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11年春节前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

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中

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实践充

分证明，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

同心同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最鲜明的特质，是我们不断夺取革命、建设、

改革事业胜利的有力保证。”〔1〕这个讲话具有深厚的

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时代内涵，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体现了对统一战线本

质规律的科学总结，又揭示了各参政党及其成员鲜

明的价值追求，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与

和谐政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源泉。

一“同心”思想的内涵解读
“同心”思想深刻揭示了多党合作的本质内核，

高度凝练了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集中体现了多党

合作的政治优势，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的目标方

向。〔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进一步弘扬各民主党派

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不

断增强多党合作事业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强化政治共识，全面履职尽责，提升参政党建设水

平，必须准确理解“同心”思想的科学内涵。

（一）“同心”的基本含义

从词汇学的意义解释，“同心”指相同的心愿、

意志，即思想或认识完全一致；从政治学的视角看，

“同心”就是对个人或组织践行精神理念、价值取

向、行为准则、目标追求完全相同的正确诠释。就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来说，它既体现了统一战线和多

党合作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新时期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更高

要求。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来理

解：

首先，是党和人民群众同心。在中国共产党诞

生至今的91年历史中，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

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30余年进程中，人民群众普

遍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努力和关怀，增强了对党和政

府的信任感、支持度和追随情，密切了党和政府与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其次，是参政党与执政党同心。“共产党领导、

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是我国

特色政党制度的基本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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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主党派通过政治协商、参政

议政、智力支持、党派监督、社会服务等形式，在执

政党的引导下坚持政治发展道路，传承团结进步，

与共产党风雨同舟、戮力同心，不断深化团结合作

的政治共识。

第三，统一战线各界人士与党同心。参加统一

战线的，除执政党和参政党外，还有各人民团体和

各族各界优秀人士。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在活动参

与中，真实了解中国国情，增强社会认同感、责任感

和使命感，进一步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

结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第四，参政党组识内部同心。从个人来说，参

政党成员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并在其中受教育、起

作用、长才干，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从参政党来说，

通过加强思想建设、理论建没、组织建设、制度建设

等自身建设措施，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

不断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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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心”思想的本质要求

1.同心同德是政治立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永远跟党走，是“同心”思想的核心。回顾历史，

我们心潮澎湃：过去的91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波澜壮阔的91年，是不

懈奋斗、自强不息的91年，也是开拓创新、铸造辉煌

的91年。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肩负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任；只有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正确通达的发展道

路。多党合作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理想的共识，道

路的认同，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多党合作事业、团

结和凝聚广大民主党派成员沿着正确方向完成民

族振兴大业不断前进的根本前提。无论是历史的

回顾，还是现实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前瞻，我们都深

信：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莫测，不管敌对势力如

何甚嚣尘上，中国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参政党

要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持自觉接受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改革发展方向，大力弘扬

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优良传统，不断巩固共同团结

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协力构建“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和谐政党关系。

2.同心同向是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始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是“同

心”思想的基本要求。伟大的事业需要坚定的信念

支撑和推动。构建和谐政党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实现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

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

目标。目标就是方向，目标就是追求。作为与中国

共产党同心同德、风雨同舟的参政党，目标追求必

须与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坚持致力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切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

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正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和

力量，以强大的民族精神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致力

于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从而不辜负历史、国家和人

民赋予的崇高使命。

3.同心同行是政治责任。坚持和共产党同心同

行，共同推动各时期工作任务的落实，是“同心”思

想的具体体现。参政党践行“同心”思想，就是要以

共识坚定立场，以目标引领方向，以实践推动发

展。一是要服务于主题主线，就加快经济结构战略

调整、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等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深

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是要充分发挥党派的特色和优势，立足改善民

生，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深入实践，竭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千

方百计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三是通过实践，不断推

进和完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挥我国多党

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深入研究、分析、判断

我国当前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

题，广泛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努力提高政

治协商的质量，为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和依据。

二“同心”思想提出的重大意义
“同心”思想孕育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丰厚土壤，

发端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伟大实践。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各民主党派

从同情、认同到最终选择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与党同道相谋、同气相投、同舟共济，形成了

历久弥坚、牢不可破的“同心”品质，具有厚重的历

史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可以这样

说，“同心”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发展的重大成果。

（一）“同心”思想是多党合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国政治发展历史

经验时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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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79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召

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多党合作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

新阶段。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6字列入报告，这是对多

党合作认识的深化。2000年江泽民同志指出：“我

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于：共产党领导、多党派

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共产党和各民主

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

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互相监

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

“这既避免了‘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

荡，又避免了‘一党专政、缺少监督’造成的弊端。

我国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就在这里，同国外一党制

和多党制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4〕江泽民同志的这

种高度概括，充分揭示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

和强大生命力。在新时期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为完善和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做了大量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推动工作，采取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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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重大举措，在建党90周年前夕又特别提出

