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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履职的思考

张 昔

(西南科技大学 法学院
,

四川 绵阳 6 21 0 10)

【摘 要】在我国
,

国体决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全国各族人民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依法定

期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
,

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
,

并由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其他国家机

关
,

以实现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理
。

经过长期的人大制度实践可 以看出 : 小到一项提案
,

大到整

个法律制度
、

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

都面临着如何研究相关制度背后的知识
、

相关知识背后的理念
。

在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
,

人大代表如何更好地代表人民表达意愿
,

增强责任感
,

更

有效地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
,

笔者认为
,

应组建一支专业化的人大代表队伍
,

这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

的内在要求
。

【关健词】人大代表 ; 职责 ; 专业化 ;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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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
,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国家的国体便决定了我

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人民是国家的主

人
,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

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各项制度
,

还包括国家权力

机关与人民之间关系的规定
,

国家权力机关与其

他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规定
,

以及中央同地方国

家机构职权的划分等
。

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
,

我

们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 民代表大会制

度
。

也就是说
,

全国各族人民按照民主集中制的

原则
,

依法定期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
,

组成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

并由人

民代表大会组织其他国家机关
,

以实现对整个国

家和社会的有效管理 的整个政权体系
、

政权制

度
。

在这样的制度下
,

人大代表的专业化程度和

素质高低对于人民主权的捍卫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
。

因为他们在代表广大人民的意愿
,

在行使国

家和人民的权力
,

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

试想
,

如

果人民代表不全面了解这一制度
,

怎能有效地 自

觉参政议政
、

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呢 ? 如果人

民代表对 自己的权力从哪里来的都不清楚
,

又怎

么能够正确行使人民委托的职权呢 ? 在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
,

人大代表如何

更好地代表人民表达意愿
,

更有效地行使人民赋予

的权力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鱼需解决好的重大课

题
。

笔者认为
,

组建一支专业化的人大代表队伍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之意的内

在要求
。

一 我国人大代表的权力与责任

人大代表是在人民普选基础上产生的
,

是人民

主权的受托者和人民意愿的表达者
,

是国家权力机

关的组成人员
,

是国家权力的直接行使者
。

在我

国
,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

人大代表则是国家主人的

代表
。

人大代表与共产党员一样
,

都是以
“

为人民

服务
”

为宗旨的
。

不同的是
,

人大代表是从人民群

众和各阶层各政治团体中选举出来的
,

他们来 自于

社会各方面贤达人士
。

人大代表作为人民中的一

员
,

除与其他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而外
,

还享一些特

殊权力
。

如提案权
,

提名权
,

询问权
,

质询权
,

视察

权
,

发言表决罢免权
,

问责权
,

人身特别保护权

等
。

人大代表所拥有的这些权力
,

充分体现了他们

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
。

有权力就有责任
。

人大代表

本身所拥有的一些权力
,

比如提案权
,

视察权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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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表决罢免权等
,

