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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的组织结构 、

工作机构及其工作职责
—在十三届全国政协专委会主任会议暨学习研讨班上的情况介绍

◎ 常荣 军

一

、 全国政协的组织结构

（
一

） 关于界别 。 界别是政协组织的特点 ，
也是政

协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平台 。 政协筹备和成立初

期 ，对政协组织构成的各个方面是用
“

参加单位
”

这个

概念来表述的 。 １ ９４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周恩来同志在新

政协筹备会常务委 员会第四 次会议 丨

：就政 协的 参加

单位讲话指出 ：

“

每个单位总是一个团体 ，并经过协商

后才能参加 ， 参加后就成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单位。

”

同时 ，也有
“

各界
”

、

“

各界民主人士
”

的提法 ，
团

体中包含按行业和领域来称谓的 Ｔ．商界 、 教育界 、 自

Ｉ
丨 １职业界 等代表人士 。 这些 ， 都成为 以后

“

界别
”

概念

产生的渊源 。政协第
一届 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职权 ， 会议代表 ６６ ２ 人
，
组织构成包括党派 、

区

域 、军队 、团体 、特别邀请人士五个方面 ，共 ４ ５ 个参加

单位和特别邀请人士 。 会议选举产生全国政协委员

丨 ８０ 人 ，代表各参加单位 ， 另 预留 １ ８ 个名额 ， 用以 安

排新解放地区的代表人士。

１ ９５４ 年 ， 全闰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召开 ，政

协不冉代行仝国人大职权 ，政协的参加单位发生 了较

大变化 ， 区域 、军队代表不再作为单位参加 人Ｒ政 协

组织 。 二届全闰政协制定了政协煢程 ，规定政协
“

以各

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 为站础组成
”

，并据此对参加中．

位进行了调整 ，
共 ２８ 个参加 中．位和特別邀请人 Ｉ ． 此

后 ，
三届 、 四插全

丨

Ｋ
ｌ政协椹本保持这种状况

“

文中
”

期

间 ，政协下作陷于瘫痪 １
９７８ 年令Ｗ政协 ／ｔ届

一

次会

议后 ， 许多非党派团体的各 界代表被吸收到政协中 ，

政协章程相应作出修改 ，

“

各界代表
”

开始与党派 、团

体及特邀人士并列 ， 成为参加政协的
一

个方面 。 同时 ，

五届 全Ｎ政协增设了
“

体育界
”

，取消 了
“

合作社 界
”

，

并将
“

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
”

ｇ名 为
“

科学技 术界Ｖ
‘

中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迟名 为
“

文学艺术界
”

。 １ ９ ８３ 年

六届全国政协增加 丫
“

中平全Ｎ台胞联谊会
”

和
“

港澳

同胞
”

两个界别 ，并将
“

农民
”

更名 为
“

农林界
”

。
１ ９８８

年在第 七届全Ｗ政协委员名单的说明 中 ，
开始使 用

“

界别
”

概念 ， 有
“

政协 中各民主党派界别 的人数经过

协商 ， 建议适当增加
”

的表述 。 七届在保 留
“

科学技术

界
”

间时 ，恢复 了
“

中 丨

Ｋ
｜科学技术协会

”

界的设肾 １ ９９３

年在对第八届 全Ｍ政协委员 名单作说 明时 ， 专门对
“

界别设置
”

问题作 广阐杼 此 ／ＴＴ对历届 全 ｜

Ｈ
｜政协委 员

名单的说明中 ，

－直使 ） 丨 丨

“

界别
”

的提法 ， 八届增加 了
“

经济界
”

，并将
“

港澳同胞
”

分设为
“

香港同胞
”

、

“

澳门

同胞
”

，政协界别达到 ３４ 个 １ ９９ ８ 平 九 丨 令
丨

Ｈ
］政协将

“

香港 同胞
”

改为
“

特邀香港人 丄
？



”

澳 门 同胞
”

改 为
“

特邀澳门人士
”

，
并将

“

农林界
”

改为
“

农业界
”

。 ２００３

年十届全国政协将
“

社会福利界
”

改为
“

社会福利和社

会保障 界
”

， ２００４ 年修 〖 ｒ政协章程时 ，
正式写入

“

设若

ｒ
？

界别
”