“同心”思想，这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一代又一代领导

人关于多党合作理论，充实和丰富多党合作思想的

重大成果，必将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

新的贡献。

（二）“同心”思想是多党合作在新形势下实现新发

展的需要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美国在次贷危机后

为重振经济而变得更为霸道，处处伸手；欧洲金触

危机深陷泥潭，难见曙光；北非、中东地区政局动

荡，乱象环生；东南亚少数国家在美国的挑唆下见

利忘义，挑起事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在钓鱼

岛问题上纠缠不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

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进行挤压、遏制，企

图建立包围圈，妄图阻止中国的崛起；等等。在国

内，虽然改革开放已进行30余年，但我们仍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

相交织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

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产

业和技术转移加速进行，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

机遇，需要不断进行观念转变、结构调整、经济转

型。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美国等一些

西方国家为了实现他们的全球战略利益，往往打着

“民主”、“自由”、“人权”等旗号，加大了对发展中国

家的政治渗透。国际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对我

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正加紧同少数台独、

藏独和疆独等分裂势力相勾结，不断对我国进行渗

透破坏活动，其渗透手段日益多样，形式更加隐秘。

参政党要充分认识这种态势的严峻性。我们

要充分发挥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

势，不断增强多党合作的活力，从而经受各种困难

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经济发展、政局稳定和社会和

谐的良好局面。因此，各民主党派需要在“同心”思

想的指引下，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认真贯彻和落实

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继承和发扬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提高自身素

质，增强履职本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

而努力奋斗。

（三）“同心”思想是多党合作作用发挥的重要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

历史，是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历

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坚持在思想上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目标上

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是各民主党派数十年

发展历程上形成的政治共识，是民主党派不断前进

的根本保证。历史告诉我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和建

设中，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高度重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

用，积极帮助和促进民主党派的进步和发展，支持

和帮助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

的协商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各项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执行，参加各项改

革和建设，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共同目标

和共同事业中，为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献计出

力、殚精竭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不容颠倒，

其核心作用不可低估。

在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

国内外局势、形势和任务，高瞻远虑，科学谋划，制

定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以确保党和国家各

项事业发展的正确前进方向；各民主党派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同心同德、群

策群力，充分调动社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

度地形成统一意志，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最

大限度地践行“同心”思想，不断增强多党合作事业

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这是新时期各民主党

派的重要使命。

三 学习践行“同心”思想，再创多党合作事业

新的辉煌
“同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历

史经验的总结升华，也是对多党合作未来发展的更

高要求，是新形势下多党合作理论的创新发展。在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征程中，各民

主党派要深刻领会、务实践行“同心”思想，进一步

强化政治共识，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进

一步履行参政党职能，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进

一步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努力构建和谐政党关

系；进一步搞好政治交接，推动多党合作事业世代

薪火相传。

（一）进一步强化政治共识，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政

治建设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与中国共产党风

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历程中取得的最基本、最重要

的政治共识。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社会适应性和

有效性，尽快消除至今仍然深刻制约和阻碍我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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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治发展的封建思想残余、集权主义和官僚作风

余孽、血缘宗法伦理和身份等级制度以及人治传统

和臣民文化思想影响，以尽可能地将民间的参政需

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

进而不断提高中共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

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当前以

及今后一段时期，各民主党派要在“同心”思想的指

引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突出“团结、

民主”两大主题，营造既融洽和谐、生动和泼、宽松

自由，又规范有序、渠道畅通、维护大局的政治氛

围，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既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又体现广泛民主，既保持一

致性、又体现多样性，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既

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利益，从而保

障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二）进一步履行参政党职能，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

