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演进、现实依据与发展进路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

确将“坚持统一战线”列为十大经验之一。“统一战线”是贯穿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与历

史进程的一条主线，是推动中国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法宝。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的相关论述是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包括保证无产阶级在合作中的独立性和主动

权，确保无产阶级自身的联合与团结，明确建立工农联盟、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分析和利用好资产

阶级的实现路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特点，深化了对统一战线思想的认识

，总结了丰富经验。尤其是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形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引领时

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是将统一战线思想应用到整个国际、整个世界的深刻体现。面对

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巩

固和夯实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增强统战对象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其次

要树立大统战思维，强化统战领域体制机制建设，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统战机制，有效解决新形势

下统战领域“谁来领导、谁来做、怎么做”的关键性问题。最后要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手

段与方式助推统战工作的稳步前行与创新发展，牢牢抓住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力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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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充分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最广泛、最坚固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战

无不胜、永葆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法宝。20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

史经验，在经验的第九条明确提出要“坚持统一战线”，这一经验总结充分彰显了统一战线在我国革命

、建设与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对百年来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

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丰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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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来源

（一）统一战线思想的根本保证

在众多阶级中，无产阶级是革命最彻底、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自身优势决定了有且只有无产阶

级才能成为动员各阶级的核心力量，进而带动广大无产者行动起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联合。所以，无

产阶级应充分意识到自身在筹划、谋建与形成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运用科学的斗争策略与技

巧，始终坚持自身在革命斗争中的独立性与自主权。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应该谋求建立一个秘

密的和

公开的独立工

人政党组织，并且应该使自

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1]

。只有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才能在斗争中拥有主动权，避免统一战线因阶级间的矛盾冲

突而发生崩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可以同其他政党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

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2]

因为各阶级的联合仅仅是在共同利益驱动下的联合，而联合也仅仅是维护或实现本阶级利益的一种手

段而已，而这种手段是否能够实现价值、发挥功效，关键取决于能否保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始终不

变。马克思认为，只要政治目的相同或一致，无产阶级可以同其他任何阶级进行合作，只是在合作时

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必须保证自身在革命运动过程中的主动权，这是影响革命成败的关键。

（二）统一战线思想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曾指出“竞争把他们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

同的思想下联合起来”[3]。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之所以能够与其他阶级结成联盟，主要原因是各阶

级间有着相似或共同的利益，他们都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是一种在特定时期利益驱动下的联盟

，而一旦革命形势或条件有所改变，他们可能具有破坏革命、解除联盟的危险。因此，无产阶级应充

分意识到这一潜在风险，注重从自身内部抓起，筑牢无产阶级内部团结统一的铜墙铁壁。无产阶级自

身的联合与团结是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基本前提，只有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之网织大织密后，才能

把其他阶级号召在一起，一同对抗资产阶级反动力量，共同完成历史所赋予的重大任务与使命。马克

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背景下，无产阶级是由一个个地位低下、处境悲惨的社会群体所组成的阶级

，这一贫苦阶级要想彻底地改变自身的历史处境，就要发挥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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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顽强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过于强大，为了赢得与资产阶级相比较的优势，无产

阶级必须加强本阶级内部的团结统一，形成强大合力，以此来保证斗争的最终胜利。

（三）统一战线思想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使命重大、任务艰巨，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必须尽可能地争取一切外来力量的

支持，树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意识，联合所有利益共同体，建立一支强大的斗争联盟。而且无

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应该根据革命形势的深刻变化不断地调整联合对象，因时因势地建立革命统一

战线。

第一，必须筑牢联盟的基础，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农民阶级是推动革命发展的中坚力量，无产阶级

在发动革命时必须充分利用和发动农民群众，彰显农民自身的整体价值和功能，为斗争胜利赢得最优

条件。马克思在总结以往革命经验教训时深刻认识到，革命如果获得了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

会变成一种大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农民之中的独唱就要变成一种孤鸿哀鸣的凄唱了”[1] 769。

第二，必须准确把握和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力量。随着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一些社会中间等级和中

产阶层也因垄断资本的吞噬而开始逐渐衰落，汇入到贫困阶层当中来。这些阶层同样遭受着资本的无

情剥削和压迫，所以，共同的敌人和相似的利益决定了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在特定环境下可以联

