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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不是空话和口号，而是真正落实到国家和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民能够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

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实现了内容广

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保证了各项决策和各项工作符合人民利益和愿

望，保证了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显然，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政体具有现实的民主实践。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丰富的民主实

践形式、广泛的民主实践领域以及系统的民主实践层次三个层面。 

丰富的民主实践形式 

从民主选举来看，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是

人民当家作主的直接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大代表选举实现从城乡“同

票同权”到强调代表更多来自基层一线。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民主意识

也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先后进行的乡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

中，选民参选率均保持在 90％左右。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代表

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从代表联系民众来看，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制度体现了人民当家

作主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

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各级人大代表通

过多种方式和渠道，了解和反映群众诉求。这一制度安排生动体现了人大

代表来自人民，服务和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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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决策来看，人大制度实现了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相互促进。

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审议事项、决定问题时，实行票决制。另一方

面，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中，法律草案和决定、决议案的审议，以及关

于人事安排的决定，都经代表团会议或小组会议讨论，然后根据各方面的

意见修改议案，再由全体会议实行表决。两种民主方式的相互促进，进一

步彰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 

广泛的民主实践领域 

一是在立法领域，人大制度实现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在当

代中国，人民是立法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在形式上，立法的每个环节注重

倾听和吸纳民意；在内容上，每一项法律制度都能够维护人民利益。例如，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就先后 10 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

42.5 万人提出的 102 万条意见和建议。立法领域是人大协商最为充分的领

域，也是全过程民主最生动的实践。 

二是在监督领域，人大依法监督“一府一委两院”。首先，各级人大

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一委两院”执法、监察、司法工作进行监督，确保法

律法规得到有效实施，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得到正确行使并为人民谋幸福。

其次，人民通过人大代表座谈会、基层群众座谈会、调研视察、网络调研

等形式，积极参与人大监督工作。 

三是在重大事项决定领域，人大依照法定职权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讨

论决定重大事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是人民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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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形式。比如，

人大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系统的民主实践层级 

宪法规定，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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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五级人大构建了系统的民主实践层级，从而保

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具有多层级的实践载体，避免了民主实践的真空。 

作为中国的基层国家权力机关的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乡镇人民代表大

会，是基层群众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重要载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

强调要“适当增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这有利于代表充分接触群众、了

解民意，增强基层人大的代表性和参与性。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基层代表如一线工人、农民代表以及专业技术人员都比上一届有所提高。 

此外，在法律立项、法律草案起草以及法律草案公布等各个环节，各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自上而下”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

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基层群众还“自下而上”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

直接参与法律草案的起草到立法后评估等多个环节，极大地丰富了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实践。 

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

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9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