展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使命，也是参政党践

行“同心”思想的重大任务。各民主党派要以贡献

才智、服务主题为大方向，围绕推动科学发展、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等最核心的

课题，聚焦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

革、保稳定等最紧迫的问题，集中考察调研，积极建

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参考，

共同谱写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新篇章；要更加

深入了解社情民意，积极反映所联系群众的意愿诉

求，多做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协助党和

政府做好团结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努

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要结合党派特色优

势，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开展感恩行动、温暖工

程、扶危济困、智力支持等系列活动，打造“同心”品

牌，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共同

创造改革发展成果惠及13亿人民的新辉煌。

（三）进一步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努力构建和谐政

党关系

进入新世记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世情、国情

和党情，“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参政党？怎样建设高

素质的参政党？”这一直是各民主党派积极思考和

认真探讨的问题。以改革创新精神对参政党建设

规律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参政党建设理论，推进学习型参政党建

设，切实提高参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应是参政

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与时俱进的重大课题，也

是巩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

度，构建和谐政党关系的现实要求。

加强参政党的自身建设，首先是要加强思想建

设。要把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

想建设的根本。“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组织或个人最

根本的思想观念，既主导着其整个价值观念体系，

也影响着行为取向及表现方式。”[5]民主党派建立符

合自己角色定位、自身特点以及时代要求的核心价

值观，不仅能使本党的优良传统以及与执政党亲密

合作的历史经验得到传承发扬，同时又能够实现优

良传统与时代特点的有效对接，使参政党传统特色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其次，要加强参政党

的理论建设。所谓理论，通常指的是“人们由实践

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知识的有系统

的结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理论成熟是政治坚

定的基础，思想路线正确是政治坚定的表现。作为

一个政党来说，具有独立性、系统性、指导性和时代

性，是其理论上成熟的标志。关于理论建设与思想

建设的关系，笔者十分赞同刘保明先生的观点，即

“理论建设决定着思想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思想建

设是理论建设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途径”；它们之

间“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区别：一是它们的功能不

同；二是它们的重心不同；三是它们的目的不同”。〔5〕

因此，加强参政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同样重

要，不能将理论建设从属于思想建设，更不能用思

想建设代替理论建设。第三，要加强参政党的能力

建设。在新形势下，加强理论创新能力、组织领导

能力、科学管理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

等，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已成为参政党一项刻

不容缓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参政党

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履行职能的需要，也是进一步

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第四，要加强参政

党的人才队伍建设。当今社会发展，人才是基础，

更是关键。加强参政党的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巩

固和发展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战略性工作，事关各

党派参政议政水平，事关各党派工作的顺利开展，

事关各党派自身建设有序发展，是特别关系到民主

党派作为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

声誉和兴衰存亡的重大课题。目前，由于多种原

因，参政党面临选择成员的空间余地较小，党派成

员年龄老化；专业知识结构单一，后备干部不充裕；

发展成员往往轻德重专业，德才兼备不够；党派特

色淡化，趋同性明显等现象。民主党派要切实把人

才队伍建设和人才战略的研究放在加强参政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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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规律探索、推进学习型参政党建设进程中更加突

出的位置，坚持组织架构层次论（塔尖、塔身、塔

基）、后备干部培养三段论（选、育、用）、成员发展多

元论和组织生活活跃论，积极开发人才资源，实施

人才战略，肩负起新世纪紧迫而重大的政治任务与

历史责任。

（四）进一步搞好政治交接，推动多党合作事业世代

薪火相传

政治交接既是人事的交替，更是“同心”思想的

传承。参政党搞好政治交接，必须进一步弘扬多党

合作的优良传统，教育引导广大成员继承和发扬民

主党派老一辈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

照的坚定信念，热爱祖国、心系人民的火热情怀，淡

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且不断赋予新的时

代内涵。必须进一步巩固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坚

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

重要政治准则，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

想追求和奋斗目标。今年5-6月，在中共四川省委

的支持帮助和省委统战部的具体指导下，各民主党

派四川省委会相继完成了换届的人事继替工作，组

建了新的省委会领导班子，一批政治坚定、年富力

强、德才兼备的后备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在这项

承前启后的工作中，各民主党派将换届作为“同心”

思想的贯彻过程，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

行过程，作为民主党派优良传统的传承过程，保证

了换届工作的园满成功。这次集中换届，换出了参

政力、创新力、凝聚力、影响力，为推动四川省多党

合作事业世代薪火相传提供了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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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he Practice of "Concentric" Thoughts Creating the
New Brilliance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Business

TANG Hua-sheng
(Journal Editorial Board of Sichuan Liberal Arts College , Dazhou, Sichuan 635000)

Abstract:Comrade hu jintao puts forward "concentric" thought which deeply reveals the essence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kernel, highly concises for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embodies

political advantage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goal direction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clearly . Participating parties' learning the practice of "concentric" thought should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that

one heart and one mind is the political stand; concentric cocurrent is political direction; concentric counterpart i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and scientific relations and logical connotation between the three aspects; we should also

deeply understand "concentric" thought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thought ,is

the need to realiz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party cooper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to realize the multi-party cooperation function. In the new journey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the democratic parties should understand and practice the

"concentric" thought, further strengthen political consensus, unswervingly promote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further perform functions of them, and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icipating parties itself, and construct the harmonious party relation; further

improve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romote the multi-party cooperation cause from our next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Key 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icipating Parties; "Concentric" Thought. Connotation; Mea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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