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

主专政国体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和

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

属性。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人民群众仍然普遍认为“人

大”是“橡皮图章”。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

民当家作主，必须强化人大意识，树立人大观。
一、人大意识淡薄的表现和原因

所谓人大意识，即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性质、
地位和作用得到社会全面的认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这是我国的国体，决定了我国的性质。其他任

何政权组织形式都必须服从和保证这一基本性质。宪法又

明确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国

体是否由人民当家作主，只有通过政体才能体现出来。
（一）当前人大意识淡薄的主要表现

1.书记兼人大主任，党委、人大的权力集中于一人。改

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的执政方式发生了转变，由过去“党

的一元化领导”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方向发

展。但让人不理解的是在改革前二十年都没有省、市、县、乡
镇党委一把手兼任人大主任的问题，却在 21 世纪后出现

了，把权力更加集中于党委一把手。这不符合邓小平改革的

精神。邓小平在分析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弊端时指出：“从党

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

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

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p327)其中最突出的

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如何理解？权力过分集

中于谁？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委

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

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

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

元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1](p328- 329)党委一把手兼

人大主任是弊大于利，主要弊端是容易造成混淆党委工作

与人大工作的界限和区别。这两者，一方面是党务工作，一

方面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是完全

不同的两个方面的工作。如果把这两个方面混为一谈，那就

是党委包揽了人大的工作，就是以党代法，这是非常危险

的。所以，当你问老百姓，是党委的权力大呢？还是人大的权

力大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当然是党委的权力最大，人大有什

么权力？人大只不过是那些退居二线的同志看报纸、喝坨茶

的地方。
2.政府的工作不是对人大负责，而是对党委负责。按照

我国宪法的规定，政府由人大选举，对人大负责，并接受人

大的监督。这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集中

代表人民的共同意志，统一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

权力。当下的中国，人民政府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对党委

负责。这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共产党是执政

党，借以服从党的领导为由，绕开对人大的负责，如政府部

门的领导向人大报告工作缺席，以及难以接受人大的质询，

越过人大通过的财政预算方案，而又不能追究法律和行政

责任等问题；二是政府部门领导的任免，完全是由党委研究

决定后，再交人大举举手，画画票而已。只要是党委研究定

了的，人大都要通过，否则，就是人大不贯彻党委的意图，就

是人大与党委不一致。例如，今年四川某县级市等额补选一

名空降的副市长，该市人大常委会第一次没通过，又来第二

次，第二次未通过又来第三次。在第二次未通过后，有关领

导就找人大常委会的同志谈话，要求人大与党委保持一致，

结果第三次就通过当选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样做是

既违法又违反党的政策的。地方组织法第 24 条规定的“另

行选举”，只适用于差额选举，不适用于等额选举。1990 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地方党委向

强化人大意识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廖开泉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四川 达州 635000）

【内容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当前社会人们的人大意识普遍淡薄。为此，必须通过正确处

理党委与人大的关系；正确把握党管干部的原则，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加强人大自身建设等途径来强化人大意识，从而保证人

民当家作主。
【关 键 词】人大意识 人民 当家作主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9106（2010）01- 0029- 03

* 作者简介：廖开泉,男,四川省达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2010 年 1 月 社科纵横 Jan，2010
总第 25 卷第 1 期 SOIAL SCIENCES REVIEW VOL. 25NO. 1

29



地方国家机关推荐领导干部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第 9 条规

定：“由地方党委推荐，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干部落选后，根

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条件，可推荐为其他职务人选，如果再次

推荐同一职务人选，应在一年以后。”2002 年中共中央又发

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 48 条规定：“党

委推荐，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落选后，

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条件，可以推荐为其他职务人选，也可

以在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推荐为同一职务人选。”
3.人民代表的选举流于形式。人民代表的选举是我国

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

的关键。人民要把真正能够代表自己的人选出来，代表自己

去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按照现行法

律的规定，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是间接选举，而只是县和乡

镇的人大代表才是选民直选。当前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很

难让人民接受，因为老百姓说，不了解这些人大代表能不能

真正代表自己去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例如，原四川省达州

汉唐超市的总经理，非法集资数亿之多，给老百姓造成了重

大损失，老百姓对她恨之入骨，可她却是 630 多万达州人民

仅有的几名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一名。你说，她能代表 630 多

万达州人民去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吗？人民能信任她吗？又

如重庆的黑老大黎强，他是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你说他

能代表 3000 多万重庆人民吗？这就是我们间接选举出来的

人大代表，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4.人大常委会的组成官员居多。根据法律的规定，在人

民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人大常委会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

