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力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丁  丁  

  

    2006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举措，对于更好地发挥人大制度
的特点和优势，健全和规范人大监督机制、程序，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我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深刻变化的国际
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都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强人大监督以及各方面的监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维
护人民群众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多年来，各地人大及其常委
会为了履行好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责，在加强监督工作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
力。然而，总的来看，由于缺少全国性权威性的监督法规，人大监督工作的程序和
方法很不规范，各地开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情况也很不平衡，其监督的效果也
很不理想。监督法的颁布和实施，监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无疑将会
大大加强人大依法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贯彻实施监督法，最重要的是要把法律的规定落到
实处，落实到人大常委会的具体实践中，扎扎实实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确实
增强监督工作的实效。为此，首先要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正确认识人大监
督。要明确人大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是宪法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代
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监督的目的在于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
确实施，确保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人大监督具有至上性和权威性。其次，人大常委会开
展监督要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
遍关注的问题，比如政府工作中的“三农”问题、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
护、安全生产、社会保障、拆迁补偿等，以及“两院”工作中的执行难、告状难、
赔偿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错案不纠、司法不公等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
题，作为监督重点，有的放矢，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第三，各级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要进一步树立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提高履职能力和履职水平。监督法的实
施，对各级人大常委会及其组成人员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要善于通过
执法检查、调查研究以及人大代表建议和意见、人民来信来访等渠道，发现和抓住
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又带有共性的问题。要善于综合运用听取
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审议计划或预算报告、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询
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监督形式。第四，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一定要讲求实
效，切忌蜻蜓点水，搞形式、走过场。一旦人大常委会启动了监督程序，就要一抓
到底，抓出实实在在的成效来。“一府两院”要将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
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书面报告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专
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一府两院”要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情况向人
大常委会报告。第五，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要向社会公开，人大常委会
的监督也要自觉置于人大代表和全社会的监督之下。人大常委会对专项工作的监督
情况以及“一府两院”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都要向人大代表通报并向
社会公布，接受人大代表和全社会的监督。第六，要创造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
良好社会环境。“一府两院”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责，自觉接受人大监
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水平。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更要
模范遵守和执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支持人大依法开展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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