等 内容 内此 界別
”

概念被广泛使用 。 十届

之后界别设Ｓ—］

＊

［保持稳定 。

丨

？

三届全国政协设 ３４ 个界别 ，包括中国共产党 、

８ 个民 主党派 、Ｘ党派人 上 ，共青团等 ８ 个人民团体 、

文化艺术 界等 １ ３ 个 界别 ，特邀香港人士 、特邀澳 门 人

Ｌ
？

、特別邀沾人 丨 ： 等 ３ 个特邀人士界别 。 为进一步发

抨 界別 的优势和作川 ， 卜二届全国政协通过 了关于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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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联系界别的意见。

（二 ） 关于委员 。政协委员是政协丁．作的主体 。 《中

国共产党统
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 ） 》对各级政协委员

产生的程序和要求作出 了明确规定 。 根据规定 ， 全国

政协委员经广泛协商产生 ， 党 内的由有关单位提名 ，

报中央组织部统筹 ，非 中共的 由有关单位提 名 ，
报 中

央统战部统筹 ，
其中 的民 主党派成员 、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与民 主党派中央 、全 国工商联协商 ，继续提名 的

委员听取全国政协党组意见 。 建议人选名单由 中 央统

战部汇总并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后 ，
由 中央组织部报党

中央审定 ，然后按政协章程规定的程序办理 。 在换届

时 ，非 中共委员 人数不少于委员总数的 ６０％ 。 十〒届

全 闰政协共有委 员 ２ １ ５８ 名 （ 比 十二届换届 时委 员

２２ ３７ 名少 ７９ 名 ） ，其中中共党员 ８５９ 名 ， 占 ３９ ．
８％

，非

中共委员 １
２９９ 名 ， 占 ６０ ． ２％ 。 妇女委 员 ４４０ 名 ，

少数

民族委员 ２４７ 名 ， 香港人士 ２０２ 名 ，澳 门人士３７ 名 。

５６ 个 民族都有人选进入全国政协 。 平均年龄 ５５ ．９ 岁 。

新任委员 占 ６３ ．
１％ 。 大学 以上学历 １

９７ １ 名 ， 中国科学

院院士 、 中 国工程院院士共 １ ０５ 名 。 十三届全国政协

委员汇集了各党派 、各团体 、各 民族 、各阶层 、各界人

士
， 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广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

性 。

中共十八大以来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

央高度重视委员队伍建设 ，
提出懂政协 、

会协商 、善议

政 ， 守纪律 、
讲规矩 、重品行等要求 。 中共十九大报告

强调
“

加强委员 队伍建设
”

。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提出的新要求 ，更好推

动人民政协履职能力建设 ，新修订的政协章程新设立

了
“

委员
”
一章作 为第三章 （ 共十条 ，第三十条至第 三

十九条 ） ，对委员 的条件 、产生 、权利 、义务 、管理 、退 出

等作出 明确规定 ，对委员履职尽责提出 明确要求 。 汗

洋主席高度重视委员 队伍建设 ，在十三届一次会议 闭

幕会上指出 ，

“

十三届全国政协 ２ １ ５ ８ 名委员 能够在新

时代成为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参 与者和实

践者 ，
不仅是荣誉更是责任

” “

希望大家做好新修订

章程施行第
一年的

‘

委员作业
’

……用 自 己 的实际行

动交上
一

份好的履职报告 。

”

关于委员履职的制度规

范 ，除了政协章程 中的规定 ，
还包括委员履职Ｘ作规

则以及关于视察 、考察 、调研 、提案
、反映社情民意信

息等方面的专项制度 。

今年新修订的政协章程 ，
还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定

位进行了充实完善 ，具体表述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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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国家治理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具有 中国特色 的制度安排 。

”

汪

洋主席在十 三届
一

次会议闭幕会上强调 中 国人 民

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庄严的名称 ， 清楚地界定了它的性

质和作用……我们必须从
一开始就准确地把握这个

名称 、 也是这项制度赋予我们的使命 政协不是权

力机关 ，
参政不行政 、建言不决策 、监督不强制 ， 主要

通过协商发挥作用 。 这种作用不是靠说了算 ， 而是靠

说得对。

”

