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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制度的酸甜苦辣咸 

刘亚伟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2171】【字号：大 中 小】 

 

两会在即，新华社的记者刘江发了一篇报道，题为“代表话民声：职责让我停不下脚

步”。看刘江的文章，读罗益锋的故事，用一句套话说，就象是心里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

辣咸一起涌上胸口。 

 

最先来的感觉是掉牙的酸。刘江真酸。说他酸不是因为他象我们的很多记者一样写阿谀奉

承的文章。罗益锋是技术人员，搞化工的，不用靠刘江的表扬和夸奖升迁。说刘江酸是他在

“两会”的时候写这样“毫无意义”的文章，实在是在为一种不是千疮百孔也是问题大大的

制度涂脂抹粉。不知道这个刘江是不是当年在华盛顿当过新华社记者站站长的刘江。如果是

的话，他写这样的文章就是酸上加酸了。在美国那么多年，总应该知道老百姓选出的地方人

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该干什么和怎么去干。刘江的文章表扬罗益锋没错，但对我国设计高

超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寸步难行的人大代表制度一点不“指手画脚”的确叫人有点失望。 

 

之后的感觉是甜。这甜味象是夏日流星，一闪就过去了。感到甜是因为我们还不用完全绝

望，我们还有象罗益锋这样履行“三个代表”的人大代表；感到甜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有责任

感和义务感的代表也许有一天会突然意识到，其实最重要是权力感和执行权力的权力。罗益

锋们或许有一天会举起《宪法》和《代表法》，跟政府部门和一直领导政府但最近却摩拳擦

掌忙“保先”的人理论，说，“我是选上来的，我有权决定你的去留和你的经费，现在你去

处理这个事，回来给我汇报。” 

 

再来的是深深的、黄连一般的苦。首先，没想到当人大代表这么苦：罗益锋被“蒙冤群众

愤怒的眼泪”浸泡过；被“违法分子的嚣张和威胁”骚扰过；不是搞法律的，却要不停地去

帮助各地的老百姓打官司。而且，他要为全国各地知道他的蒙冤群众去服务，肯定没有时间

去搞科研；没有时间搞科研，就不太可能拿到国家的科研经费；拿不到科研经费，他迟早是

要下岗的。这当代表的代价太高了，难怪很少听说全国人大代表里有象他和周晓光这样的

（浙江义乌唯一的全国人大代表。2004年春节，周在义乌市电视台播放广告，公开向市民征

集意见和议案，并承诺将市民的心声反映到当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一时间，举

国上下有冤屈有不满的人都南下去找周晓光这样包公一样的代表）。 

 

其次，我们为近3000全国人大代表感到苦。我想他们当中一定有很多象罗益锋和周晓光这

样爱为落难者打抱不平、为贪官污吏制造麻烦的代表。可是，除了那些同时又是高级官员的

人大代表外（我们党中央的委员大都是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按不成文的规定还要兼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而且不管是这位书记以前在什么地方工作，到了新身份都会被补选为人大主

任），其他的界别代表、性别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劳模代表和非党代表都是要吃饭的，要

吃饭就得去做本职工作，就不能太得罪人，所以也不能太冲动和鲁莽。既就是他们不怕没饭

吃，不怕得罪人，敢于反潮流，他们一没体制的支持，二没助手和办公机构，三没经费，自

费参政怎么参得起。当然，也有那种二者都不怕的“二竿子”代表，拿着宪法和代表法去创

天下。对他们，一般的下场似乎是被下级人大代表选掉。河南的姚秀荣就是例子。难道世界

上还有那个国家的民意代表比中国的人民代表更苦的吗？ 

 

最后，还有一种信息被阉割的苦。看了刘江动人的文章，我们知道罗益锋是北京的全国人

大代表，搞化工的，至少从第七届人全国大开始就是代表，爱为百姓剪除邪恶。其他有关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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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锋的事我们一概不知。他多大？在什么单位工作？为什么可以连选连任？他每年助人为乐

要化多少时间和经费？我们从文章里可以大致了解他的困苦和他的出世哲学。他说，“问题

得到解决后，来找你的人越来越多。说实在的，有时觉得这是在自找苦吃。”“在本职工作

异常繁忙的情况下，冒着各种风险，为一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和案件四处奔走，在许多人

看来并不值得。可是，人大代表的职责让我停不下脚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待

这个他差不多要服务20年的最高权力机关？他身边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人大代表？那些找他出

气和讲理的人多少是来自他自己的“选区”，又有多少是来自外地？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本职

工作去做专职代表吗？他在不开会的时候能随便进出人民大会堂吗？他为百姓讨公道的程序

是什么？地方的政府和司法及执法机关是怎样对待他这个人大代表的？ 

 

然后是辣。辣，因为罗益锋处理的都是“辣子面”、“辣椒油”型的事件，这个执着的为

百姓讨公道的代表在2004年接到了80个案件，件件与和谐社会无补，比如国有资产流失、拖

欠农民工工资、暴力拆迁、违法征用土地、司法机关执法犯法等。辣，因为不能吃“辣”的

人就不能象罗益锋这样坚持下去。他说，“我当了4届人大代表，有的案子竟然跨越4届才获

得初步解决。” 辣，因为如果我们的代表都不“辣”，我们政府与腐败就会结成和谐而甜蜜

的联盟，把罗益锋为他们鸣不平的蒙怨百姓一扫光。 

 

时间持续最长，也最让人痛苦和可怕的是最后的咸味。虽然刘江的初衷可能是赞扬我们的

好代表，同时间接地论证我们的政治三角制度的稳定性、科学性和持久性（这个或许象百慕

大三角一样神秘的制度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但是，我们细读刘江的

故事，得出的结论也许恰好相反。“党的领导”看不太清楚：也许，罗益锋能连续四次当选

是党的领导的功劳。他毕竟不是百姓直接选出来的。党能支持罗益锋是党的英名和福气，党

“功不可没”。“依法治国”可以说是艰难的起飞：有了可以上诉的渠道和为他们主持公道

的人，但是，障碍还太多，门槛也太高，要不罗益锋为百姓主持公道不会那么难，那么久，

那么熬其筋骨，苦其心志。“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点是清楚的但是却是与制度的原始设计背

道而驰的：人民基本上是被作了“主”的；当他们发现这“主”作的有问题时自己却很难改

变；制度赋予他们的民意代表的权力不小，但是这些代表却没有任何体制和程序的支持，无

法为他们改变别人为他们非法“作主”的状况和并阻止因非法“作主”所造成的个人牺牲和

财产损失。 

 

这个凸现出来的百姓任人盘剥和他们的代表无能为力的状况就是盐了。俗话说，“少吃

盐，多活十五年”。我们国家目前血压已经很高，血管也有阻障，光靠传统的修身养性的中

医疗法似乎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得吃点西药，外国的药不一定就会毒死我们。当然，最为关

键的是要减少盐的摄取量，也就是让百姓和他们的代表能够有序地，和谐地，不受阻挠地与

政府和管理政府的人谈判，决定政府的领导人，管住政府的钱袋子。要不，小病会逐渐变成

大病，可以治好的病慢慢也许会病入膏肓。 

 

人不吃盐不行。让口重的人少吃盐就象让有权的人把权力交出一样难。但是，如果他们晓

得多吃盐意味着短命，他们也许会改变饮食习惯。 

 

写到这儿，又有了一种感觉。那就是，还是要感谢刘江。瞧瞧他的文章给我们带来了多少

思考。思考的感觉是美好的。 

 

     就算我们还没有完善的理论，我们是不是先跟着感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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