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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团结联谊既是人民政协的初心,也是人民政协存在与发展的依据。 政协团结联谊工作在统一人民思想、凝聚

人心汇聚力量、化解各种风险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 但受思想认识、体制机制、能力水平等

限制,人民政协团结联谊功能发挥不充分。 新时代人民政协团结联谊功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构建

起大统战格局、发挥界别的独特作用、创新方法载体、完善体制机制、提升能力水平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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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政协是最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承载着

凝心聚力、团结群众、联谊各方的诸多功能,肩负着

最大限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

力量的任务。 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指出,人民政协要坚持在爱国、拥护党的领导

和社会主义事业、致力于民族复兴的政治基础上,
“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人,汇聚起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 [1]68。 他还要

求,人民政协要“拓展团结联谊工作,加强履职能力

建设” [2]。 这些论述为人民政协发挥团结联谊功能

明确了方向,是人民政协理论的重大创新。 新时代

要完成历史使命,必须树立大统战思维、构建大统战

格局,切实发挥和强化人民政协团结联谊功能,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贡献政协智慧和政协

力量。

一　 大统战视域下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团结联谊功能

的时代审视

(一)复杂的国际形势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政协

团结联谊功能

从国际环境看,当今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突出,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恐怖主义严重威

胁国际秩序和生命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给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威

胁持续蔓延。 随着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

心,西方敌对势力为遏制中国发展,不断利用民主人

权、政党制度、民族宗教、西藏新疆、港澳台等问题对

我国进行舆论攻击,“对社会主义中国,西方媒体总

是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丑化、妖魔化中国可谓无所

不用其极” [3]。 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不会改

变,台独、港独、藏独、疆独等勾联聚合,境内外“三
种势力”活动猖獗。 特别是 2020 年 1 月,“切香肠

式”台独的蔡英文连任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
给两岸关系新增了很多变数。 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

“2019 年台北法案”,公然阻挠其他主权国家同中国

发展正常关系。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把中国视为

“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后,
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疫情防控污蔑抹

黑、造谣生事,制造杂音和不良舆论。 随着新冠疫情

在全球范围的流行、传播与扩散,世界经济面临着系

统性风险,经济贸易受到严重冲击。 总的来看,世界

并不太平,中国面临着重大公共安全、环保、颜色革

命等重大考验和挑战。 这些考验和挑战不仅检验着

我国治理体系和制度的优势,同样也考验着作为国

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政协的应对能力。
各级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如何协调多元利

益主体,激发国家权力体系、市场结构体系和社会组

织体系的活力,如何发挥代表性强、联系面广、包容



性大的优势,更好地凝心聚力、团结国际国内各方力

量,为维护国家安全、顺利推进改革、促进祖国统一

等贡献政协力量,是摆在政协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

迫的任务。
(二)党治国理政新目标新任务对充分发挥人

民政协团结联谊功能提出了总方向和总要求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催人奋进,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阶层分化和思想

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利益格局不断分化,各种诉求显

著增强,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凝聚人心、凝聚

共识的难度更大。 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党的建

设、意识形态、外部环境等领域重大风险需要防范和

化解,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 “凡作事,将成

功之时,其困难最甚”。 截至 2019 年末全国农村贫

困人口还有 551 万人,到 2020 年 2 月底未摘帽贫困

县还有 52 个[4]。 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一些已脱贫人口存在返贫风险,一些处在贫困边缘

的人口存在致贫风险,在建立巩固脱贫成果的长效

机制上仍需众志成城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献计出

力。 2019 年年底以来的新冠疫情对人民生命健康

和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也对我国经济贸易活动和

产业带来不良影响,这些表明,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

挑战持续上升,短板、漏洞、弱项还有很多。 政协有

天然的统战基因,全国有 3000 多个政协组织、60 多

万政协委员,囊括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 9 个政党、
56 个民族、5 大合法宗教、34 个界别,有巨大包容性

和广泛代表性。 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如何发挥

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如何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贡

献力量,成为摆在政协的一项重大任务。 这些新任

务新挑战要求人民政协必须高举大团结大联合的旗

帜,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改革发展共识,协调关系、
化解矛盾、增进团结,广泛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磅礴力量。