权，这就赋予了人大常委会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

权力。人大常委会的组成，据笔者调查，县、市两级 70%以

上是这两级党委、政府各部门的前任官员，即他们在党委、
政府任职期限满了后，因年龄或其它原因不能再提拔，为了

解决待遇问题，于是安排到人大任常委。这就忽略了他是否

能胜任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民是否接受，人民是否满意这

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样做，叫一般干部群众怎么看，

老百姓怎么看。这些人进入人大常委会后，缺乏与群众的联

系，只是图某种级别的待遇，而放弃了对民情、民意的了解，

怎能去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呢？

（二）当前人大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

1.体制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传统的计

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我国的

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至今仍然是权力高度集中，特别是

高度集中于党委，尤其是党委一把手。党委书记就是家长，

家长就可以一人说了算。经济开放、政治管束，一放一管的

体制，势必造成人们法制观念的淡薄，没有宪法至上的精

神，就会造成人大意识、人大观念的淡薄。尤其是有些党委

书记和党组织违宪以后，得不到追究和问责，人大在党委书

记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老百姓对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关就

觉得可有可无了。
2.制度方面的原因。这里所说的制度，不是指我国的根

本政治制度，也不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是干部制度。
党管干部原则，是党的领导在干部人事工作中的重要体现，

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经

验。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党委向人大提名和推荐候选人这

无疑是正确的。在人大的选举中，一定要依法进行。在这里

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党委要尊重人大选举，支持人大的工

作。在现实中，有些地方的党委，特别是一把手书记，为了在

人大中贯彻党委的意图，把党委的意愿强加给人大，以保持

人大与党委的一致性。这种作法极为错误。当党委提出的

候选人在人大选举中被否决后，党委应该反思其为什么？即

使在第二次提出再次选举时，也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党

规党纪，不能一意孤行。党的干部制度，以及党管干部的原

则，本来与人大的选举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处理不

当，把党管干部的原则与人大的选举对立起来，而弱化人大

的选举，甚至把人大的选举当成是党管干部原则的一种形

式或工具，必然影响人大的作用和地位。
3.人大自身方面的原因。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谓“最高

权力机关”，就纵向来说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自下而上的

整个国家权力机关体系中居最高一级。它集中代表全国人

民的意志和利益。就横向而言，在全国一级国家机构中，它

处于最高和首要的地位。就纵向和横向都居于权力机构的

最高和首位。根据宪法的规定具有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
监督权，理应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权力。而有些地方的人大不敢挺起腰杆，壮起胆子工作。这

是为什么呢？有的同志当了人大的领导或进了人大常委会，

为了保住某个级别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放弃了对权力的履

行，不敢得罪党委和政府部门的领导，这实际上是放弃了人

民对权力和利益的诉求，辜负了人民对自己的信任。
4.宣传方面的原因。从 1954 年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诞生，至今天已在风雨中走过了 55 个春秋。这 50 多年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

民权益，推进民主法制，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总的说

来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为什么老百姓还是没有把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当着是自己在国家中当家作主的渠道和途径来

看待呢？这与我们宣传力度不够，宣传不到位有关。我们国

家人口多，地域广，8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很多人还

生活在交通不方便、经济不发达的山区。宣传跟不上，老百

姓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不了解，更主要

的在生活中他们切身感受不到人大的好处和优越性，自然

人大意识、人大观念就淡薄了。
二、强化人大意识，树立人大观念的途径

（一）正确处理党委与人大的关系。我们党是执政党，与

人大的关系，毫无疑问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那么党委如何

领导人大呢？首先要正确把握党对人大领导的内涵。党对人

大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

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在 1940 年就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一

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的要人家服从我

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

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邓小平同志早在抗战

时期就说，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

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1956 年他在党的八大

作《关于修改党章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党已经在国家中

居于领导地位，这当然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

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

论，混淆党的工作与国家机关工作应有的界限。”
其次，要明确党委对人大领导的工作方法。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是我们党提出来的，也是我们党组织起来的，所以其

主要工作方法：一是尊重和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二是通

过立法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的意志；三是通过党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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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8 页） （六）开展品牌推广，提高品牌知名度

我国中小企业一直对品牌推广存在着一个误解，认为

品牌推广就是用钱“砸”广告。但同质化的广告宣传，不仅损

耗大量人力物力，推广效果非常不理想，对品牌形象的塑造

效果并不显著。为了向顾客正确传达品牌价值，满足顾客的

核心利益，和顾客达成心理共鸣，让顾客认可品牌文化和内

涵，最终接受品牌，广告并非是唯一手段，而是有很多渠道

可以选择的。一是基于差异化品牌定位的传播策略。中小企

业应打破传统的营销观念，借助对营造的事件的宣传来达

到传播自身品牌的目的。比如，国内知名的珍珠品牌“雪孩

子”通过“雪孩子珍珠开光仪式”、“珠钻之争”、“中国珍珠文

化流动博物馆”、“雪孩子联手影楼”，等一个接一个的事件

活动创建渠道新模式，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由一个区域品

牌迅速成长为全国知名品牌，并被权威机构授予“中国珍珠

首饰第一品牌”荣誉称号。获得包括“CCTV1、凤凰卫视、搜
狐、新浪”等多家权威媒体的免费报道，极大提升了品牌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国的招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借

