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民“审查”议案彰显代表意识回归 

□  周建军 邱 有 全  

  

接受选民“审查”，最后依据“选民的最后意见”确定议案内容。面对这一“新
生”事件，各界都积极发出声音，正在形成一种可贵的结论：代表们要认真履行好代
表的职责，代表好选民的利益。这是一种代表意识的真正回归，而这正是“选民审查
议案”大讨论背后的真正价值所在。 

一个开全国先河的选民要求  

2005年11月23日，湖南省溆浦县岗东乡的16名选民将一份联名书面报告送到了驻
乡的县人大代表小组组长刘让贤的手里，报告内容十分新奇——要求会前审一审人大
代表议案。针对选民联名要审代表议案的要求，驻岗东乡的县人大代表小组一致同
意，决定通过张贴公告公布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向选区所有选民征集议案，最后将
最能代表选区群众利益的问题作为议案草案，在县人代会召开15日前张榜公示。2005
年11月30日，岗东乡乐元村桥头就张贴了这样的公告。据了解，选民主动要求审查人
大代表议案，这开了全国先河。 

一种有益的探索  

观察显示，舆论对“选民要求审查代表议案”进行了肯定。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为： 

一、提高代表议案质量的新举措。代表议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做法，
既有利于集纳民智，完善人大代表提交议案机制，提高代表议案质量，也能有效推动
代表在闭会期间认真调研，积极参加走访选民的活动，使议案真正具有代表性、广泛
性和全面性。 

二、选民意识的重大提升。选民要求审查代表议案，表明了选民清楚地意识到他
们和人大代表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和受托的关系，代表必须如实代表选民的利益，表达
选民的愿望；表明了选民懂得怎样通过自己的委托人到人大会议上通过具有法律性质
的议案和对政府的监督，来提升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表明
了选民开始较好地认识到了人大的作用和重要性，开始真正重视人大的作用，认为它
可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增进他们的福祉。 

三、对代表是一种监督。该新闻提供的更有价值的信息就是，它利用具体鲜活的
样本，让我们看到角色意识发生重大转换、充分享受自己政治权利的这16名选民是如
何监督自己亲手选出的代表的。如果在这一活动中发现某些人大代表在提出议案上没
有什么作为，下次选举时选民就可能不再选他们当代表了，这必将促使人大代表认真
履行自己的职责，再不敢去做忽悠选民的懒代表、假代表了。 

另一种声音  

也有人撰文认为，人大代表在行使代表权时，不应仅以“民意”为主导，而应是
全局性的、理性的、基于个人良心与独立判断的。如果以“人大代表的议案必须代表
民意”为前提而规定人大代表议案必须交予选民“审查”，那其实是“全民公决”式
的“民主”，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旨背道而驰。这位作者认为，代表议案须
经选民审查的做法，颠覆了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至上”地位，明
显是对“民主”与“监督”的误读。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无助于人大代表认清自己的



  

角色归属，由此会带来价值取向上的混乱。必须澄清的是，选民要求审查代表议案只
是一种探索，还未上升到制度层面，所以，这种担忧显得多余。不过，由此也引申出
人大代表是否具有“独立意志”的问题。 

我国的代表兼职制决定了代表生存于具体的机构、制度体系之中，他的作为和风
格也会受到制度的限制和塑造。人大代表必须以一个代表的身份而不是单位人、个人
的身份执行代表职务。在许多时候，人大代表个人的观点是与选民的观点一致的，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认为该人大代表所陈述的意见是选民的意见，而不仅仅是他个
人的意见。如果处于利益尖锐冲突之中，人大代表就需要摒弃因情感或者利益而产生
的偏爱和厌恶，以选民代言人和选民利益诉求者的身份站在选民立场维护公众利益。
与此同时，还存在选民的意见存在分歧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人大代表才具有自主选
择权，作出“全局性的、理性的、基于个人良心与独立判断”，采取他认为合理与明
智的行为。一句话，代表人民利益是人大代表的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下，把议
案交选民审查就是更好地代表选民利益的一种有益尝试。 

当然，选民要求审查代表议案，代表积极回应公示议案还只是个开始，只能说明
这份根据选民的意见最后确定的议案承载了更多的民意。这份议案还必须在县人代会
上提交给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
是否列入大会议程。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某些代表的决
策（县级人大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才有权提出议案）并不一定是最后的决策，各种利益
要通过代表大会上的交流、调和、妥协、商讨，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表
决，才形成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份经选民审查过的议案能否列入大会议程，能
否上升为大会意志，能否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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