合和团结的力量。

第三，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把握好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转化

的关系，分析和利用好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解组、重构的态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产阶

级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资产阶级自身具有一系列的先天阶级局限性，但是这一阶级又具备同无产

阶级一起战斗、共同革命的积极性与先进性”，所以，必须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对资产阶级进行分析和研

判，依据革命需要适时、适度地建立与发展同资产阶级之间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为革

命取得战斗条件最优化、胜利机率最大化。

二、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理论的百年探索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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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要彻底推翻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就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

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统一战线的探索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建党时期和大

革命时期。为对抗强大的的北洋军阀，国共两党决定开始进行团结合作，决心将反帝反封建革命进行

到底。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他指出这本书的主要依据来源于“群”和“社

会”，就是联合的意思，这是毛泽东关于建立统一战线、扩大革命力量的前期探索与实践。1924年，

国共两党正式确立了合作关系，建立了联合统一战线，使得革命力量大幅增强，推动北伐战争取得了

历史性胜利，极大地助长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热情。第二，土地革命时期。面对大革命

的惨败，毛泽东及时总结大革命的失败教训后，提出了要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并开始深入农

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此来扩大统一战线，壮大革命力量，形成了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等在

内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包括

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在内的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科学而严密的分析，鲜明地指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强调农民是我们最忠实的同盟军，应当建立两个联盟，即与劳动者的联盟和与非劳

动者的联盟，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这一分析有效地解决了同盟军问题，进一步明确

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在建立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第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日本对我国的

挑衅和侵略愈演愈烈，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程，毛泽东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大众是

可以联合一起抗日的”[4]

，要把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建立尽可能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过程中，毛泽东

特别强

调了独立自主

原则，他指出，“我们的方针

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即统一，又独立”[5]

，这一强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维。而且毛泽东还将统一战线范围延伸到国际领域，形成了

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凝聚了巨大力量。第四，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

，为了早日实现国内和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激烈

斗争，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开始转变为包含两个联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对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进行了深刻阐释，并指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

各地华侨和

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

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

联合政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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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统一战线的对象与范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毛泽东深刻总结革命的经验

教训，并指出“统一战线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之一 ᴀ[7]

。正因为共产党坚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科学地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一大法宝，成功地推翻了“三座大山

”，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面临着恢复经济、巩固政权的重大使命与任

务。为了实现由过渡社会形态的顺利转变，我国于1952年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农

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性质上的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

中，毛泽东指出，对工商业的改造要以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这有利于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巩

固和发展统一战线。鉴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毛泽东又强调，全党必须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坚持“凡是真正

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知

识分子，都应该给予充分的信任”[8]

的指导原则，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的模式仍然为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服务的内容为“社会主义事业”。同时，毛泽东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时指

出，要严格区分并正确处理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妥善

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有利于团结广大人民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针对统一战线

内部所出现的矛盾，毛泽东认为，要坚持以团结为主基调，以批评和教育的方式来实现或达到更新的

、更牢固的团结。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入推进

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造成统一战线工作一度停滞不前。邓小平复出后鲜明地指出，“统一战线仍然

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应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9]。这一论述有力

地纠正了当时党内对于统一战线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阶段的统一战线可以提

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新时期统一战线已经由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转变为“爱国统一战线”，这一全新统

一战线思想的确立决定了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党的统一战线模式，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探索与确立。

邓小平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原则，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为目标、以现实基本

国情为依据、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巨大的革命勇气纠正了“文革”时期的错误观点，对社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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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加以重新认识和界定。邓小平强调，现代化事业必须要有知识和人才的支撑，要坚定不移地推动

党中央做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得到有效地贯彻与落实，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全新观念。1978年以后，邓小平的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

统一战线的性质与以往相比有了质的改变。已经由建立同各阶级的联盟变成了政治联盟。第二，新时

期统一战线的目标与任务更加明确。确立了为建设现代化和祖国统一而奋斗的目标蓝图与行动纲领。

概言之，邓小平统一战线思想对于新时期推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

意义与实践意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新境界，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背

景下，依据国内发展需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江泽民统一战线思想。江泽民指出“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

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

摇”[10]

。“三个绝不能”的概括是对新世纪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提出的新标准、新要求，表明了党对统一战线工