助中间商推广品牌。中间商的桥梁纽带作用可为中小企业

品牌推广提供重要渠道。中间商具有资金、营销渠道网络等

优势，中小企业应充分利用中间商的优势，借助他们的营销

网络去推广自己的产品，待羽翼丰满之后再走独立的品牌

经营之路。三是积极运用新媒体推广品牌。中小企业在进行

品牌推广过程中，应结合自身的行业和产品性质，针对目标

顾客群体选择合适的媒体，比如用车载电视和网络博客等

进行品牌推广。

（七）实施品牌保护，为品牌经营保驾护航

品牌保护主要包括对《商标法》保护的商标名称、图形

及其组合的保护，也包括没有在商标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

品牌名称和品牌标志，以及构成这些品牌名称和品牌标志

的各种要素的保护。品牌保护应做到：一是商标注册要及

时。长期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商标注册认识不够，对日后的

企业发展埋下了不良的种子，中小企业应该把自身的品牌

构筑在法律的保护之内，才能健康成长。二是积极维权。假

冒伪劣产品不仅损害了企业利益，更是对顾客利益的不负

责任。对自身品牌的维权，既是对自身产品品牌形象的维护

和对企业自身负责，也是对顾客利益负责。因此，对于任何

品牌侵权违法现象要高度重视和制止。三是充分利用社会

力量维权。利用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对假冒伪劣产品曝

光；同时政府要为名牌的创建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大打假力

度，支持知名品牌；法律部门要制定鼓励和促进品牌发展的

法律，惩罚对危害品牌正常发展的违法犯罪活动给予严厉

惩罚；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采取措施让消费者积极参与到

品牌保护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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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人民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
（二）正确把握党管干部的原则。1989 年 8 月《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管干部原

则的基本问题。我们党根据任务的变化，不仅反复强调要坚

持这一原则，而且不断丰富了这一原则新的内涵。即：一管

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组织路线为政治路

线服务，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与经

济发展相适应，与党的建设目标一致。二是管制度。领导制

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针、政策，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

的领导权。三管关键。保证党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为科学

发展选拔干部、配备班子。四管长远。科学制定干部队伍建

设长远规划，保证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明确了党管干部的内涵，党委向人大提出和推荐一府两

院候选人必须坚决按照相关法律和党规党纪行事，以保证人

大依法履行任免权，特别要尊重和支持人大依法对其不具备

条件、群众意见大的一府两院候选人的否决权，以及对其不

称职相关领导的罢免权，实现党委提名推荐和人大选举的有

机协调和科学统一。督促政府工作不折不扣地对人大负责，

建议人大建立政府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定期工作报告制

度和不定期的质询制度。要督促政府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

使其树立只有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才能更好地服从党委领

导，才能更好开展政府工作的理念。坚决制止那种以服从党

委领导为名，绕开人大监督的违法现象的发生。
（三）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选举民主是人民参与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最能实实在在行

使当家作主权力的体现。无论人民代表的选举，还是人民代

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领导的选举，都要充分反

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选举那些真正受人民信赖，能够代表

人民的人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人。要做到这一

点，一是要建立候选人提名问责制，向人大提出的候选人，

向社会公布最初提名人，以接受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一
旦所提候选人当选后发现候选人违法犯纪的问题，初提名

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是要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和名

额，有利于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有利于干部选拔竞争机

制的建立，有利于选出受人民欢迎，并能代表人民的人民代

表和代表人民履行人民赋予权力的政府部门领导人。
（四）加强人大的自身建设。人大要完全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权力，必须加强人大的自身建设。一是改变人大常

委会兼职过多的现象。兼职过多，必然影响其职能的发挥。
人大常委兼职，兼职工作就是附带工作，不是主要工作，怎

么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人大常委这方面呢。二是要改变老龄

化现象，人大的领导和人大常委的同志平均年龄普遍大于

党委和政府班子的平均年龄。年龄大了，体力、精力都有限，

在党委和政府工作都到点了，为什么还要安排在人大，这让

老百姓有不信任感。三是要改变荣誉化现象。人大代表中有

的是明星，有的是奥运会冠军，有的是劳动模范，有的是先

进党员……不是说这些不可以当人大代表，关键是看他们

能不能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能不能代表人民，千万不能

凭其头上的桂冠而选为人大代表。四是要改变象征性人物

现象。人大代表应该要有各方面的代表，按照法律的规定有

一定比例。如果只注重各方面代表的比例，不注重人大代表

自身的素质，那是不能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的。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有 2949 名代表，代表 13 亿中国人民行使当

家作主的权力，每个人大代表要代表四十四万零八百二十

七万多人民，你说，人民代表的素质低了，能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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