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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
期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
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
广泛联盟。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
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
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促进祖国和
平统一，成为统一战线的两大任务。

“爱国统一战线”的提出和确立

1981年7月18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带着妻子和一对子
女，受邀接受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
会见。会谈中，两人如故人，谈笑间常有“英
雄所见略同”的火花闪现。

“这次会议国内外的反应很好，全会通过
的决议实事求是，公正地从政治上解决了历
史上的一些问题。”会见中，查良镛向邓小平
反馈了香港爱国人士对这次会谈前一个月
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及会议通过
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反应。《决议》中明
确指出，“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自
这次会议起，中共中央由文化大革命以来使
用多年的“革命统一战线”转而首提“革命的
爱国统一战线”。

由“革命统一战线”转提“革命的爱国统
一战线”，按照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不是
一般名称的变动，而是反映了国内当时阶级
状况和整个形势的根本变化。

按照《决议》新时期革命的爱国统一战
线的范围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切爱
国者（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
国统一的爱国者）的非常广泛的联盟。它除
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外，还包括一切热爱
祖国、赞成祖国统一的人，即使不赞成社会
主义制度的人，也要团结。

1982年12月，爱国统一战线的称谓、性
质和作用被写进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明
确指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
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
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
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
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
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在同月召开的全
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会议通过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中，又开宗明
义地对“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进行明确
表述，并申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
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

1986年11月召开的第十六次全国统战
工作会议又对统一战线的两个范围联盟进
一步明确：一个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爱国
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
一个是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
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这两个
范围的联盟构成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整体。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提出、确立，得
到海内外中华儿女广泛认同，成为实现中华
民族团结振兴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一面具有巨大凝聚力、感召力的旗帜。

新时期统一战线各领域方针政策的确立

“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不能因为是中共
党内会议，就不提意见。”1981年12月，在中
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著名民

族工商界代表人物、民建发起人之一胡厥文
与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联名致函胡
耀邦，向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和运用民主党
派、人民团体的力量，听取各方面代表人士
的意见要做到经常化、制度化等几点意见和
建议。

在胡厥文看来，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
的长期合作中，应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知无
不言、言无不尽。这封信在会上，也引起中共
中央的高度重视。胡耀邦在会议结束时所作
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两位诤友所提的建
议，指出二老知无不言提出的好意见，体现
了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
辱与共”的关系。

1982年 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报告进
一步明确：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
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
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1989年中
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中，将十六字并列，明确表述为：“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
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从党的八大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
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基本方针
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
共”的十六字方针的正式确立，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深刻内涵，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方针和处理
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要准则。

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不仅中国多党合作走上
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我国统一战线各领
域的方针政策都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1984年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的规定，制定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基
本法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固定下来，实现
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化、政策化和法
律化的三位一体。

1982年 3月 31日，以中央文件下发的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
点和基本政策》，则是中国共产党自新中国
成立以来，首次在宗教问题上所做的一次全
面系统的总结，对宗教问题特别是关于社会
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阐明了基本立场。

进入新时期，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重
新定位。1984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下发
的《关于统战部门知识分子工作的对象、范
围和工作任务的意见》中明确：知识分子是
建设社会主义的三支基本社会力量之一，在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具有特别重
要的作用；知识分子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党
外知识分子干部是新时期统战工作对象的
10项工作之一，统战部门应该从统一战线工
作的角度积极做好这项工作；党对知识分子
的工作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抓总，统战部门在
知识分子工作上处于配合和协作的地位，主
要是做有代表性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与此同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也成为新
时期统一战线的两大任务之一。1978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首次以“台湾
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代替了

“解放台湾”的提法，为制定新的对台方针
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78年1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
书》，并于1979年元旦发布。为加强对台统战
工作的组织领导，推进实现和平统一，1979年
12月，中共中央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同时
下设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为其办事机构。

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
和政策调整极大地调动了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无党派人士以及港澳台海外同胞积极投身
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在发挥人才和智力优
势、兴教办学、智力支边扶贫、开展对外联络等

