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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宁宁

　　每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是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政治安定、人

民团结、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3月5日，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

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审议。全国人大组织法是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成立后最早制定的法律之

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原则性和方

向性。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组

织和工作的基本法律，该法为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筑牢

制度保障。但实施近40年，现行的全

国人大组织法一直没有做过修改。

　　“有必要深入总结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发展和人大工作的实践经

验，把一些成熟的、行之有效的做法

通过法律制度固定下来，持续从新

的实践中获取生机活力，推动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

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

室主任童卫东说。

  增设“总则”一章体例

更完整科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制

定了两部全国人大组织法，即1954

年全国人大组织法和1982年全国人

大组织法。这两部法律分别都是与

宪法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由此也

说明全国人大组织法的重要性，可

以说，它是一部宪法性法律。”童卫

东介绍说。

　　由于全国人大组织法制定比较

早，当时没有设“总则”，此次修改的

一大亮点，就是专门增设了“总则”

一章。

　　总则章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性质、地位进行了明确。根据宪

法，修正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

常委会是其常设机关。

　　贯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精神，修

正草案增加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照宪法和

法律规定行使职权。

　　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以来，在国家政

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82

年至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

定了50多部法律，制定了八个“五年规划”，进

行了五次国家机构领导人员的换届选举。

　　此次修法进一步明确了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在落实依法治国方面的职责。修正草案增

加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

权，决定重大事项，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

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

　　此外，修正草案还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增加规定：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

主，集体行使职权。根据对外交往的实践和需

要，增加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开展

对外交往，加强同各国议会、国际和地区议会

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坚持全过程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

质和核心。此次修正草案一处重要的修改就是

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

　　修正草案增加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坚持全过程民主，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

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始终坚持体现人民意志，

保障人民权益。

　　人民民主是全过程民主的理念，在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实践工作中得到非常充分的

反映，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设立基层立法联

系点。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湖北省

襄阳市人大常委会、江西省景德镇市人大常委

会和甘肃省临洮县人大常委会以及上海市长

宁区虹桥街道设立首批4个基层立法联系点。

2020年7月，又新增江苏省昆山市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广东省江门市江海

区人大常委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

县人大常委会、河北省正定县正定镇“人大代

表之家”为“基层立法联系点”，同时新增中国

政法大学作为“立法联系点”。现有联系点数量

增加至10个。

　　这些立法联系点被称为“立法直通车”，充

分发挥了接地气、聚民智的重要作用，为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作出积极贡献。数字显示，2020

年，法工委共有16部法律草案征求联系点意

见，收到1300多条意见建议，许多好的意见建

议被吸收采纳，对于践行全过程民主重要理

念、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很有意义。

　　修正草案还有一处重要修改是

完善了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明

确全国人大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

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

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

务，充分发挥在全过程民主中的

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

而且有相当比例是来自基层的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他们通过

参加代表大会，反映基层群众的意

见建议。此外，在平时的国家立法、

监督等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都是人民民主的体现。”童卫

东说。

　　“总之，在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

草案中增加有关‘全过程民主’的规

定，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的鲜明特

点，有利于在人大制度建设和人大

工作实践中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民

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的权利。”童卫东说。

  完善专委会规定赋予

新的工作职责

　　完善专门委员会职责，是这次

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的一项重要

内容。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

“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3月13日，通过了关于设立

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规定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设立民族委员会、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至此，

