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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代表的职能增强 

文章全标题：代理者与抗争者－－中国人大代表的职能增强 

作者：Kevin O’Brien 编译：Adam Heyd and Jonathan 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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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政府体制的转变，人大代表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同时担负新的领导作用。人大代

表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支持政府的政策以及将这些中央的要求传达给他们的选民。但同时人大

代表也承受着与日俱增的压力，因为选民也希望他们能代表地方的利益及将地方的要求传达

给中央。许多学者认为这些看似相互冲突的要求对代表在作出决策的权力上造成相当的负

担。但是欧博文从他的研究以及多次的访谈中发现人大代表能够有效地处理这些从中央及地

方上来的挑战。 

 

访问及方法 

     欧博文的研究是通过在1989到1991三年间与武汉、天津、北京、及哈尔滨的39位立法

工作的领导及工作人员进行访谈来开展的。在这些访谈中，欧博文专注于这些官员的认知与

态度且尽可能的不谈西方国家的观念以及中国政府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许多受访问的官员

表示这些新的且相互冲突的角色预期并未对他们在人大中的角色造成太大的负担—事实上，

他们许多人开始认为担当这样的角色是一次个人赋权的机会。 

 

人大代表的几个角色：消极者、代理者和抗争者 

        在中国的立法机构中，代表有着不同的角色，且他们的权力的使用也常常造成不同

的结果。消极者是指那些对他们的角色没有什么认知的代表—他们不对他们的角色有任何的

责任感，对各式各样的会议也不做太多的准备；人大的“橡皮图章”的恶名可以说是这些人

造成的。政权代理者是指那些认为他们是政府的协助者的代表；他们会试着向选民们解释高

阶的政策及说服选民们去正视这些政策的益处。所有代表们或多或少都须要扮演这个角色，

而这个角色也常常带给这些代表来自政府的赞赏及奖励。有一些代表也在制度规范内扮演着

抗争者的角色。抗争者在这里所代表的意思并不是像西方的请愿者—他们事实上常常是半个

局内人，试着籍由引起注意及传递讯息来改革政府的运作。但当这个角色的代表们了解他们

只能够给予建议及资源，但他们的成功也带给他们更多的责任。这个角色为选民们开了一扇

门并使他们有机会把诉求传达给他们本来无法接触到的高阶层官员。尽管这些扮演抗争角色

的代表们可能会被指责说过度扩张他们的决策权，但这样的冲突并不常见。绝大多数的代表

都会接受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他们还是能够找到发表意见及推动计划的机会。 

 

混合角色 

        人大代表在既但当代理者又担当抗争者这两个角色的时候最有影响力。用选民的名

义去落实政府政策使这些代表们同时维护选民及中央的利益。当他们成为一个政权代理者的

同时，他们也得到了政治上的保护，所以他们能够争取自己计划的权益。但我们不应因此而

认为代表们担当起政府和选民之间的外交角色，这样的混合角色并不代表民主约束或是裙带

关系—抗争者仍旧为政府服务且看待他们自己为现实权力结构的一部分。这些政治上的发展

并不足以证明中国的独裁政权是被支持或是削弱了。这些代表们在既定系统规范中去鼓励一

个对民有益的政府。在极为薄弱的政治保护下，抗争者们满足于在能够避免直接冲突的范围

内寻求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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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抗争的起源 

        尽管中国有着长久的抗争历史，但受访的官员都认为抗争者对于人大代表来说是一

个新的角色。经济改革及地方分权，再加上对政权改变的期待，都给予这些代表们一个让他

们可以选择何时及如何扮演代理者的这个角色的空间。政府当然并不鼓励人大代表们扮演抗

争者这个角色；但是代表们会选择这个角色，因为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接触

掌权者的方式。位于领导地位的官员也准许用这样的行为来传达民众的要求及疏解民众的不

满，这使政府能够既表示应答民意同时主权又不被削弱。 

 

抗争者的动机 

        民主意识通常是造成代表抗争的主要动机—选举上的约束以及高层领导的要求并不

会比个人的特质更具有形成抗争的影响力。有一些个人的抗争动机是可以被理解及认可的：

个人的荣誉及责任感，渴望被尊重且不留下坏名声，政治自主权及政治地位的增强，更多的

政策决定权，以及重要关系网的建立及发展。绝大多数时候，从中央和选民而来的相互冲突

的期待是很微弱且容易处理的—而这也给了代表们一些转寰及解决问题的空间。 

 

角色压力 

        各式各样相互抵触的角色期待可能会造成角色扮演上的冲突，但许多代表会重新定

位他们的角色以解决这个问题。绝大多数扮演多重角色的代表们都不会觉得压力过大，但他

们有时候还是会报怨说他们超载的工作量及多花的时间都没有得到补偿。这篇文章的分析显

示出人大代表并不会太受政府的狭制及勉强，而且他们常有一些特定的但有意义的角色选

择。有时候各种不同的要求可能会对一些代表形成一定的压力，但角色上的冲突并不会限制

人大代表的决策权或是个人计划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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