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

的“四个离不开 ᵴٟఠ᱖�⩹뭎ൟ ᵎภᱎॎ⩾�خيᵑ煔౧葢၎虬彬شممᅾ�b뽠ᵠ葎㮉腑蕛맿౦⽬开

泽民对新世纪坚持统一战线重要性认识的深刻体现。面对当时国际国内的严峻挑战，江泽民强调，全

党要把爱国统一战线作为一项事关党的存亡的重大事件来做，必须始终坚定信念、保持信心，明确“四

个服务”的基本要求，把握新世纪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与范围，为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国家统一而奋斗

。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国内矛盾问题层出不

穷的时代背景下，立足现实，高瞻远瞩，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战略思想成为统一战线的重要价值

理念，是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极大地赋予了统一战线鲜明的时代特色。胡锦涛强调，“统一

战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

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11]。新世纪新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统

战工作的重要地位，坚持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赓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胡锦涛的统一战线思想涉及广泛，包括五大方面。第一，关于政党关系。胡锦

涛提出了“同心”思想，这一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友好合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第二，

关于新的社会阶层。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催生了一批新的社会阶层，做好这些阶

层的工作至关重要。第三，关于民族问题。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一直是我们孜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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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的重要目标。胡锦涛鲜明地提出了关于处理民族工作的“两个共同”思想，这一思想对发展党的民

族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第四，关于港澳台侨问题。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坚持用

统一战线凝聚力量、争取人心，寻求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五，关于宗教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推动宗教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1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开拓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了前几代领导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

想，依据新阶段、新局势、新课题、新任务，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更

符合21世纪新形势的统一战线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这一思想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为新时代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一

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

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重要法宝”[13]

。这一论断是党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地位作用的确立和认识。新形势下必须坚持继承和发展好爱国统一

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各方之力，助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

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

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14]

一致性与多样性极具哲学意蕴，鲜明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辩证思维，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的

准确把握与科学应用。此后，中共中央在2020年12月21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

四条“统一战线的工作原则”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

和多样性关系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是推动新时代统战事业发展的工作主线。“一致性

”是同利益、共诉求基础上的一致性，要求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做到于“异”中求“同”，致力找到各主体在

利益与价值上的交叉点，以建立更宽领域、更大范围的统一战线。“多样性”是“共利”范围之外、彼此

不相交的那部分，这部分对统战工作同样重要，要懂得于“同”中识“异”，正确对待各民族、各团体、

各阶层等主体之间的差异性。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关键在于尊重包容

差异，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奋力实现争取最大团结、建立最广战线的重要目标。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在“强起来”的新征程上努力奋进，对新时代

                             ?? 7 / 16



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与发展。《决议》强调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

关系、海内

外同胞关系这五大关系

的和谐，“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15]

。关于政党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

治制度，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

鲜明特色”[16]

。要以磐石般的坚定意志团结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形成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确保将“新型政

党制”的制度优势转变为推动多党合作事业与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效能。关于民族关系，要努力打

造新型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将处理好民族关系提升至政治高度来把握，努力促

成各民族齐发展、共繁荣的融洽局面。关于宗教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宗教的中国化观点，这是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深层表述与内涵延展，要努力团结宗教人士，使宗教界服务于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作用不断优化。在阶层关系上，随着市场经济政策的日臻完善、体系

的逐步健全，产生了一些知识水平高，且位于政党之外、体制之外的新社会群体，又称新社会阶层。

这些新阶层与旧有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相异，要充分做好这些新阶层的统战工作，注重解决其不同方面

的利益矛盾，积极回应其相关诉求，争取将其团结凝聚起来，充分发挥其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

动共同富裕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海内外同胞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党派、港

澳台海外等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达数亿之多，只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我们就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增添强大力量”[17]

。海内外同胞是我们重要的统战对象，全体中华儿女应充分树立主体意识，明确民族复兴伟业不是仅

仅依靠小部分个体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大部分群体一起携手前行，明确只有善于“凝聚众力、形成合

力”，才能为复兴梦想的实现提供力量支撑。

三、新形势下统一战线思想的现实依据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全球共识

21世纪的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变”成为这一时代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2018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科学概念，此后，他又在多个不同场合多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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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这一论断。这一科学论断是我们党准确把握全球发展方向与大势而做出的时代判断，是我们党富有