二　 大统战视域下制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团结联谊

功能的主要因素

(一)思想认识因素:对人民政协团结联谊功能

认识不到位

团结联谊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人民

政协组织的重要特征。 人民政协的神圣使命是最大

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可以说,团结联谊是推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点

任务。 然而,有些党政领导干部把政协当成是“政
治花瓶”“休闲茶座”,认为政协仅仅是一种精英性

和荣誉性组织,政协委员就是“会议委员” “拍手委

员”,对政协承担的重要职能认识不清不深,对政协

团结联谊工作不重视,不闻不问不管。 有些政协组

织对团结和民主这两大主题认识不清,没有从大统

战思维上认识这一最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未把

思想引领、凝聚共识作为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
有的则认为政协的职能就是参政议政,把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搞好了就行。 有的把统战组织仅看成对口

协商的对象,有的仅仅把人民政协看作是一般性的

协商机构,对其作为最重要团结联谊平台地位认可

度不高,对政协团结联谊的理解不透。 总之,人民政

协团结联谊功能地位并没有形成全党全社会基本共

识。 事实上,人民政协时时处在一线要地,在凝心聚

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面前,人民政协均

不能缺席。 由于缺乏大统战思维,对政协委员过于

强调“虚位”,履职尽责自然不到位,做团结联谊工

作的意识自然不强。
(二)体制机制因素:人民政协团结联谊相关体

制机制未有效构建

发挥政协团结联谊功能,实现政协团结联谊功

能的常态化、长期化和规范化,关键靠体制机制。 长

期以来,团结联谊工作还缺乏平台和工作载体,联谊

面不广,活动不经常。 联谊工作资源较为分散,缺乏

整合,弱化了作用的发挥。 信息沟通不畅,不能实现

共享。 事实上,做统战工作的还有许多统战群团组

织,但这些组织之间联系不紧密,人民政协与这些组

织之间没有建立定期沟通协调机制,缺乏有效协调

配合,合力有待加强。 在工作中,有些统战组织各自

负责某一领域的统战工作,团结联谊对象比较固定,
工作对象相对单一,而人民政协团结联谊的对象涉

及面广,来自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领域范围十

分广泛,构成极为复杂,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也

加大了政协团结联谊工作的难度。 界别之间交流不

活跃,跨“界”不够,委员和界别群众交流不多,界别

特征不明显。 有的地方海外联谊会组织活力降低,
海外联络资源匮乏,对外知名度不高,海外联络工作

基础薄弱,无法彰显优势。 这更需要相关体制机制

的构建和完善,如政协联系委员、委员联系群众机

制、政协交流合作机制、调研协商机制、联谊保障机

制等。
(三)能力素质因素:人民政协团结联谊能力水

平有待提高

能力是政协总体水平的重要体现,能力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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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团结联谊的

质量好坏。 有的政协组织不善于做团结人、凝聚人

的工作,认识不到思想凝聚是团结联谊的基础,思想

政治引领能力不强。 有的不善于运用政策调节关

系、解决问题,遇到问题时任性随性、荒腔走板。 有

些单位或界别,把政协委员的名额作为一种奖励或

者待遇来提供和分配,没有从源头上把好委员“入
口关”。 有的政协委员“只入不出”,一些不作为的

委员长期滞留在政协组织内部,缺乏辞去委员职务

的“退出”机制,这无疑也会影响和制约政协团结联

谊整体效能发挥。 有的政协委员主体意识不强,不
注重学习团结联谊工作需要的各方面知识,自身立

场不坚定,政治把握偏离正确方向,经常摇摆不定,
做西方普世价值的“应声虫”。 有的政协委员不善

于联谊交友,不善于把团结联谊工作寓于履职之中。
有的不讲方法,对待联谊方法单一。 有的委员工作

被动,循规蹈矩,缺乏创新意识和干劲。 有的甚至把

“政协委员”当成“特权符号”,将其身份当作规避法

律法规的“挡箭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极大损

害了政协的形象。

三　 大统战视域下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团结联谊功能

的对策建议

团结联谊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 随着社会

的发展,团结联谊范围日益扩大、对象更加多元、难
度逐渐增大,人民政协应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特别

是顺应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求,加快实施“互
联网+政协”,探索发挥人民政协团结联谊功能的新

