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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F_E5_85_A8_E5_c36_330208.htm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

４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九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

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

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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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和优势。它是在

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并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的有关规定和中共中央对人民政协提出的要求，以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逐步实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制

度化，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

、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

主监督，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

议政。 第二条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目的是：发

扬社会主义民主，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为参加人

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

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发挥作用开辟畅通的渠道，集思广益

，促进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监督国家宪法、法

律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协助并推动国家机关改进工作，

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推动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促

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调社会各方面

的关系，促进各方面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加强在共产党领导

下各党派的团结合作；贯彻执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

方针，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第三条 政治协商是对国家

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

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进行协商。 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在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和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方针政策及重要部署，政府工作报告，

国家财政预算，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

重大事项，国家的重要法律草案，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家领导

人人选，国家省级行政区划的变动，外交方面的重要方针政

策，关于统一祖国的重要方针政策，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

各党派之间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

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 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政协

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

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召开的各党派

、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

士的代表参加的协商座谈会等。 第四条 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

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 民主监

督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宪法与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

共中央与国家领导机关制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国家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遵守法纪、为政清廉等方面情况，



参加政协的各单位和个人遵守政协章程和执行政协决议的情

况。 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有：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常务委员会议或主席会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案，

各专门委员会提出建议或有关报告；委员视察，委员提案，

委员举报或以其他形式提出批评和建议；参加中共中央、国

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 第五条 参政议政是政

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拓展和延伸。参政议政的内容与形式除

第三、四条规定的以外，还包括选择人民群众关心、党政部

门重视、政协有条件做的课题，组织调查和研究，积极主动

地向党政领导机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通过多种方式，广开

言路，广开才路，充分发挥委员专长和作用，为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等。 第六条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

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中央党政有关部门的提议，安排协商活

动并决定协商的形式和参加范围。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

认为需要协商的问题，也可以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各民

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中央党政有关部门将问题提交政协

协商。 第七条 政协全国委员会进行政治协商可视情况邀请中

共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党政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员参加会议

，并请有关负责人就提交协商的问题作出说明。 第八条 协商

的议题与会期确定之后，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有关机构至少提

前一周将会议通知及有关文件送达参加会议的人员，以便与

会人员事先做好准备，充分反映各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九条 

政协委员的民主权利应受到保护。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各

种意见都可以充分发表。 第十条 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常务委员会议及其他形式的协商会议和重要活动，一般应



作新闻报道。 第十一条 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各专门委员会在常

务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委员参加各项经常性活动，做好专

题座谈、专题调查、委员提案和委员举报工作，并同中央党

政有关部门取得密切联系，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第十二条 

各专门委员会的重要建议和委员的重要提案，可由有关专门

委员会通过后提交常务委员会议或主席会议讨论。经常务委

员会议或主席会议通过，得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

主席会议建议案的形式向有关方面提出。 第十三条 以政协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会议或以各专门委员会名义提出

的建议、意见和批评，均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以正式文

件形式送达有关方面或部门。有关方面或部门应积极负责地

进行研究处理，并将结果尽快以正式文件形式作出答复。 对

参加本会的单位与个人的提案和举报，有关部门应认真研究

处理，并及时予以答复。 第十四条 为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主要职能，政协全国委员会要通过各种形

式帮助委员了解有关情况，为委员参政议政创造良好的条件

；政协委员要努力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自

己所代表的党派、团体及有关方面的群众，积极反映群众的

意见和要求，在参政议政中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十五

条 本规定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

过之日起实行。 地方委员会可根据本地情况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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