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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自1995年到北京市人大系统工作已有13个年头了，虽不算长，但也算入了点儿门道。
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区人大度过的，到市人大工作才5年时间。
无论是在区人大还是在市人大，我从事的主要是人大研究工作。
研究工作的性质要求我必须沉下心来、耐住性子，去调查和思考人大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
题。
久而久之形成习惯，对问题的思索常常超出了职务要求的范围，没有了上班下班的界线。
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人大制度展示出的魅力深深吸引着我，使我迷恋，让我沉醉。
在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大脑中一些零碎的思绪仍不甘寂寞，纷纷跳了出来，每每迫使我不得不坐到
桌旁，在寂寞的陪伴下诉诸文字。
这样积累下来，在完成本职工作要求的文稿之外，倒也形成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个人文字。
一些比较契合社会关注的热点、媒体较感兴趣的稿子，或应媒体之约撰写的稿子，整理后陆续发表了
；也有的稿子感觉不太成熟、或无暇顾及，便沉睡在电脑中。
今适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搭建平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供机会，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研究室主任刘维林，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所长席文启等领导给予指
导和支持，让我鼓足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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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载体。
如何解读这一制度，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一位人大实际工作者的心理历程；一名人大制度研究者的思想感悟；
一介普通公民对政治文明建设的点滴思考本书对于有兴趣的读者了解人大制度的发展状况以及人大工
作的实际运作，相信会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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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正斌，男，河南新乡人，1967年生。
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教师，后入河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
毕业后在北京市东城区人大和市人大工作。
现为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市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副所长
。
主要从事人大制度理论与实践研究，先后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编著书籍近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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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研究论文　Ⅰ 法律移植论析　Ⅱ 浅论人大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Ⅲ 我看人大
决定权　Ⅳ 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的实践与思考　Ⅴ 关于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Ⅶ 试谈人大专门委员会在人大常委会监督工
作中的职能工作随感　Ⅰ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断想　Ⅱ 区县人大：能否直接行使权力?　Ⅲ 人大代表“
代表”谁　Ⅳ 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区别　Ⅴ 质询与询问不可混淆　Ⅵ 立法修正案不
同于法律修正案　Ⅶ “三审”与“三读”有区别　Ⅷ 从“同命不同价”看我国的司法解释　Ⅸ 收费
“拼车”：宜规范不宜禁止　Ⅹ 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特定问题调查权的一点思考代表讲座　Ⅰ 第一讲
：人大代表的产生、地位和作用（纲要）　Ⅱ 第二讲：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职权的行使
（纲要）　Ⅲ 第三讲：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主要活动（纲要）　Ⅳ 第四讲：人大代
表执行职务的保障（纲要）　Ⅴ 第五讲：对代表执行职务的约束（纲要）调研报告　Ⅰ 美国代议制
度调查分析　Ⅱ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50年回顾与思考　Ⅲ 德国道路交通与管理考察报告　Ⅳ 公民有
序参与人大工作调研报告　Ⅴ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调研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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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研究论文　　Ⅲ 我看人大决定权　　四　当前人大决定权行使中的主要问题　　1．思想认识还
不到位。
长期以来，我们对人大决定权的重视和研究不够。
一些同志对人大行使决定权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清，除立法外，往往只把人大当作一个监督机关，认为
大事由党委决定，政府执行，人大的职能主要是监督“一府两院”工作，讲监督的多，讲决定的少；
一些从事人大工作的同志对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思想上有顾虑，考虑“不越权”多，考虑“失职”少
，甚至宁可“失职”也不“越权”。
　　2．机制尚未完全理顺。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党委决定、政府执行”或党政共同决
定重大事项这种权力运行模式仍然比较普遍和通行。
许多该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的重大事项没有交国家权力机关决定，往往是党委直接决策后交“一府
两院”执行；有的则由党委和政府联合发文，要求贯彻执行，使人大及其常委会难以行使对重大事项
的决定权。
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用的发挥。
　　3．有关法律规定不尽完善。
虽然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将国家或地方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
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中重大事项的决定权赋予了人大及其常委会，但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致使人大在行使决定权时普遍感到难于把握。
只有对于“计划”和“预算”的列举式规定由于比较明确，人大决定权行使得比较好；对于概括性的
规定行使较差，需要法律作进一步的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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