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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扩大权力有利于推动政府法治 

秋风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15】【字号：大 中 小】 

 

      在广东、浙江等地区，地方人大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格局，似乎发生了一些的变化，正

在向着宪法和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组织法所规定的状态靠近。人大扩大其权力，有利于推动整个政

府照法治规则运行 

  中国的政治体制，大体上可以说是“议行合一”。从法律上讲，人大的权力至高无上，地方行

政机关的首要职能，就是执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和决议。 

      那么，地方人大又是如何行使其权力的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明文规定：地方人大有权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

内所有领域的重大事项；选举行政首长。选举权通常只能定期行使，日常行使的则是广义的立法权

(包括制定地方法规、通过针对具体问题的决定、决议，以及建议)和预算审查权。 

  从法律上说，地方人大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人大如何控制、监督行政机关，法律

原则也相当清楚。尤其是人大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和控制预算的权力，应当说完全可以控制和监督

行政机关。 

  不过，长期以来，政治运作的现实是强行政弱人大。人大在行政首长人事方面的被动就不用说

了，在立法与预算方面，也相当弱势。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本级政府财政预算的编制基本没有发

言权。行政部门提交给人大审议的预算报告粗枝大叶。人大审议报告的时间过于短促，无从对预算

科目进行详尽审查。至于预算执行情况的日常监督，主要是靠财政部门报送的每月报表，依然缺乏

开支细节。 

  至于立法方面，大量法规系由行政部门提出并起草草案，通常人大及其常委会都能通过，这就

是各方诟病的立法部门化现象。人大代表在每年人代会上提出的议案，也没有多大法律效力，从行

政部门那里得到的待遇，只不过比民众的建议稍好一些而已。 

  立法、预算硬不起来，固然与目前人大的结构有关，因为人大代表均系业余性质，缺乏立法的

技艺和审查预算的专业知识。不过，人大常委会可谓人才荟萃之所，集中了离任行政官员，但他们

也不能充分行使立法与预算审查之权。 

  可见，症结不在于专业化门槛，而在于制度上的某些障碍。事实上，人们可以反问，假如没有

立法与审查预算的经验，又如何能够使代表及常委具有相应的技巧与专业知识？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在广东、浙江等非公经济发达而民间社会发育也较为健全的地区，地方

人大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格局，似乎发生了一些的变化，正在向着宪法和地方人大与地方政

府组织法所规定的状态靠近。 

  广州市第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议案条例》。其创新之处首

先在于，赋予了人大代表以实际动议权。人大行使其职权，开会是主要形式。而在此前，会议议程

是由常委会事先决定的。而上述规定则使人大代表通过提出议案，设定会议的部分议程，这就给了

人大代表以一种很重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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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该条例也重新规定了人大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代表提出的议案经过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核和审

议后，大会主席团可以决定将议案列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经审议可能最终成为关于代表议案的决

议、决定。由此，该议案将上升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意志，对行政机关具有约束力，行政机关必须予

以执行。 

  至于预算方面，广东省人大率先尝试审查部门预算，每年所审查的部门预算多达上百个。成为

数厘米厚的大手册。相对于其它省份的预算，这已经是非常大的突破。广东、浙江等地的人大正在

通过细化预算，更有效地控制政府的钱袋子，向着“预算议会”的方向稳步迈进。 

  当然，似乎还有更多可做。比如，人大代表如何提高立法的技艺，提出的议案不会因为无关痛

痒而被行政机关轻视。从制度设计角度考虑，是否可以为人大代表配备法律、行政等方面的专业助

手？ 

  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审查预算也同样面临专业门槛。人大似乎有必要设立专门的预算委员会，同

时设立预算办公室。前者是权威的预算审查机构，后者则为人大提供预算编制方面的技术支持。有

了这样的专业力量，人大介入预算编制的时间就可以大大提前，据此，人大可以通过预算编制权力

制衡行政机关，使之更为认真地执行人大的立法和决议。 

  从长远来说，一个硬起来的人大，也可能会带来某些弊端。但这是相当遥远的事情，在当下强

行政、弱人大格局未有多大改变的情况下，人大扩大其权力，是有利于推动整个政府照法治规则运

行，有利于防范政府任何一个部门滥用权力。因为，一个法治而廉洁的政府，存在于政治架构内部

不同部门，即人大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关系当中。若是关系失衡，即会

导致一权独大，则整个政府体系的运转就会出现问题。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就源于行政权力

过于强势。通过改革，强化人大与法院，可能是实现优良治理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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