途径、新方法。
(一)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制度安排和政治组织最本

质的特征,也是强化人民政协团结联谊功能的根本

保证。 要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党委

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工
商联、民族、宗教、港澳台侨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各
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局面。 人民政协在大统战格局

中地位独特,是各部门开展团结联谊工作的交汇点、
结合点,是各方面共同的统战平台,要把出发点和落

脚点聚焦于广泛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助力增进最大

共识度、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 政协要

坚持上下配合、左右联动、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对外

联谊工作。 要加强与党政部门和工商联、青、工、妇
等人民团体的联合,加强与兄弟政协的交流联谊。
基层政协要加强与全国政协和省、市政协的联系,各
专门委员会要加强与上一级政协对口部门的联系,

在乡镇建立政协工作联络组,组织辖区内委员开展

履职活动。 各级政协党组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

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在
一些敏感点、风险点、关切点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强化政协党组织在政协工作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

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人民政协要积极

融入、参与推动党领导下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可由地

方政协主席参加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担任副组长,便
于加强政协与其他统战组织沟通协调,形成团结联

谊统战合力。 各地方可参照政协浙江省委做法,出
台部署《发挥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团结联谊功能

的实施意见与办法》,将团结联谊工作制度化、常
态化。

(二)发挥界别在团结联谊中的独特作用

人民政协的基础在界别,人民政协的活力在界

别。 界别是人民政协的组织基础,是政协履行职能、
发挥团结联谊功能作用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统一战线内

部结构变化,深入研究更好发挥政协界别作用的思

路和办法。” [1]72 一个界别就是一个联系群众的渠

道,要把密切联系界别群众作为界别工作的重要着

力点。 强化界别民意通道功能,确保“民意输入”的
广泛性、“政策输出”的及时性,切实做到关注民生、
履职为民,当好界别群众的“代言人”、党的政策宣

传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 可设置界别召集人,推荐

在本界别影响大、热心肠的委员担任,负责组织、联
络、协调本界别委员活动,收集和反映本界别委员的

呼声。 可建立界别委员之家,使之成为联系的纽带、
联络的窗口、联谊的场所。 各界别不仅要发挥独特

性作用,还可跨界别联合和上下级政协界别联动,各
施所长。 要鼓励界别群众自愿报名参加政协履职活

动。 应根据社会阶层和行业的变化,增设新的社会

阶层界、法律界、金融界等新界别,合并交叉重叠界

别,如青联界和中国共青团、科技界和科协界等,使
界别设置基本覆盖全社会各个阶层,彰显人民政协

代表性强、联系面广、包容性大的优势,体现统一战

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 要深入开展经常性界

别活动,注重从界别角度密切与各界人士沟通联系,
以最大的包容交朋友,以最大的诚意促团结。

(三)创新丰富团结联谊的方法载体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

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
河就是一句空话。 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

说一顿。” [5] 政协团结联谊功能的实现,重要的也是

要解决方法载体问题。 要积极探索政协团结联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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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法,实现在新时代条件下从“团结联谊了什

么”“团结联谊了多少”向“团结联谊出了什么效果”
转变。 要夯实基础,开辟畅通团结联谊的有效渠道,
搭建团结联谊平台,团结各方人才、联系各界人士。
要始终坚持平等意识,有平等才有沟通,才能达到平

等下的民主。 要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开通政协官

方微博,通过手机 APP 或者网站论坛等方式,建立

交流互动平台,将提案委、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以

及承办单位进行联接,方便各方共同沟通查询。 允

许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政协机关干部以电子邮

件、短信息、话题等方式进行互动,并附带提醒功能,
及时提醒承办单位分管人员及提案委的管理员。 坚

持传统方式与现代方法相结合,破除两种错误倾向:
要么低估网络的作用,要么过于夸大网络作用。 鼓

励专门委员会、界别和政协机关更加主动开展恳谈

交流、走访看望、真诚服务等行之有效的特色联谊活

动。 政协联谊交友,要掌握其内在规律。 联谊最要

紧的是平等,要循序渐进,因势利导,运用感情的力

量、真理的力量、舆论的力量,不断增强交友对象的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和政治认同。 探索创