方面，都能看到他们积极参与，把其作为为四化建
设知情出力的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8年底，全国各地
民建、工商联共发动会员，自办集体企业1200
多个，上缴国家税收7000万元，扩大安置待业
青年1.5万人。致公党也积极举办集体企业，安
排归侨、侨眷的子女等近2500人就业。

1987年和1988年，民盟两次对全国约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千名知识分子进行抽
样调查，分别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知识分
子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当前职称评审工作的调
查报告》，就知识分子和教育问题大声疾呼。到
1987年底，农工党各地组织共建立咨询服务机
构227个，完成咨询项目2102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专业人才，
积极开展社会办学也成为民主党派、工商联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
又一新领域、新途径。据不完全统计，到
1988年，各地民革组织和党员兴办了各类业
余学校253所，结业学员总数达78万人，在
校学员超过20万人。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区域极不平衡的特点，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还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
召，积极开展智力支持和扶贫工作。民进结合自
身特色，截至1992年，组织了3500人次深入13
个省和自治区的40多个贫困地区，指导技术开
发、中小学和幼教师资培训和医卫咨询，直接听
课受益者达44万人次。九三学社也发挥自身人
才优势，以大西南和长江上游经济开发为重点，
多次召开“振兴大西南经济研讨会”。台盟根据自
身优势特点，协助台湾中小企业来大陆投资和贸
易，协助引进台资实际投资金额达2亿多美元，
同时注意了解台资企业的困难和要求，为其排忧
解难，并协助当地政府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1985年10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次由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共同召开的
全国性为四化建设服务表彰大会，各民主党派
和工商联为四化服务的工作成果和其中表现出
的爱国热忱及献身精神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
也激发了各党派和工商联继续参与国家四化建
设，适应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承担好为现代
化建设献计出力的使命担当。

1983年9月20日，费孝通在江苏家乡调
查时写下了后来影响很大的《小城镇大问
题》一书，回到北京后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当
时全国政协的一些朋友参考。胡耀邦偶然看
到这本书，写下一段批语:“这本小册子是值
得一看的。费老毕竟是一位学有专长的学
者，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
定的思想启迪。”他把这本小子又推荐给党
内的一些同志看。费孝通知道了胡耀邦的
批示和推介后，感慨地说：“我当时并没有
想到这篇文章会到达胡耀邦同志的手里，
也没有想到他会愿意在百忙之中，把它看
完，而且还要推荐给其他同志们看。他也
不可能想到他这短短几句话，却打中了我这
个知识分子的心，真是做到了古人所说的，

‘人之相交，以心换心’。就是这点推心置腹
的话感动了我。”

若干年后，费孝通仍对这件事难以忘
怀：“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对我其后近
20 年的生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这
件事，我悟到了这正是统战工作的真谛，
做到了周恩来总理一再强调的，要党的领
导同志多交几个党外朋友。”

费孝通一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和诤友，提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也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

统战工作的真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7年
5月，针对社会上存在的轻视知识、歧视
知识分子的现象，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
在一次谈话中就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
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
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979年
6 月，邓小平指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
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
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
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从 1982 年 1 月到 1986 年底，为保证
全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的完成，有关
部门连续进行了四次全国性检查。1986
年第四次全国性检查结果显示:落实党的
知识分子政策的任务基本完成。这在
1983 年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六届全国政
协委员构成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大量知
识分子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六
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
占 44.5%；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科学技
术、经营管理、教育、文化、卫生、体育
等 各 方 面 的 专 业 人 才 占 代 表 总 数 的
41.5%。在六届全国政协 2036 名委员中，
文化知识界委员的比例是五届政协的两倍
半。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当选为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说明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一
步落实，也说明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信
任和期望。对此，一些知识分子感受很深
地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是‘座上
客’；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是‘阶下囚’；
现在我们成了‘主人翁’。”

知识分子重作
“主人翁”

油画《1979年的春天》描绘了1979年1月17日“五老火锅宴”情景。

团结一切力量大
统战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