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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置和闲置──人大行使决定权所要跨越的两个“坎” 

陆介标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789】【字号：大 中 小】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权，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职权，然而，就目前的状况来分析，地方人

大行使决定权，还不经常、不得力、不见大的成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是存在着

两个“坎”。 

  就人大外部来说，存在着“搁置”坎：该提请人大审议、决定的事项，不主动提交。 

  某些地方（尤其是乡镇）的党委、政府，把人大的决定权束之高阁，使之看得见，用不上。 

  现实生活中有几种常见的搁置法： 

  其一，“党委具有全局性决策权”。应该说，此话并不错。但有的党委领导同志却以此来排

斥、替代人大的决定权，使法律赋予人大的决定权形同虚设。 

  其二，“重大事项，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决定，由党政联合发文公布”。一经“联席”、“联

合”，就避开了人大的决定程序，也就使人大碍于党委而难以行使决定权和监督权。 

  其三，“交人大决定，程序太麻烦”。人大的程序是一种民主。人大这一关的“麻烦”，恰恰

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必需。许多事例表明，该由人大决定的事项，如果因为怕麻烦而不提请人

大审议、决定，不但违背了民主、法制的原则，而且往往是省事在前，麻烦在后。 

  其四，“是政府的职权，无需交人大决定”。有的地方政府，把法律明确赋予人大的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和环境与资源保护等方面的重大事项决定权留在自己手里，认为，这些“只需要人

大常委会听听汇报，提提意见”。 

  其五，有的地方政府，以“重大事项难以界定”为由，不愿把那些有实质内容、而人大代表和

人民群众又十分关注的重大事项提请人大审议决定。诸如，由地方财政投入建设的重大工程项目情

况，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及重大改变，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重大情况，实施人大议案决议的重大措

施，一些重大环境灾害的防治问题，决定来年经济发展的盘子问题等。 

  就人大内部来说，存在着“闲置”坎：该由人大审议、决定的事项，不主动讨论。 

  有一些地方的人大领导，把人大的决定权闲置一旁，使之若有若无。 

  如，“何必与党委争权”。这些同志认为，党委统领全局，“书记说了算，定了干”，“人大

在党委领导下，要少谈决定权，多说服从、服务”。 

  如，人大的许多同志觉得，何谓重大事项？法律上划不清，理论上说不清，工作中分不清。并

以此为推托，长时间不行使决定权。 

  如，“与其管不了，还不如不去管”。他们说，重大事项涉及到全局，“人大不要湿手去沾干

面粉”；“重大事项敏感性强，处理不好反而被动”；“人大人少机构小，没有精力去搞重大事

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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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监督是人大的重点工作”。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大同志觉得，人大的监督权与决定权比，

弹性大、压力小，工作中进退自如。把国家权力机关仅仅视为国家“监督机关”，忽视了人大决定

职权在人大工作中和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如，有少数地方人大的领导同志，看党政主要领导人的脸色行事，对于重大事项，“你不示

意，我不讨论。”就是讨论重大事项，也是走走过场，“无需太认真”。 

  纵观许多地方人大的成功实践，要跨越阻碍人大行使决定权的两个坎，先要调整心态。 

  首先，要提高认识，解决矛盾心理。就地方党委来说，要解决既希望人大推动重大事项的处

理，又担心人大行使决定权会对党委工作造成被动的矛盾心理。就人大来说，要解决既想行使决定

权，又担心党委不悦、政府不满，或决定了又执行不下去，造成难堪局面的矛盾心理。就政府来

说，要解决既希望人大行使决定权帮助政府排忧解难，又担心人大的决定硬了、要求高了的矛盾心

理。对法律规定须经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的重大事项，经党委审查原则同意后，应当依照法

定程序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为国

家意志和人民的自觉行动。 

  其次，解决求稳心理。人大依法审议、决定重大事项，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运用国家意

志力，督促本行政区域重大问题的解决。这既不会给党的工作惹乱，也不会给政府工作添麻烦，又

不会给稳定造成危害。人大在这方面的进展，社会各界给予的呼应是超乎意料的，改革开放20年

来，地方的自主权比过去大了，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过去多了。与此相对应，人大施展权能的

空间大了。人大如不自觉适应这个大局就势必落伍，进而引起人民群众的不解和不满。另外在计划

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国家、集体、公众三者利益正在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人

大应在涉及公众普遍利益的如财政预算、环境保护、税费和负担、劳动与就业、医疗改革、市政建

设、公共交通、公共福利、文化教育等问题上，为创制公正、公平、公开的公共政策，积极发挥决

定性作用。每年年初，地方人大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本年度要审议、决定哪些重大事项作出

明确的安排。一年讨论决定二三个重大事项，一届下来就能有成效地推动解决一批热点、难点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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