马克思主义辩证关系意识的深刻体现，也是我们党具有识变之智的优势彰显。变局呈现的“变”是全方

位、多层次的，涉及世界经济版图、国际力量、治理体系等多个领域。变局带来的“变”是使国际问题

进一步凸显的“巨”变，如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生物危机等国际问题

愈来愈多，尤其是世界性公共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使得本就复苏乏力的西方国家经济更

加困难，加速了其国际影响力的衰减，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时代发展趋势愈加显著。种种迹象表明

，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际体系日渐失去生命力、越来越不得人心，西方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利己”

游戏规则已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全球治理体系亟待重塑与调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

峻复杂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思考变局下的世界该如何建构的问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决议》对这一理念的地位与价值高度认同，并强调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引领时代

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这一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将统一战线思想应用到整个国际、整个世

界的深刻体现，是有效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更指出，“任何国家

都不能从别国的困难中谋取利益，从他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如果以邻为壑、隔岸观火，别国的威胁

迟早会变成自己的挑战”[18]

。生存于同一个地球的各个国家，是作为一个命运与共的大团体存在的，每个个体都应该树立起强烈

的合作意识，深刻意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惠及

全球各国的体系，需要各国的支持与参与。只有世界各国通力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

编织一张全球统一战线之大网，才能为更好地应对国际风险、迎接国际挑战、解决国际困难提供强大

的力量支撑，才能建设人类更加美好的百花园。

（二）新征程上的困难风险亟需破解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党为中国发展擎画的宏伟蓝图、设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成为引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航向标。党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指引、以坚定的必胜信念为支

撑、以人民的幸福为宗旨，带领中国逐步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如今的“全面小康”，

中国正向“好”发展、向“强”转变。“两个一百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

一目标的转变与任务的衔接，折射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用鲜明事实印证了坚定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历史价值。从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那一刻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注定

成为中华民族最大的心愿与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复兴东奔西走，付出艰苦努力。1921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继续前人未尽的事业。回顾历史，民族复兴事业已经推进了

百余年，党带领人民已经奋斗了一世纪。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 ᶋ늋�ⵣݑᨠᱎv繞瑧旿ⵖتحج煎ꝑ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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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19]

实现民族复兴是百年奋斗目标的价值旨归，亦是我们党百年来带领人民风雨如晦、不畏艰辛、努力奋

斗的重要动力与最大追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已经解决了困扰了人们千百年的贫困问题，如期

达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但百年工程尚未完工，复兴事业征途漫漫，新的“赶考”之路并不平坦。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

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20]

。如2020年春节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2021年夏季多地突发的洪灾等困难，这一桩桩一件件现实难题

都会影响中国梦的实现进程，成为我们追梦路上的“绊脚石”。这些难题提示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统一

战线，唯有如此才能挺过难关，向前发展。而且，在面对病毒与洪水这两大灾难的严酷考验时，中华

儿女团结一致、风雨前行，用坚强的毅力抵抗了“凶险”的敌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新时代加强统一战

线是跨越险阻、迎接美好的重要武器。因此，面对时代发展中面临的障碍、难题，全体中国人民只要

像石榴籽一般团结一致，汇聚各方力量，动员全体、号召全员，将包括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内的所

有人士紧密团结起来，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就一定能如期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近代以来代代相传的伟大复兴梦想。

四、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进路

（一）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

持党的领导，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21]坚持党

的领导是百年来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新辉煌的“压舱石”“定盘星”。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

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政治引领，是统战事业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根本经验

总结。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

量”。一百年来，领导权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事业的核心问题，也是统战领域的重

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关乎着革命的成败、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成效、更关涉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发展走向与前进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统战事业不断实现理

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根本保证。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统一战线所

肩负的使命、担当的任务愈来愈艰巨。统战对象来自于各领域，这决定了统战对象的人员构成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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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与复杂，而且统战工作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作用与影响日益凸显，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亦有利于

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因此，做好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首先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巩固和夯实全国各族

人民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增强统战对象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行动认同，从而为全民

族的同心协力、凝心聚力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方法依据，为建设现代化、实现复兴梦提供思想之基

