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新时赌矛盾对人民雜工作的新要求
◎ 张宏志

党的十九大指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了新时代 。 这是新 中国

建立近 ７０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

大胜利 的必然结果 ， 也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 ，包括人民政协工作提

出 了新要求 、
新挑战 。 深人认识新时代 ，

科学把握新矛盾 ，
才能正确应

对时代对人民政协工作提 出的新要求 ，使政协工作在民族复兴伟大事

业中作出新贡献 、登上新髙峰 。

一

、正确把握新时代的时代特征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 ，有着 明确的质的规定性 。 这种规

定性表现为历史进程新 、
历史任务新 、主要矛盾新 。

第
一

，
从历 史进程来 看 ，

我 国全面 建成 小康社会 的 宏伟 目 标即将

完成 ，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 的历 史进程正在开启 。 当今的中

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同时也是迈 向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起步阶段 ，
二者之间

一

体两面并无绝对界限 。

如何踏着上一阶段打下的基础趁势而上 ，顺利过渡到新阶段 、新征程 ，

使前后阶段无缝衔接 、

一气呵成
，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 。 在

这个历史的交汇期 ，我们既要攻坚克难突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

关隘 ，又要面临新的历史条件下 已经出现的新问题 、新挑战 ， 为迈向下

一阶段的历史征程打开前进道路 。

第二 ，
从历 史任务来看 ， 中 国 人民和 中 华 民族 已经迎 来 了 从站起

来 、 富起来走向 强起来的又一次飞跃 。 如何在站起来 、富起来的基础上

实现强起来的伟大 目标 ，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完成的新的

历史任务 。 这
一

方面要求我们进一步苦练内功 ，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

项 ，不断增强 自 身的综合国力 ； 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 以更开放的心态

走向世界 ， 以更坚定的 自信迈向 世界舞台 中心 ， 为 中 国在 日 趋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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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中贏得优势 、贏得主动 、贏得未来 。 在探索民

族复兴之路一百多年之后 ， 我们终于来到了实现民族

复兴伟大 目标的最后关头 ， 如何走好
一条不同于西方

资本主义 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强国之路 ，是我 国必须

要面对的一场新的考验 。

第 三 ，
从社会主要矛 盾看 ， 我国 面 临 的主要矛盾

已经 由
“

人民 日 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

会 生产之间 的矛盾
”

转化 为
“

人民 日 益增 长的 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 矛盾
”

。这
一

主

要矛盾的转变 ， 是确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

代最根本的依据 ，也是最鲜明 的特征 ，
标志着我国 的

经济建设到了在解决物质财富生产从无到有 、 由少

到多课题的基础 上转 向解决经济发展从量到质 、从

快到优新课题的阶段 。 我们所追求的发展 目标已经

不是单纯的增长数字和速度 ，
而是更高 的发展质量 、

更完善均衡的经济结构和布局 ；
不仅是要满足人民

生活上的基本物质文化需要 ，
还要满足人民群众对

于更广范围 、更高标准美好生活的需求 。这涉及到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是 比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字和

速度更加艰巨复杂的任务 ， 是我 国 由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迈进途中无可

回避的关键步骤 。

二 、新时代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 了

新要求

新时代 、新任务 、新矛盾 ， 反映了 当代中国 的新变

化 。 这些变化逐步积累 、由隐及显 ，
逐步影响到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 ， 也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 了新要求 、新