这些重要论述 ，再次强调了人民政协的性质

定位 。 政协的界别设置和委员构成 ， 体现着政协的性

质定位 。

（ 三 ）关 于常务委 员会 。 常务委员会主持政协全国

委 员会的会务 ， 在全体会议闭会期间 ，处理全国委员

会的 Ｔ．作 。 新修订的政协章程第 四十五条规定 ：

“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

务 。 常务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 、
秘书长和

常务委员组成 ，其候选人由参加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国委员会的各党派 、团体 、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协

商提名 ，
经全国委员 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

”

十 三届全

国政协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 ３２５ 名 ， 占委员总数的

１ ５ ． １％ 。 其中 ， 主席 １ 名 、副主席 ２４ 名 、秘书长 １ 名 由

副主席兼任 、常务委 员 ３００ 名 。 主席主持常委会的 丁．

作 ，副主席 、秘书长协助主席 丁．作 。 主席 、副主席 、秘书

长组成主席会议 ，
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 日 常 ｎ作 。

常 务委员会和主席会议都有专门的工作规则 。

（ 四 ）关 于专 门委员 会 。 专门委员会是常务委员会

和主席会议领导下的 丁．作机构 ，在全国政协履行职能

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 新修订的政协章程第四十九条规

定 ：

“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根据Ｔ作需

要 ，设立若干专门 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构 ，
由常务委

员会决定 。 专门委员会在Ｔ．作中应发挥基础性作用 。

”

根据全国政协十飞届常委会第
一

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 十
＝
届全国政协设置十个专

门委员会 。 勹十二届相比 ，增设了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

将
“

教科文卫体委员会
＂

、

“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

分别更

名 为
“

教科卫体委员 会
”

、

“

文化文史和学 习委员 会
”

。

各专委会由 主任 、副 主任和专 门委员会委员若干名组

成 。 专委会 Ｃ作由主任主持 ，副主任协助
，驻会副主任

协助主任负责 日 常 Ｔ．作 。 十三届全国政协 １ ０ 个专委

会共有主任 、副主任 １ ３３ 名 （ 十二届 ９ 个专委会共 １ ３０

名 ）
，专委会委员 ６ １ ８ 名 （ 十二届 ５ ６ １ 名 ）

，专委会组成

人员 占全体委员 的 ３４． ８％ 。 为加强全国政协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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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门委员会以及相关界别委员 的联系 ，十二届全国

