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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中國在聯國一票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最能抓老鼠的好貓」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偉大政治創造
1.4萬字白皮書闡釋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25日發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

皮書。白皮書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

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

治創造。中國將繼續積極借鑒和吸收人類政治文明

的有益成果，但絕不會照搬照抄別國政黨制度模式，也不會將中國政黨制度

模式強加於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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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新聞辦新聞局局長、新聞發言人陳
文俊在發布會上表示，這部白皮書是在

2007年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中國的政黨制
度》白皮書基礎上，進一步反映新時代多黨
合作事業新發展、全面展現中國新型政黨制
度的重要文獻。白皮書全文約1.4萬字，由前
言、正文和結束語三部分組成，正文包括九
個部分，以中、英、法、俄、德、西、阿、
日等8個語種發表。

政黨協商發揮作用
白皮書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從中國
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是在中國歷史傳承、文
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的
結果。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創造了一種新的政
黨政治模式，在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顯
示出獨特優勢和強大生命力，在推進國家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發揮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也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作出了重大
貢獻。
白皮書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
度。這一制度既植根中國土壤、彰顯中國智
慧，又積極借鑒和吸收人類政治文明優秀成
果，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國新型政黨制
度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孕育於近代以
來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進程，形成於協商籌
建新中國的偉大實踐，發展於社會主義革
命、建設、改革的偉大進程，完善於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人類政治文明新模式
白皮書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各政黨
形成了親密合作的關係，中國共產黨處於領
導地位和執政地位，民主黨派是在中國共產
黨領導下參與國家治理的參政黨。中國共產
黨與各民主黨派是親密友黨，互相監督。中
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是知無不言的摯友、
過失相規的諍友。
白皮書強調，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為當代世
界政黨政治的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也成為
人類政治文明的新模式。中國尊重世界其他

國家選擇的符合本國國情的政黨制度，本着
彼此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則，加強交流互
鑒，促進世界民主政治發展，推動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

中共與民主黨派如何開展政黨協商
第一步，制定計劃

●每年年初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協助中共中
央辦公廳，在充分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
和無黨派人士意見的基礎上，提出政黨
協商的年度計劃，提請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會會議審議，審議通過後執行。

第二步，協商準備

●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和無黨派人士集中
閱讀要協商的文件稿，起草組負責人就
文件稿解讀說明，有關部門負責人就國
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向黨外人士
通報情況，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圍
繞一些重大問題考察調研。

第三步，會議協商

●中央層面政黨協商會議每年至少七次，
其中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的至少
四次，李克強同志一次，汪洋同志兩
次。此外，中共中央還會委託有關部門
主持召開的各種會議，由中共中央負責
同志就協商議題作說明和介紹，各民主
黨派中央主席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發表意
見，協商討論。

第四步，意見辦理

●中共中央統戰部協助中共中央辦公廳對
黨外人士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梳理、匯總
之後，送給國家有關部門限期進行研究
辦理和落實，不能辦理的要說明情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
道）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新聞發言人許
又聲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新型政
黨制度為世界政黨制度提供了「中國方
案」，他並借用鄧小平名言「不管黑貓
白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形容中
國新型政黨制度就是「最能抓老鼠的好
貓」。

在中國沒有反對黨也沒有在野黨
許又聲表示，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

政黨制度，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統和
現實國情所決定的。世界政黨制度具有
多樣性，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放之四海
而皆準的政黨制度模式，中國實行的是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
制度，這個制度也是從中國的土壤中生
長出來的，它的基本特徵是「共產黨領
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
參政」。「在中國，應該說沒有反對

黨，也沒有在野黨。」
許又聲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能夠

真實、廣泛、持久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集中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
能夠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地團
結起來，有效避免一黨制缺乏監督、多
黨制惡性競爭的弊端。白皮書詳細介紹
了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履行三大職能
的內容、形式、保障、成效等，是中國
新型政黨制度優勢的最好註解。中國新
型政黨制度為世界政黨制度提供了「中
國方案」，這也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一
大貢獻。

開展脫貧專項民主監督
中央統戰部研究室主任、新聞發言人

張健在發布會介紹，中共十八大以來，
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或委託有關部
門召開的協商會、座談會等，一共172
次，其中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37次。

受中共中央委託，從2016年開始，八個
民主黨派中央用5年時間，對口八個中
西部省區，開展了脫貧攻堅專項民主監
督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意見建議，為脫
貧攻堅取得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
張健說，中共十八大以來，各民主黨

派、無黨派人士圍繞「一帶一路」建
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
展，圍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提出了
730多件重要意見建議，其中很大一部
分被黨中央、國務院吸收，為科學決
策、民主決策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央統戰部民主黨派工作局局長桑福

華在發布會指出，政黨協商已經成為我
們國家政治生活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他總結，政黨協商共包括四方面內容：
中共黨代會和黨內重要文件的制定、修
改；憲法和重要法律法規的制定、修改
的建議；國家領導人建議人選；關係統
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重大問題等。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是在中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的結果。圖為
在河北的外籍人士參觀西柏坡紀念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舉行，確定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的各項方
針。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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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消
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主題
出版物首發儀式6月25日在北京舉行。
中宣部副部長、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
兼總編輯慎海雄出席，並與中央黨史和
文獻研究院副院長柴方國、中央廣播電
視總台副台長蔣希偉等一同啟動首發。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

