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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校民主党派参政情况的调查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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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武汉地区教育部五所部属院校的部分民主党派成员为调查对象,从参政意愿、参政途径、参政满

意度三个方面获取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民主党派参政的建议:以深

化参政认识为主线,不断提高参政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完善制度为保障,构建参政能力建设的动力源泉;以自身

建设为根本,加强参政能力建设整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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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

开,把我国形势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胡锦涛总

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努力加强党的建

设,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不断促进政党关系

的和谐。而加强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是新时期民

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

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索、去提高,以适应新形势

新阶段发展的需要。基于这种思考,笔者对武汉地

区教育部五所部属高等院校的民主党派成员进行了

调查,了解了高校民主党派成员参政的基本情况,分
析了当前高校民主党派成员参政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加强高校民主党派成员参政

的建议。

  一、调查对象及方法

以武汉地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

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等五所部

属高校的民主党派成员作为调查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为主、座谈为辅的方法进行调查。

调查问卷采用结构式问卷,共发放300份问卷,收回

有 效 问 卷 270 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90%。运 用

SPSS1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座谈主要

是选取这五所高校的部分民主党派成员代表来参加。

  二、结果及分析

1.参政意愿

通过对“是否愿意参政,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一

问题的回答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见表1),在访

问的270名党派成员中,绝大多数(91.9%)的民主

党派成员表示愿意参政、发挥自己的作用,非常愿意

者占22.6%,比较愿意者占15.9%,不太愿意参政

者和对参政没兴趣者均在10%以下,由此可知,民
主党派成员倾向于愿意参政。

表1 民主党派成员参政意愿

频次
百分比
(%)

有效百
分比(%)

累计百
分比(%)

非常愿意 61 22.6 22.6
比较愿意 43 15.9 15.9 22.6
愿意 144 53.3 53.3 38.5
不太愿意 13 4.8 4.8 91.9
没兴趣 9 3.3 3.3 96.7
总计 270 100.0 100.0 100.0

  2.参政途径

调查显示(见表2),38.9%的民主党派成员通

过民主党派座谈会参政,约三分之一(30.4%)的民

主党派成员是通过“两会”提交提案参政的,而采用

其他方式参政的民主党派成员均在10%以下。民

主党派参政途径与他们的职位紧密相关,职位高的

参政途径就广一些,职位低的参政途径就窄一些,值
得注意的是,19.3%的民主党派成员表示没有参政。
可见,民主党派成员的参政渠道并不是很畅通,且比

较单一,甚至还有部分党派成员没有适当的渠道建

言献策。
履行参政职能,需要掌握大量真实详尽的信息

资料,知情渠道不畅通,信息不对称,是各民主党派

参政面临的共性问题。由于很难及时全面地掌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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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信息,造成民主党派对政府部门决策的过程、实
施的情况和结果掌握不多,知之甚少。建立在不全

面了解相关信息基础上的参政,提出的意见建议往

往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被政府部门采纳,更难让政府

部门作为决策前的参考。
表2 民主党派成员参政途径

参政途径 频次
百分比
(%)

累计百
分比(%)

民主党派座谈会 105 38.9
“两会”提交提案 82 30.4 38.9
向民主党派省委或市委反映 20 7.4 69.3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征求意见会 11 4.1 76.7
其它 52 19.3 80.7
总计 270 100.0 100.0

  3.参政满意度

调查可知(见表3),虽有52.6%的民主党派成

员曾以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跟学校或院系的领导提

出过建议,但高达47.4%的民主党派成员没有以民

主党派成员的身份跟学校或院系的领导提过建议。
可见,民主党派成员主动以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建

言献策的情况不容乐观,其参政行为还不够积极主

动,自然参政意愿也就难以得到满足了。从表4可

知,高达53%的民主党派成员的参政意愿没有得到

满足,仅有47%的民主党派成员的参政意愿得到了

满足。尽管大部分党派成员都愿意参政,但在实际

的参政过程中,一半多党派成员的参政意愿没有得

到满足,民主党派成员的参政情况不太理想。
表3 民主党派成员建言献策情况

加入民主党派以来,您曾以
民主党派的身份跟学校或
院系的领导提出过建议吗?