政协建 、＞ 广副主席联系专门委员会制度 。 专委会的制

度规范主要包括专委会通则 、专委会工作指南等 。

（
五 ）关 于 党组 《中 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试

行 ） 》规定 ：

“

党组是党在中 央和地 力１
＊：

丨 家机关 、 人民团

体 、经济组织 、 文化组织 、社会组织和其他组 领导机

关中设立的领导机构 ，在本单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

届全国政协设全Ｍ政协党组 、 政协机关党组 ，在

十个专 委会分别设立分党组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 全 国政

协首次在 ９ 个专委会设分党组 ） 。 全＿政协党组领导

机关党组和专委会分党组的 丨
：作 ， 在全国政协发挥领

导核心作用 。 机关党组接受党中央和全闰政协党组双

重领导 ， 并受全国政协党组委托 ， 指导专委会分党组

工作 。 全 Ｗ政协党组 、机关党组 、专委会分党组各有相

应工作规则

（
六

） 关 于办公厅 全国政协办公厅是全国政协的

工作机构 ，在秘书长领导下 开展 Ｉ
：作

，
副秘书长协助

秘书长 ｒ．作 副秘书长中 ，
除 ６ 名专职外 ， 中 央统战

部 、各民主党派 中央和全 国 Ｔ ：商联各有
一

名领导仟旅

职副秘书长 秘 书长 、副秘书长组成秘 １
５ 长会议 ， 在主

席会议领导下进行工作 秘书长会议有专 Ｎ 的 Ｔ．作规

则 。

二 、 全国政协的工作机构及其工作职责

根据政协章程的规定 ， 全Ｎ政协的 ｒ．作机构包括

专门委员会和办公厅 。

（
一

）关 于专 门委 员 会的 历 史 沿 革 政协专委会的

前身是 丁．作组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９１
１ ， 在全国政协

一

届

一

次会议上 ， 周恩来同志首先提出人民政协建立工作

小组的设想 成立之初 ，主要考虑到政协全国委员会

不仅定期开会期间要讨论重大问题 ，在平时也要进行

Ｉ ：作 ，常 务委员会主持 日常工作 ，但仅有常务委 员会

还不够 ， 很多Ｔ．作需要委员们通过
一

定工作机构或形

式参加 根 据周恩 来同 志的提议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１ ８

日 ，全国政协
一

届 一次常委会议通过 了 《 中 闻人 民政

治协商会议全＿委员会丁．作条例 》 ， 决定组建政治法

律组 、财政经济组 、文化教育组 、外交组 、Ｗ防组 、 民族

事务组 、华侨事务组 、宗教事务组等 ８ 个工作组 Ｉ ：作

组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协助 屮央 人 民政府屮 议法

案 Ｉ：作绀 为新屮 闻的成立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 ，政协的 丨 ：作机构除 了 丨 ：作

组之外 ，还先后设 、 了学习委 员会 、地 力
＇

丨 ：作委员会 、

联络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提案丁作委员 会

（地方工作委员 会和联络委员会后被撤销 ） 等 ５ 个专

委会 ， 出现 了ｒ．作组与专委会并存的情况 ，这也是人

民政协专委会产生的最早雏形 。
１ ９８ ８ 年 ６ 月 ９ 日

，全

国政协七 丨
ｉ

ｌ ｉ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改变其
“

委 、
组并

存
”

的状态 ．撤销工作组 ，设置 １ ４ 个专门委员会 ，其中

３ 个专委 会是原有的 ， 另 外 １ １ 个专委会 由原来的工

作组调幣 Ｉ

ｆｌ 丨成 ，并通过专委会组织通则 。 此后 ，各级地

方政协参照令＿政协专委会的设置 ，相继建立了地方

政 Ｉ

■

办 ＾
？

委会 １ ９９５ 年 ３ 月 ，全Ｎ政协八届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决定 ， 将原有的 １４ 个专委会调整 为 ８ 个 。

１ ９９８ 年 ３ 月 ， 全国政协九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

设置 ９ 个专门 委员 会 ： ２００８ 年 ， 中共中央批准政协九

个专委会各新设
一

名副部长级的驻会副主任 ，
以保持

专委会Ｔ：作的连续性 ，进一步充实和加强 丫 令委会 的

翁１＾ ，个专委会的设 贤 ，跨越了 ：
＾＾＾１全国政

协 ，前后共 ２０ 年 ，
至本届 才有 了

“
一

个增设 、
两个改

名
”

的变化 。

（
二

）
关于 办公厅的 历 史 沿革和组织结 构 。 全国政

协办公厅的前身是第
一届政协时的政协全 国委 员会

秘书处 １９８０ 年 ， 全国政协五届常委会决定成立全国

政协办公厅 ， 下设秘书处 、外
‘

丨ｆ处 、人事处和信访处 。

１ ９８３ 年 ，政 ｜

？

办办公厅被明确定为正部级机构 。 随荇政

协事业发展 ， 办公厅的 内设机构和职能不断调整 、充

实 。 全 Ｗ政协办公厅同全闻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 Ｎ 务

院办公厅一样 ， 指的是作为办 你机构的全 Ｎ政协机

关
，
不设主任 、副 主任 ，

而是由 全国政协秘书长 、副秘

书长领导办公厅工作 。

全国政协办公厅现有领导职数 １ ７ 名 ：
秘书长 １

名 （ 由 副主席兼任 ，
不占领 导职数 ）

、驻会副秘 书长 ６

名 ，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 副 部级 ）
１ 名 ， 专委会驻会副

主任 ９ 名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的领＃职数正在按有关

程序办理 ）
， 中 央纪委驻全Ｗ政协机关纪检组组长 １

名 。

办公厅下设 １ 个副部级机构
一－

研究室 （ 内设理

论局 、信息局 ２ 个副局级机构 ）
；

内设行政室局 １ ８ 个 ， 包括 １ ０ 个专委会办公室

（包括 １
１ 

？

：在按有关程序办理 屮的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办

公室 ）
，
以及秘书局 、联络局 （挂信访局牌子 ） 、新闻局 、

外事局 、人事局 、机关事务 管理局 、机关党委 、老干部

局
；

直属事业单位 ７ 个 ，分别是人民政协报社 、 中 国

文史 出版社 （ 已 改制为企业 ） 、 中 国政协杂志社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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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文史馆 、信息 中心 、干部培训 中心 、机关服务中心