全国人大共设立了1 0 个专门委

员会。

　　根据实际情况，修正草案将全

国人大现有的10个专门委员会名称

加以列明。同时，为进一步推动专门

委员会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补充完

善了有关专门委员会设置及其职责

的内容，赋予了专门委员会新的工

作职责。包括组织起草有关法律草

案，承担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

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

问有关具体工作，听取“一府一委两

院”专题汇报，研究办理代表建议和

有关督办工作等。

　　“经过30多年的实践，全国人大

专门委员会职责也在不断拓展。现

行的组织法中各专委会的职责是5

项，这次增加到了12项。”童卫东说，如果今后

专门委员会职责还有增加，修正草案也有兜底

的规定。

　　值得关注的是，修正草案专门增加规定：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

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

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这些规定为落实以宪法

为核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提供了制度保

障，也为合宪性审查、宪法解释等制度的完善

和实践的开展提供了规范依据。

　　同时，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有关财政经济委

员会的相关职责的规定，明确财政经济委员会

对国务院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规划纲要草案、预算草案、中央决算草案及

相关报告和调整方案进行审查，向大会主席团

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结果报告，其他

专门委员会可以就有关草案向财政经济委员

会提出意见。

密切与代表的联系加强代表工作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工

作，将代表工作摆在同立法工作、监督工作同等

重要的位置。据统计，十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

经有代表近800人次列席了常委会会议。此外，

在立法过程中召开座谈会、开展立法调研、法律

通过前的评估会等都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参加。

　　根据新形势新要求，结合近年来代表工作

的生动实践和鲜活经验，修正草案增加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

应当同代表保持密切联系，听取代表的意见和

建议，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扩大代表对

各项工作的参与，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全国人

大常委会建立健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各

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联系代表的工作

机制。

　　同时，修正草案完善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机

制，增加规定：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

评和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应当与代表联系沟

通，充分听取意见，认真研究办理，及时予以答

复；负责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有关机

关、组织应当及时向代表反馈办理情况；全国

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

应当加强对办理工作的督促检查；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应当予以公开。

本报北京3月5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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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宁宁

　　从八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

开时间都相对固定在每年3月上旬。受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这个27年来相对固定惯例在去年被打

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5月召开。这次在特殊

背景下召开的大会，会期也缩短为7天时间，为改革开

放以来会期最短的一次。

　　实践证明，这次“精简版”大会开成了“精华版”大

会，会议日程紧凑、精简高效，得到各方高度赞誉。这些

成功的实践做法，在3月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审议的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正草案中得到了

体现。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运行的重

要法律依据。此次是该法实施30多年来首次修改，修正

草案总结吸收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的新经验新成

果，特别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以来一系列的创新举措，用

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通过修法，会议将更规范高效，

各项职责的履行会更充分务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

国家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也将更加凸显。

根据实践明确会议相关准备工作

　　根据近年来大会的实践，尤其是去年大会的实践，

修正草案新增多处内容，进一步明确对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召开前准备工作的各项要求。

　　修正草案增加规定：会议召开的日期由常委会决

定并予以公布；遇有特殊情况，常委会可以决定适当提

前或推迟召开会议；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议的日期，未

能在当次会议上决定的，常委会可以另行决定，或者授

权委员长会议决定并予以公布。

　　此外，修正草案增加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会议

举行前可以组织代表研读讨论有关法律草案，并征求

代表对法律草案的意见。

合理安排日程提高议事质量效率

　　此次修法的一大亮点，就是总结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特殊背景下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实

践经验，围绕提高大会议事质量和效率作了补充完善。

　　修正草案增加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

应当合理安排会议日程，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同时精

简了法律案审议过程，将以往“三上三下”的大会审议法

律案的程序（包括“法律草案—草案修改稿—草案建议

表决稿—表决稿”环节）进行了精简，减少了草案建议表

决稿的审议环节，明确法律草案修改稿在各代表团审议

后，经进一步修改可直接提出表决稿交付大会表决。

　　议事程序精简了，法律草案的审议时间缩短了，会不

会影响审议意见质量？“从去年大会的过程看，代表们对

法律案的审议是充分的。民法典审议过程中代表提出了

很多意见，这些意见也都最终得到了吸收。”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蔡人俊表示，此次修改符合

立法法的有关规定，也不会影响审议法律案的质量。

　　据介绍，提请大会审议的法律案在之前已经常委会会

议审议过两次，不少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与了讨论。同

时，按照法律规定，法律草案已提前一个月印发代表，组织

代表研读，代表在研读期间也提出不少好的意见，有的已

经体现到正式草案中。此外，在大会期间还有两次审议机

会，代表们有足够的时间提出意见建议。

　　“所以，在大会期间虽然审议法律案的程序少了一

个，但是代表仍然能够充分讨论，提出意见，会议的质

量并没有降低。”蔡人俊说。

　　值得一提的是，修正草案还对代表会议发言作出明确

要求，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

种会议上发言，应当围绕会议确定的议题进行。

体现时代性加强信息化建设

　　本次修法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修正草案的

亮点之一，就是对会议信息化作出规定。

　　近年来，人大工作信息化建设方面屡有创新。今年2月

24日，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开通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踏上新征程的重要时

