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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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

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每年召开全国两会这一重要制度安

排，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形成的。这一制度安排已成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

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充分广泛反映人民呼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

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我国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有效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大限度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事关国家发展、人民利益的重大问

题，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国家的预算和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行使审查和批准权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行使对宪法实施、“一府一委两院”工作等的监督权。人大代表来自

人民，具有广泛代表性。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近 3000 名全国人大

代表共商国家发展大计、共议民生热点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面倾听意

见建议，推动人民的所思所盼融入国家发展顶层设计。人民政协是人民民

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障人民参与

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在人民政协，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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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通过提案、委员视察考察、专题调研、反映

社情民意等经常性工作有效参与国家治理，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凝聚共识。

在每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代表各界群众参与国是、履行职

责，广泛反映民意，为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委员还要列席全国人

大会议，参加对有关法律修改、“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等的讨论。全国两

会生动展现了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充分说明我国人民

当家作主的权利真正落到了实处。 

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民主决策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一环。

经过科学民主程序作出好的决策，能够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增

进人民福祉。全国两会是汇聚众智众力，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

平台。各国家机关依法认真办理代表委员提出的议案提案，将他们提出的

许多意见建议融入政策决策制定和落实过程中，有效促进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发展。比如，2021 年国务院部门共办理两会期间代表建议 8666 件、委

员提案 5718 件，分别占总数的 96.4%和 93.4%。各部门认真研究代表委

员的意见建议，共采纳意见建议4300多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1600多项，

在着力做好“十四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

进民生福祉、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重点领域取得

成效。 

加强科学有效的民主监督。当前，我国已经探索构建起一套有机贯通、

相互协调的监督体系，形成了配置科学、权责协同、运行高效的监督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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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法

律的实施、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等开展监督。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全国人

大代表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或建议，审议列入会议议程的各

项议案和报告。人民政协以宪法、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集协商、

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重点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

的贯彻落实情况，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协商式监督，协助

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团结、凝心聚力。全国政协会议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可以通过提出提案、进行大会发言等进行议政建言，促进党

和国家大政方针、重大改革举措、重要决策部署贯彻执行和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问题的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

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全国

两会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这一制度安排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

生长起来的，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因而有生命力、有效率。我们要

坚定政治制度自信，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刘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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