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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浅谈基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 

高校统战工作机制创新 
◆李春林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绵阳  621010） 

 
摘要：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是新时代的要求。高校汇集了一大批党

外知识分子，要充分发挥专业和智力优势，凝聚其思想共识，为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目前高校统战工作普遍存在统

战意识淡薄、组织保障不力、工作流于形式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创

新工作机制。 

 

 

0 引言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走好群众路线，巩
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各方优秀人才集聚到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努力形成全面成才和各尽其才的生动局
面。[1]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
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2]高校汇集了大量各行业领域
的党外代表人士，他们很多是各领域的行业专家，他们发挥自身
专业和智力特长，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国家的建设发挥了独特的作
用。统一战线各领域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通常首先发生在高
校，许多新理念新经验常常最早在高校创造。高校统战工作显得
愈发重要。[3] 

1、高校统战工作的新时代使命 
高校集中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归人才，做好这部分人

的工作对学校发展意义重大。高校统战是全国统战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高校做好自身的统战工作，就是为构建国家大统战格局
做贡献。做好高校统战是学校发展的自身需求，做好统战工作有
助于学校围绕发展目标，吸纳高端人才，建设人才高地，为学校
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等中心任务服务。做好高校统
战工作是形成和谐校园精神的重要手段，要坚持“沟通协调、联
系广泛、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原则，尊重其主体意识、民主
意识、竞争意识，形成和谐生动校园环境，让一切创新的力量充
分被发掘，形成强大的和谐校园精神力量。做好高校统战有利于
推进高校民主科学管理。高校聚集有一大批有政治影响力、社会
号召力和学术创造力的党外人士，如能发挥其知识层次高、民主
意识强的优势，将推进高校管理的民主化和决策的科学化。[4] 同
时，做好高校统战工作也是维护学校稳定的必然要求。高校统战
对象往往在价值观念、思想立场、人生追求和信仰上拥有独特的
一面，这给高校的稳定工作带来了不确定的因素，同时为高校统
战工作带来了新挑战。统战对象作为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
充分调动其能动性，将直接影响学校的和谐稳定和发展水平。[5] 

2、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亟待改革创新 
高校统战工作对象包括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知识分子以及

归国留学人员、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国外侨胞及其眷属、少数
民族知识分子、名人遗孀和后裔等，大部分都是成绩斐然的党外
代表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高级知识分
子等）。高校统战对象具有数量多、社会面广和影响广泛等特点。
高校民主党派成员占全国民主党派人数的 15.8%。高校统战工作
旨在汇集各方党外人才，将力量聚集到学校事业的发展中来，共
同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力量。[6]目前部分高校的统战工作普遍存在领导重视不够、统战
意识淡漠、机构人员不够完善、工作流于形式等问题。统战对象
不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其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其参与民主管
理的积极性不高。基于新时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高校理应加强统战工作，创新工作机制，积极开创统战工作的新
局面。 [7] 

3、高校统战工作的问题及对策 
高校统战工作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从高校统战工作的工作主

体看，主要存在统领导战意识不强、重视不足，导致部分高校统

战工作流于形式，得过且过；从高校统战对象来看，其价值观念、
思想立场、人生追求和信仰与众不同，部分存在特立独行的情况，
在融入统战格局方面还存在一定障碍。从客观环境来看，一是上
级对高校统战工作的指导和考核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二是高
校本身缺乏良好的统战工作机制，未能调动统战对象的积极能动
性；三是社会还没形成真正的大统战氛围，除非从事统战工作，
社会人士普遍对统战没有概念；四是新媒体时代对高校统战工作
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今的高校统战工作还还普遍没能跟上节奏。[8] 

针对以上问题，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方
协同，共同发力。一是国家层面要进一步加强对统战工作的统一
领导，政协要充分发挥指导作用，上级部门要研究更加灵活有效
的统战工作机制，确保统战工作指导有方；二是高校层面要以高
度的责任感，形成强烈的统战意识，高校党委充分发挥领导作用，
理清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构，落实工作保障，创新工作机制，
调动统战对象的积极性，将其团结为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如通
过建立政策咨询制度、意见反馈机制，发挥他们在高校重大事务
中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为高校的发展建言献策。三是工
作执行层面，要做实做细统战对象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为其在事
业发展上创造好的机会，助力其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协调
好统战对象与学校各方的关系；同时还需加强统战宣传，提升统
战工作的社会知名度和关注度。 

总之，高校统战工作仅靠过去积累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
还不足以应对新时期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适应新形
势的工作机制还没有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原有的工作机制越来越
难以适应逐渐复杂化的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工作。这就要求高校要
以党对统战工作的最新要求为指导，全面分析现状，探索新的统
战工作机制，以进一步创新统战工作方法，改进高校统战工作实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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