刻，开通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这些极具时代性的发展变化都体现到了本次议事

规则的修改中。修正草案增加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会议文件、资料电子化，为

代表履职提供便利。同时，修正草案还进一步完善了会

议信息化建设具体内容，明确会议文件的电子形式，增

加规定：会议简报、发言记录或者摘要可以为纸质版，

也可以为电子版。

　　此外，修正草案对会议公开也作了很多新的规定，

包括会议设发言人、代表团设发言人，会议议程、日程

和会议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大会秘书处组织代表和

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会议通过广

播、电视、网络等进行公开报道等等。

　　“之所以增加这些规定，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增强

人民群众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权力过程的了解和

监督。”蔡人俊说。

　　本报北京3月5日讯  

吸收新经验新成果 提高议事质量效率
解读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正草案

  ● 在颁布施行30多年后，两部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提供重

要制度保障的法律——— 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迎来首次修改

  ● 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是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的基本法律，是宪法有关规定的立法实施

  ● 修改这两部法律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和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修改后宪法的规定和精神，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在颁布施行30多年后，两部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依法行使职权提供重要制度保障的法律——— 全国人大

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迎来首次修改。

　　3月5日上午，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以下简称

组织法修正草案）、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正草案（以下

简称议事规则修正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作草案说明。

　　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是关于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的基

本法律，是宪法有关规定的立法实施。1982年12月，五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组织法。1989年4月，七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两部法

律的颁布施行，对于保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

使职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推动人大制度和

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表一系列

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

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和议事规则。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必要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进

一步完善全国人大的组织制度、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修改这两部法律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和根本遵循，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和修改后宪法的规定和精神，适应新形势新要

求，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发挥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全国人大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好地通

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

意志。

　　两部法律的修法工作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人大

工作的首要政治原则，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法定程

序，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

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确保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

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民主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

人民的权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

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

深植根于人民之中。

　　组织法修正草案增加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

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同时规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全过程民主，同

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始终坚持

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

　　“修改完善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

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保证全体人民更好地通过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国家权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童卫东说。

总结新经验新成果

适应新情况新问题

　　1982年现行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公布实施以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五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完成八

次国家机构领导人员换届选举，批准八个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认

真行使职权，积极探索创新，法律草案在立法全过程多

次公开征求意见、常委会听取“一府一委两院”专项工

作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备案审查、代表列席常委

会、宪法宣誓等新制度、新方式不断推出。

　　“此次修法，总结吸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的新

经验新成果，适应人大工作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实践中

遇到的新问题。同时充分考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

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

性，根据实践发展确有必要修改的，与时俱进地加以修

改完善；可改可不改的，不作修改。”童卫东说。

对接国家重大改革

满足现实治理需要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

出全面部署。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修改后的宪法专设一节规定国

家监察委员会；全国人大组织机构进一步健全，法律委

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更名

为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新设社会建设委员会。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对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更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新的要求。此

次修法充分反映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后有关机构设置及其职能发生的新变化，完善适合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特点、充满活力、运行顺畅的组织制

度、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为适应监察体制改革需要，根据宪法，组织法修

正草案增加相关内容，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向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议案、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

任国家监察机关的职务，增加规定对国家监察委员会

及其主任的质询、罢免制度。议事规则修正草案在有

关大会会议列席人员的规定中增加了国家监察委员

会主任，在国家机构组成人员的选举、罢免、任免和辞

职程序一章中增加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相关

内容。

　　“这些修改保证了两法同宪法、监察法的协调一

致。”童卫东指出，这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深化国家机构

改革，保证各国家机关更好地分工合作、相互配合，使

各国家机关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此外，此次修法还有一个重点是，注意处理好全国

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之间，以及这两部法律

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

预算法、监察法等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做好统筹和衔

接，避免简单重复。

　　“按照立法工作计划，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改后，

下一步，我们将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作出必要

的修改完善。”童卫东透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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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一规则”施行30多年迎来首次修改

完善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