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询案现状管窥  

□  杨文军  

  

笔者对近期新闻媒体报道的23件质询案进行了分析，归纳如下： 

一、目前质询案的九多九少状况  

1．从时间上看，近四年质询案多，以前很少。1980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宝钢建
设质询案被称为共和国第一质询案，以后到1989年湖南省才有一件，到了1999年、
2000年省市县的质询案逐步增多，说明人大的刚性监督在不断加强。 

2．从报道情况看，不公开报道的多，主动公开报道的少。笔者接触到的案例肯
定不是质询案的全部，一些案例没有被公开或详细报道，想必是公开报道对受质询机
关有负面影响，或者质询程序、方法上还需要完善而不宜公开。 

3．从会议级别看，全国人代会和乡镇人代会上的质询案少，省市县人代会及常
委会会议上的多。23件中全国人大两件，乡镇人大没有，绝大多数人大代表及其常委
会组成人员把这项权力“束之高阁”。 

4．从质询主体看，全国人大及省市州人大在代表大会上由代表提出的质询案
多，在常委会会议上提出的少，而县级人大在常委会会议上由组成人员提出的多，却
在大会期间由代表提出的少。究其原因，其一可能是直接选举的代表与间接选举的代
表素质有差异；其二是一些涉及省级部门的重大问题，州市人大难以监督，在大会上
提出由上级人大主持监督效果会更好；其三是县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本县情况熟
悉，联名方便，而全国及省市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相对较难联名。 

5．从受质询机关看，质询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多，质询“两院”的少。案例中
只有一件是质询法院的，其他都是质询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这可能与政府及其职能
部门的绝对数比“两院”多得多有关。但司法不公一直是社会反映很强的问题，质询
案少与人大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了解情况少，懂“两院”业务的专门人才欠缺不无
关系。 

6．从质询的内容看，久拖不决的问题多，偶然发生的事件少，大部分是多年提
出建议而有关机关整改不力演化来的案件。 

7．从答复次数看，再次答复的多，一次答复满意的少。分析原因，在人大，一
些案件需要调查了解，在受质询机关，对质询的态度有一个转化的过程，答复人不是
主要负责人，答复内容出现避重就轻、回避矛盾，整改不力，都会导致再次答复。 

8．从办结时间看，会议之后继续办理的多，会议期间办结的少。大部分案件问
题比较复杂，在会议期间难以办结，只有少数案件案情清楚、牵扯面小、准备充分，
在会议期间就可以办结。广东环保质询案提出后，在会议结束的前四天，每天都有该
质询案的议程或活动，会议结束时也没有办结。 

9．从办理结果看，平稳结案多，刚性结果少。质询之所以被称为刚性监督，就
是它与撤职、罢免案相联系，撤职、罢免案少，质询的效果就有可能打折扣。案例中
牵扯撤职和罢免的有五件，罢免了一位副省长，提出撤职案撤销了一名法庭庭长的职
务，联名建议撤换了一名省环保局副局长，对涉嫌受贿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由法院开
庭进行了审理，促使有关部门撤换了一名公司经理。 



二、质询权力行使不广泛的原因分析  

1．不敢行使。质询是刚性监督手段，是各级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共
识。行使质询权，不能走过场，必须面对有关单位及领导人。由于社会上千丝万缕的
关系，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怕得罪人、碍于 情  面 、 顾及关系，不敢监督的问题
难以避免。 

2．不会行使。质询有一定的法律程序，不吃透法律，不研究法律程序，就不会
行使这项权力。 

3．难以行使。法律对质询的规定目前尚比较原则和笼统，比如由于会议期间时
间紧，难以进行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会议期间办不完的怎么办没有规定；另一方
面，质询在会议期间一般是属于临时动议，会前得不到预先详细安排，提出后，决定
进入质询程序时就显得缺少计划性，进而影响质询案的办理效果，对会议的组织也有
一定的影响，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也就不愿意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三、质询案在办理中的答复范围  

1．正式答复范围有两种：一是人代会上由某一代表团提出的质询案在该代表团
会议上答复，但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二是人代会上提出没有办结的质询案和常委会
会议上提出的质询案在常委会会议上答复。 

2．在办理过程中还有一些非正式答复范围：一是在常委会会议之前，召开主任
扩大会议，听取受质询机关对质询案的办理情况介绍；二是由专门委员会组织提出质
询案的所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听取受质询机关通报对质询案的办理情况，征求意见；
三是由人大常委会主持召开通气会，受质询机关不参加，对书面“答复意见”或“征
求意见稿”与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通气，征求意见。 

3．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质询案在代表团会议上答复后，答复情况由提出质询案的
代表团向主席团会议报告。 

4．《组织法》规定，大会上的质询案可以在主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或者专
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但案例中未见在主席团和大会全体会议上答复的报道。 

四、质询案的结案形式  

1．一次解决问题，一次结案：受质询机关在会议期间纠正了问题，对答复满意
者超过半数的一次结案。 

2．暂不表决，等待整改：答复后，对受质询机关的整改意见提出意见建议，暂
不进行表决，给出比较长的时间，让受质询机关整改后，择时进行再次答复并结案。 

3．表决通过，提出建议：对质询案的答复进行表决，满意者过半数时通过，但
对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建议，交受质询机关继续研究办理。 

4．紧追不舍，继续质询：当正式答复意见满意者不过半数时，对答复意见提出
进一步改进建议，决定在下次会议上再次听取答复。会后，人大常委会成立调查组继
续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五、对质询案的答复是否满意的表决方式  

1．举手表决：广东环保质询案等采用的方式。 

2．发言表决：与会代表或组成人员对答复意见发表意见，表明满意或不满意的
态度，这是绝大多数案件采用的表决方式。 

3．鼓掌通过：个别案件采取的方式。 



  

4．无记名投票表决：这种方式未见报道，但建议采用。 

六、几点建议  

1．在筹备人代会或常委会会议时，议程中必须有“其他”一项，为质询案和其
他议案预备会议空间。 

2．加强对人代会和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意见建议办理情况的检查，以此为切入
点，选择那些多次建议但办理不力的问题作为质询案的内容。同时，要重视群众来信
来访，从中发现问题，作为质询案的内容。 

3．质询案办理过程中一定要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与受质询机关加强信息
交流，并在正式答复前多征求质询人的意见，防止多次答复多次不通过的尴尬、两难
局面出现。 

4．建议在《组织法》中规定：一是质询案可以在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团会议上答
复。二是人代会上的质询案在会议期间不能办结的，应当交人大常委会或有关专门委
员会监督办理，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进行再次答复，报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
案。三是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的质询案在本次会议上不能办结的，交主任会议或
专门委员会监督办理，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再次答复。四是两次答复不满意时，可以
提出罢免建议或罢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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