央廣播電視總台集中打造出一大批精品
力作，在全社會引發熱烈反響。應廣大
受眾要求，部分優秀作品的音像製品由
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面向社會出版發
行。
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總裁唐世鼎介紹

了主題出版物的編輯特色和出版發行情
況。據介紹，《絕筆》《山河歲月》
（第一季）《中流擊水》《全國大學生
黨史知識競答大會》《動力澎湃》等首
批音像製品將通過全國新華書店、音像
商城、網絡電子商城等渠道發行，還將
面向海外推出多語種出版物。同時，中
國國際電視總公司還將為黨政機關、企
事業單位、院校、社會團體、博物館、
紅色旅遊地等定製包含《美術經典中的
黨史》《全國大學生黨史知識競答大
會》等節目在內的專輯。
參加《全國大學生黨史知識競答大

會》的大學生代表路闊和葉挺將軍的孫
女葉蓮在發言中分享了自己參與節目製
作的體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紀念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
50周年」藍廳論壇25日在外交部舉
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出席
並發表主旨演講。王毅在演講中表
示，以聯合國為平台凝聚國際共
識，共同應對全球挑戰，是各國立
場的最大公約數，是符合時代潮流
的正確選擇。他並表示，中國過
去、現在、將來都和發展中國家站
在一起，中國在聯合國這一票永遠
屬於發展中國家。

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
王毅表示，聯合國的成立是人類和
平與發展事業的里程碑。中國是第一
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1971
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
以壓倒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決定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
權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
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這

是新中國外交的勝利，是世界公道正
義的勝利，也是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
則的勝利，使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力量
得到空前壯大。
王毅說，毛澤東主席曾講過，是發展

中國家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這個
「抬」字生動反映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同
中國的深情厚誼。50年來，中國同樣以
「抬」的精神，堅定不移維護發展中國
家正當權益，堅定不移為發展中國家仗
義執言。中國過去、現在、將來都和發
展中國家站在一起，中國在聯合國這一
票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
王毅強調，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

國家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始終秉
持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大力弘揚多
邊主義精神和理念，為實現聯合國理
想、促進聯合國發展壯大和人類發展進
步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大貢獻。為維護
國際秩序，中國以身作則。為捍衛世界
和平，中國擔當盡責。為促進共同發
展，中國不遺餘力。為應對全球挑戰，

中國積極貢獻。

攜手建設普遍安全的世界
王毅指出，國際格局正在經歷百年

未有的深刻演變。只有以聯合國為核
心的國際體系，才是各國共同建設的
體系；只有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
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才是各
國普遍認可的規則。以聯合國為平台
凝聚國際共識，共同應對全球挑戰，
是各國立場的最大公約數，是符合時
代潮流的正確選擇。中方願同各國一
道，堅持以對話談判化解分歧，攜手
建設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同、綜
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攜手
建設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同舟共
濟、合作共贏，攜手建設共同繁榮的
世界；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攜
手建設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以人為
本、綠色發展，攜手建設清潔美麗的
世界；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
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反對地緣爭奪拉幫結夥
王毅強調，50年裏，中國領導人多

次走上聯合國舞台，從「三個世界」
劃分到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從
建設和諧世界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中國在每一個歷史關頭，都為推
動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
國方案。習近平主席站立人類發展進
步的時代潮頭，鄭重提出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這一重大倡議，超越了社會
制度和發展階段的不同，摒棄了零和
博弈和地緣政治的思維，指明了不同
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共同奮

鬥方向。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
交的旗幟。我們將在這面旗幟引領
下，繼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改
革和建設。
王毅說，50年來，中國站在公理一

邊，堅持主權平等，反對干涉內政，
反對霸權強權。中國站在正義一邊，
堅持客觀公道，反對地緣爭奪，反對
拉幫結夥。中國站在和平一邊，堅持
政治解決，反對使用武力，反對單邊
制裁。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
積極探索和實踐符合憲章精神的熱點
問題解決之道。
王毅表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

國將繼續全力參與聯合國事務，全力捍
衛聯合國的地位，全力促進聯合國憲章
的宗旨和原則，高舉真正的多邊主義旗
幟，和世界各國一道，為促進全人類和
平與發展砥礪前行，不懈奮鬥。

細數中國參與維和行動
●中國迄今積極參與了29項聯合國
維和行動，累計派出 5 萬餘人
次，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出兵
最多的國家，也是聯合國第二大
維和攤款國。

●迄今中國已有24位軍人和警察在
維和行動中犧牲。

●此時此刻，2,400多名中國維和人
員正在全球各地執行任務，8,000
人的中國維和待命部隊和300人
的中國常備維和警隊整裝待發，
隨時準備為維護世界和平出征。

●●中新社

●●66月月2525日日，「，「紀念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紀念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50周年周年」」藍廳論壇在外交部舉藍廳論壇在外交部舉
行行，，王毅出席並發表主旨演講王毅出席並發表主旨演講。。 新華社新華社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慶祝中國共產黨
成立100周年主題出版物首發儀式昨在
北京舉行。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