这既是他们的权力又是他们的

责任
。

同时
,

作为
“

代表
” ,

要求他们密切联系

群众
,

经常听取人民的呼声
,

反映人民的意见和

要求
,

代表人民发言
,

并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
。

二 当下我国人大代表的履职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
,

人民群众民

主意识
、

法制观念逐渐增强
,

要求民主平等
、

维

权的愿望更加强烈
,

这都对人大代表的工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

人大代表不仅应具备良好的思想

品德
,

强烈的代表意识
、

责任意识
,

而且还要具

备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较宽的知识面及较深的

专业知识
,

既要敢言也要善言
,

才能真正为人民

服好务
、

代好言
,

为国家积极地建言献策
。

但

是
,

在人大代表的履职过程中
,

也出现一些值得

注意的问题
。

第一
,

有些代表职务意识不强
。

由

于代表专职化程度不够
,

一些代表对代表的地

位
、

作用
、

责任缺乏足够的认识
,

因此仅当
“

会

议代表
” ,

不懂或不能自觉地执行代表职务
,

代

表的职务意识不强
,

则较少参加闭会期间的活

动
,

也就失去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提高的机

会
。

第二
,

一些代表联系选民较少
。

由于代表联

系选民较少
,

出现选民不了解代表执行职务的情

况
,

代表不能很好地为民代言办实事
,

失去了作

为一名人大代表的应有作用
。

第三
,

代表活动成

果不显著
。

由于代表行使职权的集体性原则
,

决

定代表个人在执行职务时不能直接处理问题
,

代

表执行职务效果难以直接体现出来
。

因此
,

个别

代表错误认为
, “

代表没什么权力
” 。

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的办理须经转办
、

承办
、

跟踪
、

检

查
、

答复
、

反馈等诸多环节
,

需要多方努力才能

办好
,

一方不认真
,

就会影响办理进度和质量
,

致使一些代表认为
: “

代表执行职务难
” 、 “

代

表活动无用
” ,

因此影响了代表提建议
、

批评和

意见的积极性
,

也影响了代表开展活动的质量
。

第四
,

代表履职缺乏监督
。

人大及代表小组很少

对代表执行职务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

现行法规对

闭会期间代表不作为的问题没有类似人代会期间
“

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

其代表资格终止
”

这样的惩戒规定
,

没有建立代

表接受原选举单位选民监督的机制
。

由于代表执

行职务的监督机制没有建立
、

健全
,

出现代表内在

动力不足
,

不参加活动
、

不联系选民
、

不为民代

言
、

不办实事的
“

特殊代表
” 。

第五
,

代表选举缺

乏竞争
。

由于代表候选人由组织照顾安排的多
,

选

民联合提名的少等原因
,

因此难以做到
“

优胜劣

汰
、

好中选优
” ,

出现
“

要我当代表
,

不是我要当

代表
”

的思想
,

致使代表缺乏执行代表职务的使命

感和责任心
。

不少代表常因工作忙而不参加闭会期

间的代表活动
,

或会议审议发言时左顾右盼
,

一言

不发
,

怕与领导过不去
,

这些间题对代表产生了消

极的影响
。

第六
,

尊重支持代表不够
。

人代会前发

通知要求
“

一府两院
”

人员列席会议
,

有些被通知

单位无故不参加
,

代表审议发言只能是自己提自己

听
,

一些重大事项未能事先向人大报告或通报等
,

致使一部份代表错误认为
“

人大没多少权力
” 、

“

代表更没权力
” 、 “

代表执行职务难
” ,

从而严

重挫伤了代表议政履职的积极性
。

尽管我国当前代

表工作和代表制度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
,

社会上的

一些人甚至包括有些党政领导干部
、

执法人员对代

表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认识
,

对代表活动的尊

重
、

支持不够
,

侵犯代表权利的行为时有发生
。

但

也应看到
,

有的人民代表也没有很好地行使法定的

职权和履行法定的义务
,

工作效果不够显著
,

素质

水平有待提高
。

为充分发挥每一位人大代表的作

用
,

人大代表履职专业化是一发展的方向
。

“

专业化
”

不同于
“

专职化
” 。

专职化的人民

代表
,

如西方国家的议员
,

是把
“

代表
”

作为一种

职业
,

议员专门了解调查人民所面临的和社会中存

在的问题
,

然后反映给国家有关部门
,

寻求解决方

法
。

他们是把政治活动作为主要生活的
。

据统计
,

美国每个议员的平均年薪达到七万美元
,

而这只是

一个平均数
,

很多议员的年薪在十五万美元以上
。

正是由于高收人和高地位
,

西方国家的议员对社会

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愿意积极介人调查
,

在代

表民众方面也做得比较好
。

既然专职化的议员对社

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仿照其他

国家
,

组建与议员类似的代表队伍
,

即专职的人大

代表呢? 这里有两个原因
:
第一

,

以中国目前的国

情来说
,

财政上不允许支出如此大量的资金来养活

这么多的人大代表
。

如果
“

人大代表
”

成为一种职

业
,

就要由国家给他们发工资
,

据统计
,

第九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二千九百八十三人
。

实际

上
,

全国总共的人大代表的数量远远超过上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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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如果国家统一按照公务员的标准给人大代表

