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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大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也有助于在新形势下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做好人大工作。但 

一 些理论问题仍需要我们深人研究和思考。一是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至今还不够系统、 

成熟。人大工作、人大制度建设均需要科学的理论 

指导，但多年来我们在人大理论方面的研究和成 

果还不能完全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当前国内尚 

无公认的较为系统、成熟的人大理论的教科书，不 

能适应对人大工作人员和人大代表培训的需要， 

一 些专家的讲授虽在某些方面和具体问题上有助 

于深化我们的理解和认识，但毕竟不够系统、全 

面。二是对马克思的代议制理论研究不够。马克 

思曾在《资本论》中讲过未来社会应是“自由人的 

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实现形式则是在总结巴黎 

公社的经验后发现的。巴黎公社政权得到马克思 

的高度评价，马克思 由此认为未来工人阶级的政 

权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议行合一，议会 

内未设辩论程序，监督和常设机关也不在代议机 

关之中。这一思想成为后来苏维埃制度和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指导原则 。但今天我国的实际已有 

了很大变化 ，如何理解好、运用好这些思想 ，对人 

大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从我们的理论研究 

实际来看，这方面还较欠缺，不能很好地解决一些 

现实问题。因此 ，作为人大机关工作人员 ，我们深 

切感到，人大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的发展 ，需要深 

人的理论研究和系统的理论来支持。 

(作者系宝鸡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制约人大作用发挥的几个现实因素 

史德文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促进我国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方向。从当前的实 

际看，加强人大制度建设，提升人大的地位，又不 

能不注意克服一些现实制约因素 。 

一 是当前人大监督权的行使还缺乏具体明确 

的法律依据。人大组织法、地方政府及法院、检察 

院组织法等都未明确规定人大如何监督的问题。 

人大监督权的行使主要是依据国家权力机关与一 

府两院的从属关系来进行。但这不能适应实际工 

作的要求，不够具体、明确和便于操作。正在酝酿 

的《监督法》尚未 出台，这不能不影响人大监督作 

用的发挥。 

二是人大制度在社会和群众中的影响不够。 

社会公众对人大的地位、作用及其活动等不够了 

解，人大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法律地位 尚未被全 

社 会接受。“橡皮图章”、“大牌子、老头子、空架 

子”等说法在不少群众心目中影响很深 ，认为人大 

无权。这些认识虽有片面性 ，但也是实情。近年来 

一 些地方在进行新 的探索，凸显和提升人大的地 

位，如干部任用先要在人大任职，经过培训锻炼 ， 

然后才去其他国家机关。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借 

鉴的新思路。 

三是代表结构不尽合理 ，参政议政能力不高。 

我国人大代表选举采用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 

合的方式，由于种种原因，所选出的代表 ，结构不 

尽合理，不能满足参政议政的要求。 

(作者系宝鸡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完善人大制度 建设政治文明 

赵克平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社会主义 

民主建设 的重要途径，是我 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 

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 ，地方人大在推进人民当家 

作主的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地方人大制 

度建设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研 

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目前，地 

方人大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代表选举制度不 

够完善；监督制度的力度不够强；代表制度有待加 

强；人大常委会自身活力不足。不断完善地方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建设 的基础 

性工作。因此地方人大建设要以宪法为依据，坚持 

人大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善人大制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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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人民民主为重点，强化人大制度 ；以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为内容，规范人大制度 ；以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推动人大工作发展。 

首先，完善选举制度，规范民主选举。要正确 

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民主选举的关系，加强党 

对地方人大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宏观领导，对选举 

方法给予指导思想上的领导，选举方式 、选举程 

序、选举环节应该由地方人大独立完成 ，这样能够 

把党的领导和人大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统一起来。 

要建立公正合理的推荐及确定候选人制度，党组 

织提名候选人应该进行公示，广泛征求党 内外群 

众的意见 ，提倡“毛遂 自荐”的方式参加候选人选 

举，把有胆识、有能力、代表人 民得益的选 民选拔 

上来，改变以各种身份为依据的数字比例对候选 

人的限制，全面推行“差额选举”制，把竞争机制引 

入选举制度之中。 

其次，完善监督制度，加大监督力度。地方人 

大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是代表人民执行宪法赋 

予的神圣的监督权力。地方人大应该依据法律维 

护 自己的权力 ，代表人民加强对执法的监督力度。 

全国人大应该尽快制定监督法，使人大监督工作 

做到有法可依，有原则可循，提高监督质量。依法 

处理好人大与党委、政府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推动 

人大监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最后，加强人大常委会 自身建设，优化人大常 

委会结构。改变人大“大牌子、老头子、空架子”的 

现状 ，把年富力强 ，能干实事的同志调到人大，使 

人大领导班子年轻化。改变人大编制少的现状，增 

加县市级人大干部人员，壮大充实人大队伍。认真 

总结党委书记兼认人大主任的经验和不足 ，在保 

证党的领导和积极推动人大工作方面 ，取得突破。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法系主任、教授) 

渐进式改革与人大地位的提升 

王世 荣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 

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在改革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 

要通过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 ，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一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性选择。 

与戈尔 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激进改革不 同， 

在中国进行的改革是渐进式的，邓小平早在 1980 

年就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著名讲 

话 ，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我国是一个 

超大型国家，幅员辽阔，人 口众多，各地发展极不 

平衡，小农意识浓厚，封建专制主义影响深远，使 

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很多特殊性 。只有渐 

进式改革才能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社 

会转型。 

二、宪政思维为人大地位的提升奠定了政治 

基础 。 

宪政一般是指以宪法和法律限制公权 ，保护 

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实行宪政的首要任 

务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过五十年 

的探索和发展，我国已逐步走上了宪政之路。宪政 

建设需要宪政知识的普及 ，宪法和公民至上观念 

的树立，及依法治国的实际推行；需要全能政府变 

为有限政府，党政关系的切实改善，特别是优化党 

对人大的领导。 

三、提升人大地位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 

本途径。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科学执政 、民主 

执政、依法执政的崭新执政理念，其中民主执政是 

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 

政治发展的首要 目标。为此，不断提升人民代表大 

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地位，使宪法规定的国家 

权力机关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改变所谓“橡皮图 

章”和“养老院”的形象 ，加大对执政党和“一府两 

院”的监督力度，拓宽人民权利的实现途径 ，是人 

大建设的重中之重。 

四、渐进式改革必须处理好人大与执政党、 
“

一 府两院”的关系，形成权力约束和监督体系。 

人大与执政党的关系是党政关系的主要组成 

部分 ，邓小平主张党政分开，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 

改善党与人大的关系。共产党是执政党，但党必须 

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只有通过人大加 

强人大的监督权，才能将自己的主张上升为国家 

意志 ，而不能强迫人大接受 自己的主张，人大有权 

依照宪法和法律纠正执政党的不适当的主张和做 

法。执政党必须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接受权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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