与力量之源，扎实推进新时代统战工作提质增效，接续创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二）树立大统战思维，加强统战领域体制机制建设

进入新时代，统战工作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国内形势和无比艰巨的时代任务。首先，在国内形势上，主

要呈现出“三个多样”性特征，即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

这些来自各方面的考验与挑战对统战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也决定了统战工作绝不是仅仅

依靠统战部门“一枝独秀”就能圆满完成的，而要靠各部门、各团体共同协作完成。2015年5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

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22]

。其次，在时代任务上。统战工作是一项具体而系统的庞大工程，内在性质决定了新时代统战工作必

须坚持紧紧围绕党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坚持服务大局。步入新时代，党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主

要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助推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离不开 ᱖팠ᵎ豛埿ಏ�⽎╜ڃ葳끛鸀

使然。《决议》指出“团结就是力量，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

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

局面，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磅礴伟力”[23]

。这一论述指明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使命任务就是联合一切团体、团结一切力量汇聚起实现复兴梦想

的伟力。因此，新时代统战工作要切实引导广大人员自觉树立大统战工作格局思维，并坚持与时俱进

地根据党和国家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不断调整与强化统战领域的相关体制机制，建立大统战工作格

局，及时完善统战领域的领导、协调和参与等方面体制机制建设，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统战机制，

使得新时代统战领域关于“谁来领导、谁来做、怎么做”这种关键性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用科学的体制

机制来广泛争取和整合各方面的统战力量，使得统战工作服务于党和国家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的能力

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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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牢牢抓住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决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民心是最大的政治”[24]。统战工作解决

的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争取人心、积聚力量则使统战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反之，统战事业就

会暮气沉沉、日渐衰退。历史和现实证明，践行人民民主、完善民主制度是赢得民心的最有效方式之

一，切实保障广大人民参与到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各方面和全过程，能够极大地激发人民

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增加民众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促进统战力量的不断增长，推动建立最广泛的

统一战线。《决议》在总结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时将 “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政治建设方

面的重大成就。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的深刻体现，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一种重要形式，亦是统一战线的有效机制，它具有整合多方利益、化解多方矛盾、汇聚多方力量等强

大功能与价值，这与统战工作要求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原则不谋而合，民主协商的过程也

就是发扬和践行民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巩固和发展最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

改革共识，汇聚改革正能量”[25]

。统战工作要充分利用协商民主在妥善处理好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

胞关系等重大问题方面的独特优势，推动统战工作在民主协商中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手段与方式助推统战工作的稳步前行与创新发展，牢牢抓住民心这

个最大的政治是做好统战工作的应有之义，对内有利于在化解矛盾分歧的基础上更大范围地团结各方

力量；对外有利于树立我国在海外的民主形象，从而使更多侨眷侨胞增加对祖国大陆的情感认同，更

好地聚侨心、集侨智、汇侨力，推动形成海内外团结一心促梦成真的强大合力，为实现复兴目标打下

坚实的力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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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olution on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Party's

Centennial Struggle" deliberated and passed by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listed "adhering to the united front" as

one of the ten experiences. The "United Front" is a main line that runs through all historical

periods and processes of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is an important magic

weapon for promoting China's various undertakings to make new breakthroughs and achieve new

development. The relevant expositions of classic Marxist writers are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the

united front thinking in the new era, which mainly includes ensuring the independence and

initiative of the proletariat in cooperation, ensuring the unity and unity of the proletariat itself,

clearly establishing a worker-peasant alliance, and uniting urban petty bourgeoisie. Class, analyze

and make good use of the bourgeoisie's realization path. In the 10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it has

deepened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ted front ideology and summarized rich experience.

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complex situation of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a clear banner leading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he direction of mankind, is a profound manifest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idea to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entire world. In the face of the severe and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o do a good job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e must first unswervingly adhere to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and consolidate the comm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and strengthen the object of the united front to the

party. Political identity and ideological identity of leadership.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grand united front thinking, strengthen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in the united

front field, and form a complete set of system and complete united front mechanism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key issues of "who will lead, who will act, and how" in the field of united fro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Finally, we must actively practice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whole process, use

democratic means and methods to promote the steady progress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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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Front work, firmly grasp the people's heart, the biggest politics, and lay a solid for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ase.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United

Front;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entennial of Party Fo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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