频次
百分

比(%)
有效百

分比(%)
累计百

分比(%)

有 142 52.6 52.6
没有 128 47.4 47.4 52.6
总计 270 100.0 100.0 100.0

表4 民主党派成员参政满意度

您的参政意愿是否得到满
足

频次
百分

比(%)
有效百

分比(%)
累计百

分比(%)

有 127 47.0 47.0
没有 143 53.0 53.0 47.0
总计 270 100.0 100.0 100.0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客观条件的

限制,高校民主党派成员缺少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和依法行政的研究,缺乏对政府行为的了解,致使他

们难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提出的建议

缺乏广度和深度,缺乏可行性而不能被政府采纳;另
一方面,部分政府官员对民主党派参政工作重视和

支持不够,难以为民主党派参政工作创造条件,使高

校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得不到有效锻炼。

  三、加强高校民主党派参政的建议

1.以深化参政认识为主线,不断提高参政的热

情和积极性

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突出的政治优

势[1]。作为共产党重要执政资源的各民主党派应该

不断总结、探讨、丰富、创新和深化对参政的认识。
充分认识到我国政党制度的合理性、优越性,深化对

参政党历史地位、政党理念、参政宗旨、参政环境、参
政方式、参政机制和参政规律的认识。高校作为知

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统一战线工作应该努力在

提高民主党派成员参政的热情和积极性上下功夫,
要以围绕深化参政认识为主线,调动民主党派成员

参政的积极性。首先,通过采用形式多样的民主党

派成员活动,以加强党派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其
次,为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本单位、部门、地区的政务

活动提供机会;再次,积极创造条件,让民主党派成

员参与、了解社会。总之,要深化对参政的认识,通
过认识创新,推动工作创新,不断提高民主党派成员

参政的热情和积极性。

2.以完善制度为保障,构建参政能力建设的动

力源泉

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要根据自己的性质、地
位、作用,努力探索党派工作的运作规律,逐步建立

和完善参政制度,构建参政能力建设的动力源泉。
一是稳定联系制。即统战部门积极做工作,根据各

民主党派成员的优势和特点,建立民主党派与实际

工作部门之间的稳定联系,以获得大量真实第一手

资料,从而为参政提供充分的根据。二是灵活挂职

制。应该选派民主党派成员以阶段性专职和兼职两

种方式,在地方挂职,通过深入经济活动第一线发挥

作用。三是常规提案制。各民主党派应该建立常规

提案制,即民主党派可以随时提出提案,以直通车的

形式,直接送达与提案内容有关的部门。这将有助

于增强民主党派参政能力的提高,更充分地发挥高

校民主党派的智力优势。

3.以自身建设为根本,加强参政能力建设整体

构建

(1)以调研活动为前提,夯实参政基础。调查研

究是民主党派参政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在学习党政

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必须尽可能地使各党派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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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成员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了解国情、了解民

情,通过调查、实地考察,来夯实参政的基础。
(2)以组织建设为基础,强化政党职能。组织建

设关系到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社会形象和参政党

作用的发挥,是坚持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组织保

证[2]。在组织建设上,要按照政治素质好、服务精神

佳、业务能力强的标准,建设好党派基层组织领导班

子;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必须严把质量关,同时兼顾

数量保持稳定与适度增长;质量上得到不断提高,才
能为高校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能力的发挥,提供切实

的组织与人力资源上的保证。
(3)以提高政法知识为抓手,提升参政的水平和

能力。参政是一种政务活动,它是将一些社会问题

通过专门、系统的论证形成一种对策、方案,以一定

的程序、渠道传递到政治权力机构中供其决策参考,

它的转化形式一般是政策、法规[3],因而,需要提高

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法知识。一方面可以通过开办培

训班来进一步加强学习;另一方面可以为民主党派

成员了解实际政务活动提供条件,如多吸收民主党

派成员到政府各部门兼职,以增加民主党派成员的

实践经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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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nvestigationandThoughtsontheSituationoftheofPolitical
ParticipationofDemocraticPartiesinChineseUniversitiesintheNewPeriod

DINGLing,ZHOUQiong
(DepartmentofUnitedFront,HuazhongAgriculturalH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Inthepaper,thedesireofpoliticalparticipationwasinvestigatedbyQuestionnaireamong
thedemocraticpartymembersinfiveuniversitiesinWuhan.Thebasicinformationconcerningthisdesire
canbeobtainedbyquestionnairesfromthreeaspects:cognition,attitudeandbehavior.Theapproachto
enhancethecapacityofpoliticalparticipationofthedemocraticpartieswasproposedbasedontheresults
ofthequestionnaireasfollows:tocontinuouslyimprovethepassionandenthusiasmofpoliticalparticipa-
tionwithfurtherunderstandingofpoliticalparticipationasthemainapproach;toguaranteethepower
sourceoftheconstructionoftheparticipatingparties’capacitywithanimprovedsystem;tostrengthen
theoverallcapacitybuildingofthepartieswithself-developmentasthebasis.

Keywords democraticparty;capacity-buildinginpolitics;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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