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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认真研究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体系，是进一步加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体系》在总结我国多党合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别从逻辑体系、应用体系
和运行体系三方面，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逻辑体系，即基础理论，包括若干理论前提、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指导思想、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民
主理论基石等；应用体系，即解决多党合作实际问题的政策措施，包括我们党关于坚持完善多党合作
制度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等；运行体系，即运行机制，包括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结构、功能和具体
运作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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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织发展基本方针，从严掌握，择优、少量发展其中政治素质好、层次高的代表性人士。
（2）对私营企业主，民建可适当发展其中符合条件的代表性人士，其他民主党派可个别发展与本党
派重点分工范围相关的代表性人士。
对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各民主党派可少量发展其中符合条件的、与本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相关的
代表性人士。
（3）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加入民主党派除应符合《章程》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已作一
定政治安排或担任一定的社会职务；私营企业主还应具备以下条件：诚实守信，合法经营，遵纪守法
，热爱公益事业，在同行业中影响好，代表性强。
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代表性人士，需征得民主党派省级组织的同意。
发展私营企业主，应事先与其所在地的中共党委统战部门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并向工商、税务等部
门了解其经营、‘纳税情况。
新的社会阶层代表性人士加入民主党派后，应严格组织生活，加强管理，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
（二）关于组织发展的管理。
（1）加强考察。
发展成员应向其所在单位中共党组织了解其政治素质和工作表现，沟通情况，交换意见。
发展非户口所在地成员，应向其原单位了解情况。
（2）建立发展成员的培养教育制度。
发展前，一般应有6个月以上的培养教育期。
（3）建立新成员的教育培训制度，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新成员加强教育和培训。
建立成员动态档案，及时掌握成员情况。
纪要还明确了新建民主党派省辖市级组织、新建民主党派县级组织等政策。
　　五、搞好政治交接。
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政治交接是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的具体体现。
　　政治交接是多党合作实践中提出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这样一个特点：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改革开放和
经济建设都上一个新台阶，统战工作也随之上一个新台阶。
因此，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后，统战工作都形成一个鲜明的主题：十二大后，是“新时期统一战线
”，主要内容是拨乱反正和为经济建设服务；十三大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统一战线”，主要内
容是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统一战线；十四大后，是“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主要内容是做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统一战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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