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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是本丛书的一个鲜明特征。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吸收与借鉴比较研究法、制度研究
法、过程研究法、生态分析法、行为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政策研究法、结构一功能分析法等方法。
尤其注重运用了以下四种方法：1.制度研究方法。
重点阐释中国政治与公共治理的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的制度化规范。
2.过程研究方　　法。
着重通过收集与分析大量实证材料，对当代中国政治与公共治理的实际运行状况加以描述与归纳，进
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3.生态分析法。
运用这种方法，考察当代中国政治与公共治理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较好地把握现阶段中国
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政治与公共治理的原创性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
4.比较方法。
对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以及中外公共治理体制及其　　运行机制作比较分析。
本丛书力求在保持四种方法各自侧重点及其特色的前提下，做到互补互通，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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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导论　　1.1 宪政视角下人大监督权研究的意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大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职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监督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
的经验，但离宪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加强和深化人大监督工作，既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又包括了思想上认识的深化。
　　人大监督权是宪法所赋予的，它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体现。
国家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必须接受人大监督，不承认或不尊重人大监督权，就是不承认人民当
家作主的地位。
人大监督权的实质是保障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是人大其他职权的前提和
保障。
根据法律规定和人大监督的实践，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可以具体分解为知情权、检查权、审议权和
处置权四权。
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内涵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了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人
民和国家的意志，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程序，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工作和宪法、法律的
实施，所采取的了解、检查、审议、处理的强制行为。
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可以说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是督促部分，这是指对被监督者的工作
和宪法、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带有督促性质的了解、检查和审议；二是处置部分，这是指国家权力机
关对违宪违法或其他不适当的行为实施处理、纠正和制裁。
　　新时期加强人大监督，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有利于调节市场体制条件下的新经济关
系和社会矛盾，有利于消除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有利于国家机关政治生活的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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