Chang-jiu，JIANG Yan-li，LI Peng-fei，LI kang-xin
(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Democratic parties municipal organizations( DPM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deliberating and administration of state af-
fairs and have made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in the service of the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but there are also some shorta-
ges，such as heavy participating politics?，light democratic supervision and poor effectiveness of participating politics． In order to pro-
mote DPMO better service to the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two efforts should be made: one is DPMO constantly strength-
ening themselves，the other? is CCP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upporting the democratic parties to perform functions of
participating politics from many ways．

Key words: the democratic parties; municipal organiz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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