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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政党制度。
这项制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时刻，见证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
展现了一幅幅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历史画卷。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就是其中光彩夺目
的一页，成为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面对民族兴衰、国家安危，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在历史舞台上竞相角逐，各展其态。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以民族大义、国家兴亡、人民解放为重，引领中国人民拨开迷
雾，走向光明。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景。
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纷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
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从而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同情
和倾向中国共产党到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转变。
　　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
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就选择什么样的未来。
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之际。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大势，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积极投身人民
解放战争，共同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新中国。
以此为标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进而走上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光辉的发
展道路。
　　这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近代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一直在艰难曲折中摸索前行。
民国初年效仿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没能找到中国民主政治的正确方向。
国民党反动势力实行一党专制，违背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潮流。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开启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征程。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更加自觉地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和衷共济
，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汇聚强大合力，为最终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
重要基础。
　　60载沧桑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
中共“五一口号”提出以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经受考验，
共同赢得胜利，我国多党合作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光辉历程。
　　60年来，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矢志不移，攻坚克难，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追求变为现实
，把国家富强和生活富裕的理想付诸行动，把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不断推进到新的水平，以彪炳史册
的辉煌业绩，赢得了包括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人民的真心拥护。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也是我
国多党合作事业巩固发展的根本保证。
　　60年来，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挫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始终做到自觉接
受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不变，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和同心同德的政治态度不变，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
发展的奋斗精神不变，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践证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诤友、挚友，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力量。
　　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深根植、茁壮成长于中国的土壤，有效实
现了尊重多数与照顾少数、广泛民主与集中领导的统一，充分发挥了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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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重要功能，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共同筑起我国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
政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伟大的创造性和巨大的优越性。
　　当前，中共十七大已吹响了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号角，描绘了夺取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新胜利的宏伟蓝图。
要以纪念中共发布“五一口号”6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凝聚
强大的力量。
　　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开创的伟大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
理想。
推动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巩固发展，必须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进的航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不渝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共同理想信念、共同前进方向，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进一步打牢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
　　要着力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工程
。
推动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巩固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
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多建科学发展之言，多献共建和谐之策，多做富民惠民之事，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
　　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伟大创造，是亿万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激
发主人翁责任感的强大动力。
推动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巩固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发挥
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特点优势，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畅通和拓宽社
会利益表达渠道，使社会各方面的合理愿望和要求得到更充分的反映和实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道路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宽广。
　　要不断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多党合作在60年的风雨历程中，形成了坚持科学理论指导、维护共产党领导地位、热爱祖国、服务大
局等优良传统，成为弥足珍贵的政治财富和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
推动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巩固发展，必须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并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薪
火相传、发扬光大。
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需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搞好政治交接，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切实提高参
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能力和水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再谱团
结奋斗新篇、再创多党合作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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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六十周年纪念》共19万字，穿插150多幅珍贵历史
照片，翔实、形象、全景式地再现了“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背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
极响应的情景，以及他们奔赴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光辉历程，是一部了解多党合作光辉历史的重要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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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走向和平民主的可能　　1945年的时候，历史提供了中国社会走向和平民主的可能，虽然这
个和平之门刚刚被打开便倏然关闭了，但和平与民主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一
杆秤。
　　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蒋介石一次比一次急地敦促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似乎急切地要同毛泽东共商和平民主大计，而其真实
意图，一是蒋介石在当时不敢悍然发动内战；二是如果共产党不敢赴重庆谈判，就有理由说共产党缺
乏和平的诚意；三是如果共产党赴重庆谈判，就可以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同时有一个缓冲
的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面对这种形势，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
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和平、民主、团结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利益所在。
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同时，毛泽东也指出，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要学会在和平条件下进
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会上确定了对国民党的方针，提出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
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
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先行赴渝，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为
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说明了和平谈判的方针，准备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做
出某些让步，同时要求全党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集团的警惕和斗争。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
飞赴重庆，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走上街头，热烈欢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到来。
　　毛泽东抵渝后，同蒋介石有过几次面商。
国民党政府派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同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具体谈判。
　　谈判中争论最多的是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问题。
在这两个问题上虽然中国共产党做了重大让步，并提出过几个方案，但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你交出
军队，我给你民主”的方针，未能达成协议。
尽管双方分歧很大，但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这次谈判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途径，即“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
，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
主义”；并以“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是确认国民党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党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商谈召开政协等问题。
11月25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经过重庆谈判签订的《纪要》并没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而付诸实施更无任何保证，所以，毛泽
东回到延安之后就说：“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
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当然，纸上的东西也并非完全是空文，毕竟还有某些限制作用，有了这一纸空文还是比没有好：第
一，“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
他们的进攻。
”第二，中国共产党“取得能够适合我党现在力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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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蒋介石对共产党无论在形式
上还是本质上，都没有放在平等的地位上。
现在，不但蒋介石承认了，而且“我们的地位已为国内外人民所承认，这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
第三，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努力，国民党只好承认了各党派的地位，这就使各党派一致感到，“
因为有共产党才能有他们的地位。
”这些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是一条假和平、真内战的路线，“双十协定”刚签，蒋介石就下发了军
事进攻的密令。
国民党政府这种行径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反对，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重新调整了对华政策。
美国政府调回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的驻华大使赫尔利，12月15日，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
处”内战。
马歇尔来华的使命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代表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
国的统一”，并借以否定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的存在；同时，继续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往东北和华北
，以“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
同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赞同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
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并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与民主化，广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
机构中，并且必须停止内争。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抵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27日正式向国民党政府
代表提出先无条件停战，然后再开政协会议的建议。
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和民盟主席张澜先后致电国共双方，呼吁立即停火。
31日，国民党政府派出张群、邵力子、王世杰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进行具体商谈。
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
1月10日双方签署停战令，商定于1月13日午夜停战。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经过激烈的讨论，在
政府改组问题、军队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以及施政纲领问题上达成了五项决议，取得
了积极的成果。
决议包括：（一）确认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
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
（二）确定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实行以政治军办法；由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
、马歇尔组成）商定中国共产党军队整编办法并进行整编，同时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国
民党军队。
（三）改组国民党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政府，规定政府委员的一半由
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担任，而所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须有出席委员2／3赞成始得议决。
（四）宪法草案规定中央政府实行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中央与地方分权，省为地方
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
（五）限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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