发工资
,

将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

这不仅不能合理

利用 国家财产
,

并且加重人民的负担
,

浪费税

款
。

第二
,

专职化的人大代表不一定可以深人群

众
,

调查实际问题
。

当今中国政府机构的最大问

题就是效率低下
,

人员过多
。

许多政府官员都坐

在办公室里悠闲的打发 日子
,

根本不去办实事
。

如果让人大代表专职化
,

也许就会出现上访群众

被堵在机关大门口
,

人大代表成天坐在办公室中

被动地工作的现象
。

而且人大代表是人民选举出

来的
,

如果让人大代表专职化
,

这就背离了代表

的本质
,

人大代表也就不再是人民的代表了
。

三 打造专业化的人大代表队伍
,

不断

提升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经过长期的人大制度实践可以看出
:

小到一

项提案
,

大到整个法律制度
、

整个国家的政治制

度
,

都面临着如何研究相关制度背后的知识
、

相

关知识背后的理念
,

人大代表的工作能力与其专

业擅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

将人大代表按专业细化

为一个个紧密的小组
,

通过相互之间的分工形成

一套完善的分工体系
,

就能够汇集各种专业资

讯
,

更加有效地解决问题
。

要提高人大代表履职

能力
,

笔者认为应打造专业化的人大代表队伍
。

首先要把好人大代表的
“

人口关
” 。

在我国
,

人

大代表是兼职而不是专职
,

要有足够多的时间来

工作
,

所以要注重候选人的实际情况
,

要有一定

的联系能力
,

观察思考能力
,

表述能力
。

对于代

表人的结构安排应合理
,

适当控制各行各业人大

代表的数量
,

尽量避免
“

国家干部都是人大代

表
”

的现象
,

加人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
,

如审计

人员
,

律师和医生等
,

这样可以深人了解各方面

的社会情况
。

因此
,

在公正原则的前提下
,

特别

是要注重选择哪些热衷于公共事务和民主政治
,

自愿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专业人士
,

认真筛选候选

人
。

其次
,

加强人大代表的自身建设
。

许多人大代

表不了解自己的工作性质
,

所以出现了
“

有权不

用
”

的失职现象
,

白白顶着
“

人大代表
”

的头衔
,

根本不为人民办事
。

一部分人大代表则乱行使自己

手中的权力
,

为自己谋利益
,

却不知道这些权力是

人民赋予的
。

所以
,

加强人大代表自身的建设
,

加

深他们对人大代表的认识
,

认真学习 《代表

法》
,

了解自己的职责
,

可以使得人大代表向专业

化方向迈进
。

同时人大代表在履职上
,

还应在坚持

学习和虚心实践上下功夫
。

一是坚持学习
,

与时俱

进
,

积累资料
,

提高素质
。

要不断学习
,

养成习

惯 ; 要关心国家大事
,

关心社会民生
,

增强责任

感 ; 要学会虚心求教
,

充实自己 ; 要培养自己的政

治敏锐性
,

增强政治原则性
,

提高法律意识和纪律

性
,

分析把握社会热点
、

难点
、

焦点
。

参政议政
,

反映社情民意
,

也就能换位思考
,

收到较好的效

果
。

二是深人实际
,

调查研究
,

掌握数据
,

善于总

结
:
深人实际

,

让人说实话
,

摸到实情
,

掌握第一

手的事实数据
,

才有发言权 ; 还要善于总结
,

对照

法律
,

准确反映
,

才能敢于说也能善于说 ; 要生活

在广大人 民之 中
,

平时要多倾听群众呼声与要

求
,

关心弱势群体的疾苦
,

反映他们的心声 ; 要

主持公道
,

帮助政府改进工作
,

化解矛盾
,

促进

社会安定稳定 ; 要为民办实事
,

取信于民
,

得到

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

第三
,

完善监督体制
。

200 6

年 《监督法》 的出台
,

引发了民众对人大代表的

关注
,

这也是我国监督体制逐渐完善的表现
。

在

此之前
,

许多人把人大代表看作高高在上的政府

官员
,

盲目地听从人大代表的命令
。

其实
,

人大

代表也是人民中的一员
,

工作职责正是表达人民

意愿
。

《监督法 》 的出台
,

正是要让每一个选民

监督人大代表的工作情况
,

发现失职读职现象就

向有关部门反映
,

罢免不称职的人大代表
。

随着

监督体制的逐渐完善
,

可以使得人大代表工作更

加合法化
,

这也是人大代表专业化和提升人大代

表履职能力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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