新“团结联谊+互联网”方式,善于运用微博微信、门
户网站、移动客户端等新型媒体媒介,创新开展网络

议政、远程协商、在线联谊,实现线上线下互促共进,
使政协的团结联谊功能在平等议事、广交深交善交

朋友中得到充分发挥。 要进一步增强交友意识,以
共识为基础,以事业为纽带,提升交友能力,讲求交

友方式,要公私分明、坦坦荡荡,多交诤友、挚友、益
友。 鼓励支持政协社团组织立足自身特色和优势,
务实有效开展联络联谊活动。

(四)建立健全团结联谊工作体制机制

要完善团结联谊制度保障机制、日常活动机制

及目标管理机制,完善人民政协专委会联络界别、委
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工作格局和协调机制。 强化政协

团结联谊功能和统战工作深度融合,完善政协与统

战部、政协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定期沟通协调机

制、良性互动机制。 鼓励专门委员会、界别和政协机

关更多开展恳谈交流、走访看望等特色联谊活动。
人民政协应与民政部门、枢纽性社会组织加强联系,
邀请社会团体参与政协协商、视察、调研等活动。 要

拓宽政协团结联谊工作的对象和重点,关注新经济

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留学人员、新媒体

中的代表性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

代等人员,要加强对新社会阶层人士如民营企业和

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自由职业人、律师、评估

师、专利代理人、新媒体从业人员等的团结联谊工

作,培养和建议安排使用他们中的代表人士。 通过

“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以“乡情、亲情、友情”
为纽带,充分发挥海外联谊会、侨联、台联会的联谊

平台作用,加强与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及代表人士联

系,建立以海外侨胞、港澳台胞为主体的海外联络

网,深化与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和人士的交流,增
强其民族共同体意识、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要以港澳台侨资企业需求为导向,突出服务助力,维
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开展各种服务活动,在服务中增

进情谊,促进团结。
(五)提升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的团结联谊能

力和水平

人民政协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要切

实在人民政协履职工作中强化团结联谊功能,“在
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 [6]。 要明确政协

开展团结联谊工作的职责要求,鼓励支持政协社团

组织立足自身特色和优势,务实有效开展联络联谊

活动。 越是艰难困苦时期越能彰显政协组织和政协

委员的作为。 在这次抗击新冠病毒的战斗中,各级

政协组织和委员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重视发

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提高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

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 要让政协走进

群众、让群众走进政协,全面展示政协新形象。 政协

委员要懂政协,弄明白政协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
要懂政协的性质、政协的历史、政协的工作形式及特

点。 政协委员要会协商,坚持协商理念,运用协商方

法;政协委员要善议政,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提
高议政建言献策水平;要教育引导委员严守政治纪

律、廉洁纪律、组织纪律、群众工作纪律等;要不断锤

炼道德品行,以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工作实绩发挥引

领表率作用。 2018 年修订的政协章程新设立了“委
员”一章,要按照其中对委员的条件、职责、权利、义
务、产生、管理、退出等作出的规范,加强对委员的履

职培训,增强固守政治底线的定力和找到最大公约

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能力,把更多的人团结在党的

周围。 要积极创造条件,搭建更多履职平台,为委员

履职活动提供周到高效的服务保障。 要强化激励约

束机制,激发委员的履职热情。 要建立委员履职档

案,将团结联谊工作纳入履职重要内容,并进行评价

和考核,人人争当优秀,让自己承担的政治角色更加

亮丽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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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Unity and Friendship Function of
the CPPC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 United Front

WU Li-ping
(Hunan Province Party Institute and Huna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Changsha 410006,China)

Abstract:　 The unity and friendship is not only the original heart of the CPPCC, but also the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
ment of the CPPCC. The work of the CPPCCs unity and friendship has an indispensable and irreplaceable unique role in unifying
peoples minds, rallying peoples hearts and gathering strength, resolving various risks and contradictions, and promoting social harmo-
ny. However, due to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ability levels, the unity of the CPPCC ’ s unity and
friendship has not been fully utilized. In the new era, the function of the CPPCC ’s unity and friendship can only be strengthened and
cannot be weaken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Great United Front structure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working on the unique role of the sector, innovating methods and carriers, perfecting systems and mechanisms, and improving ca-
pabilities and levels.

Key words:　 Great United Front;　 CPPCC;　 unity and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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