（机关服务局 ） ；

直属社团办事机构 ３个 ，分别是中 国经济社会理

事会 （ ２００ １ 年成立 ）秘书处 、 中 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

（ １９９４ 年成立 ） 秘书处 、 中 国人 民政协理论研究会

（ ２００６ 年成立 ）秘书处洮外 ，全国政协还设有书画室 、

京昆室 （书画室成立于 １ ９８５ 年 ，京昆室成立于 １ ９８６

年 ）
，
二者在联络局分别设有正处级办事机构 。

在党的组织方面 ， 全 国政协机关设有党组织 ７５

个 ，包括机关党委 １ 个 ，
二级党委 ３ 个 （ 老干部局 、干

部培训 中心 、机关服务局 ）
，党总支 ４ 个 （研究室 、秘书

局 、联络局 、人民政协报社 ，党支部 ６７ 个 。

三
、 办公厅为全国政协履？Ｒ的服务

保陣工作

办公厅作为全国政协的综合办事机构 ， 承担为全

闰政协履行政治协商 、 民 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服务

的各项工作 。 办公厅工作归结起来就是 ，为政协履职

服务 、为政协领导服务 、为政协委员服务 、为政协专门

委员会服务 、为各党派和工商联服务 、为各级政协服

务 。 办工厅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是 ，通过高质量 、高效

率的服务 ，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确保全国政

协党组的工作要求落实到位 。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

（

一

）服务保障各类重要会议和活动 。 负责政协全

国委员会全体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 、主席会议 、专题

协商会议 、双周协商座谈会 、秘书长会议以及其他重

要会议 、活动 的组织和服务工作 ；
负责政协全国 委员

会全体会议 、常委会议 、 主席会议决议和决定的具体

组织实施工作 。 十二届全国政协以来 ，

一般每年举行

１ 次全体会议 ，
３ 次常委会议 ，

２ 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

议 ，
２ 次专题协商会 ，

１ ６ 次左右双周协商座谈会 。

（
二

）协调落实有关调研 、视察 、考察等工作 。 研究

提出全国政协年度协商议题 ；负责协调 、保障 、实施全

国政协组织的调研 、视察 、考察等活动 ； 整理 、报送政

协组织和委员的调研报告 、视察报告 、
大会发言

、
建议

案等 。 十二届全国政协以来 ，
每年通过年度协商计划

确定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的 １０ 个重点议题 ，

一般每

年组织开展调研 、视察 、考察活动 ８０ 多项 。

（三 ） 组织开展与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有关的理

论、政策研究 。 研究人民政协和统
一战线理论 、政策 ，

提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工作建议
；
起草全国政协的

重要文稿 。 十二届全国政协以来 ，通过制定和落实机

关党组理论研究三年规划和年度计划等方式 ，进一步

加强了理论研究工作。

（ 四 ）为政协委 员服务。 负责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办

理的协调和服务工作 ；收集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处理

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 加强委员联络工

作
， 为政协委员知情明政和参加政协各类会议活动提

供服务
；参与全国政协委员 的协商推荐 、届中增补等

有关人事工作 。

（五 ）其它 曰 常工作 。 负责与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 、

国务院等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协的工作联系 ； 负责联系

各民主党派 中央 、 全国工商联及政协的有关参加单

位 ；协调和组织人 民政协的对 内外宣传工作 ；
负责全

国政协机关的外事工作 、机构编制和管理工作 ，指导

各级政协干部的培训工作 ； 负责全国政协及机关的后

勤保障工作 ，
等等 。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办公厅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为

专委会服务 ，办公厅 内设机构中直接为专委会服务的

是专委会办公室 。 专委会办公室既是办公厅内设的正

局级行政室局 ，
又是专委会的办事机构 ，是

一

套人马 ，

两块牌子 。 ｉｆｔＢＤ

（作者 ：
全国 政协委 员 ，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 会

副 主任 ）

（ 责编 ：霍 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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