挑战 。

第
一

， 由 于 国 家发展速度快 ，
经济社会在极短时

间 内 由前一个阶段跨越到新的 阶段 ，
不 同发展阶段的

问题相互 叠加 ，
矛盾 纠 结缠绕 、错综复杂 。 经过新中国

成立近 ７０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的探索和积

累 ，我国 已经驶上了 民族复兴的快速路 。 纵观世界历

史 ， 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传统农业 国家能在
一两代人

的时间 内实现了 向工业化 、信息化的跨越 ，从未有过

数以亿计的贫困人 口 在几十年内就摆脱 了贫困 的生

活 ，也从未有过背负数千年历史重担的古老民族和文

明能够在衰弱百年后焕发出新生 。 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

族把部分国家几百年经历的发展道路压缩到几十年

内完成
，开创了前人未曾想见的现代化建设规模和速

度 。 这种高速发展和快速升级 ，使得各种新老矛盾集

中呈现 ，往往是老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新问题 已经涌

现 ，

一方面是取得诸多历史性突破 ，

一

方面是存在许

多明显的短板 ，矛盾种类之多 、
范围之广 、

内容结构之

复杂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 如何破解这些矛盾和难题 ，

成功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 ，这对全党全

国人民提出了新挑战 ，也对人民政协的工作提出 了新

要求 。

第二 ，
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变化
，

人民群众对于 改善 自 身 生活的要求不 断 向更

高的标准攀升 ，
不 同 方面 的诉求也 曰 趋 多样化 。经济

发展导致了社会的转型 ， 民众欲望随之髙企 。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

在加速经济发展的 同时也导致 了发展的不平衡性 ，

推动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 ， 人民群

众的生活追求 日 益丰富多彩并表现 出差异性 ， 很多

已经超 出了 丰衣足食的基本生活需求 ， 向着经济 、政

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环境各个方面全方位发展 。不同

社会阶层 、 社会群体之间 ， 其追求也有着 不同侧重

点 ， 从基本生存条件改善到高端社会服务可 以说应

有尽有 。 这必然产生各种不同 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

盾的诉求 。 如果说在物质资源相对匮乏时大家的需

求较为一致 ， 目标和意 见容 易统一 的话 ， 那么 ，
在今

天绝大多数人基本生活 问题得 以解决 的情况下 ，协

调各方面的需求 、 统一绝大多数人意见的 问题就更

加突显 。 由此引 申 开来 ，
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于完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
什么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 、 如何凝聚全体人民思想共识实现现代化的

问题 ，越来越鲜 明地摆在全党全 国人民面前 ，
也成为

人民政协工作面临的突出课题 。

第 三 ，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 大 、 深化和我 国 综合 国

力 的增强 ， 中 外交流的 广度和深度也在不 断加 大 ， 矛

盾也相应在增加和积 累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

时代
，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需要和国 际格局

的变化 ， 要求我们进一步争取国 际社会特别是各 国

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认同 ，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创造 良好 国际环境 ， 这已成为党和 国家的
一

项突

出任务 。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从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的实

践来看 ，所遇到的障碍大多与民意沟通不畅 、不足有

关 。 无论是对国外各个方面解疑释惑 ，
还是驳斥各种

敌对势力的攻击污蔑 ， 都需要我们深人到不同 国家

的各个社会阶层广泛开展交流活动 。 这不仅需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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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外交工作 ，更需要大力开展 民间的公共外交 ，
人

民政协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

三 、人民政协要回应新时代新要求发

挥更大作用

人民政协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艰辛探索

民族复兴道路的伟大创造 。 这
一

创造继承了 中华文化

的优秀基因 ，具有适应性强 、包容性大的特点 ，完全能

够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要求 。 人民政协

作为统一战线组织 ， 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 ，

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是

人民 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 团结和民主是人 民政协的

两大主题。 这就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

发挥人民政协作用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
人 民政协在新

时代有着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 。 因此 ，
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指 出 ，要坚持人 民政协的性质定位 ，使人 民政

协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 。 我们要适应新时代

对政协工作的更髙要求 ，不断深入挖掘人民政协的优

势 ，充分展现人民政协在各方面的作用 。

第
一

，进一 步发挥人民政协协商 民主重要渠道和

专 门协商机构的 作 用 ，
为攻克新 时代发展道路上的难

题和险关集思广议。 人民政协代表性强 、联系面广 、包

容性大 、聚集各方面人才 ，具有发挥人民民 主强大作

用力 的独特优势 。 在实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 目标的道路 Ｊ： ，为破解种种难以预知的 困难和挑

战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

机构的作用 ， 围绕党和国家的 中心任务和保障改善民

生的重大课题 ，吸收各个方面的真知灼见 ， 是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 、依靠人民力量创造历史的重要
一环。

第 二 ，
进一 步发挥人 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 的作

用 ，
为 完成新 时代新的历 史任务凝聚共识 。 人民政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共同

目标 ，实现 了中 国各方面 、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大团结

大联合 。 在利益诉求 日益多样化的今天 ，通过人民政

协不断调整统一战线内部关系 ， 向全社会传递实现民

族复兴的正能量 ， 团结
一

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 ，调动
一

切积极因素 ，是凝聚 同心共铸 中国梦磅礴力量的重要

途径 。

第三 ，
进一 步发挥人 民政协公共外交重要平 台 的

作 用 ，
为在新 时代创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 的 良

好外部环境作 出 贡献 。 人民政协成员来 自社会各个方

面
， 覆盖面广 ，

影响力大 ， 既有官方背景又具 民间身

份
，拥有开展公共外交的天然优势 。 在中国走向强大

的历程中 ， 特别是在世界适应强大中国的磨合期 ，发

挥人民政协及其各界成员的优势 ， 对接 国外各阶层 、

各方面的广大 民众 ，
开展民心相通 的深人交流 ， 对于

打破偏 见 、消除误解 、增加互信 ，具有无可替代的作

用 。

除此之外 ， 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探

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人类政治文明 的发展有着

独特贡献 。 人民政协不以数量多寡 、力量强弱决定取

舍 ，
而是以平等协商 、求 同存异 、包容互鉴达成

一

致 ，

是靠共同利益克服分歧 ， 靠真理和道义力量说服对

方 。 这种 民主方式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有

着很大的相通性 ， 在国 际政治实践 中具有借鉴作用 。

在国际格局迎来历史性变革的今天 ，加强人民政协协

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并在对外交流中积极展现

协商民主的优势 ，
可以 为促进国际关系 民主化 ，

进而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中 国智慧 。

新时代对人 民政协提 出了新要求 ，
也为人民政协

工作的新发展创造 了条件 。 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全面

推进人 民政协的各项工作 ，使人民政协在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迎来新的辉煌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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