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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4年 9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成立 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
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

是中国社会 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
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这是鸦片战
争后 100多年无数中国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科学结论，这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 年来中国人民的光辉实践证明是
完全正确的科学结论。

本书取名为 《人大读书笔记: 百年抉择》是基于: 一、

主要为本人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读的书; 二、读的主要是关
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的书; 三、读书所形成的笔记。主
题是 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关于国家制度的抉择。既然是读书
笔记，首先重在读书。凡能读到的原著一律读原著。由于所
看到的原著书目有限，尽可能通过读相关著作，力图将有关
历史情况和相关论述理清楚，弄明白。在读书过程中，将自
认为重要的内容勾画出来，摘录下来，作为笔记，目的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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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保持对原著学习理解的完整性。对于涉及的一些历史事
件，限于篇幅，作了忠实于历史原貌的简练表述。总的想法
是，让历史和原著说话。自觉读到妙处，偶有感而发，写一
点心得感触，作为穿线和构件。到全国人大工作以来，自己
加强了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的学习。2008年以后，开始
将自己的一部分读书心得整理成稿，偶与全国人大代表和地
方人大的同志做些交流。几年下来，感觉有所收获。同时觉
得许多过去知之不多甚至完全不知的重要问题需要深入进
去。2015年 7月后，集中更多时间读书，尝试作些系统梳理
并形成笔记。写了几篇，自觉有点新意，信心渐增，遂下决
心继续读书，继续作笔记。不想 15 个多月过去了，才形成
现在这个模样。体会是，读书不易，下决心读懂并将心得写
出来更不容易。参加工作以来，坚持学习已经成为自己生活
的一部分。但系统学习不够，总是每年总结时自我检讨的内
容。一年多下来，更感到读书确实需要时间，需要专注。而
这次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习切入，尝试
一把。

2005年 12月，组织上调我到全国人大机关工作。经历
了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十多年的
工作过程中，荣幸地得到吴邦国委员长、王兆国副委员长、

盛华仁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等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位领导同
志，吴邦国委员长、王兆国副委员长、李建国副委员长兼秘
书长等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位领导同志，张德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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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李建国副委员长、王晨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等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各位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直接指导; 得到李
鹏、王汉斌等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老领导的关怀和指导; 得
到几届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领导同
志和我的亲密战友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位副秘书长、机关党组
成员的支持; 2015年 7月转全国人大民委工作后，得到李景
田主任委员和各位同志的关心和支持; 得到全国人大机关干
部职工和老同志的支持。在全国人大机关的工作经历，是我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根本政治制度认识逐步深入的重要
基础条件。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指导与支持是促使我写这本
读书笔记的直接推力。特别是在写作和定稿过程中，得到了
张德江委员长、李建国副委员长、王晨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
直接关心和指导，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人大读书笔记: 百年抉择》，试图以 1840 年鸦片战争

以来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为背景，以中国人民对国
体、政体的历史性选择为主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创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为重点，对相
关问题进行深入寻思和梳理。因此对有关时段的相关书籍阅
读和笔记就有所侧重，力求避免摊子铺得过大。对于新中国
成立后的情况，主要是阅读与 1954 年宪法制定以及 1982 年
宪法修改和制定相关的文献后所作的笔记。我知道，对于 60

多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情况，冀望在短
时间内全面展开论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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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尤其是新时期人大工作的内涵实在是太丰富了。即使
想把 60多年来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历届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议案浏览一遍，没有几年时间也是做
不到的。更不用说还应该了解的地方各级人大所做的努力和
贡献了。历届全国人大的法定公报和大事记，如实记载了全
国人大的工作成果。如最近三届，吴邦国委员长、张德江委
员长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将立法工
作、监督工作、代表工作、外事工作、常委会自身建设等方
面所取得的成就都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因此，这次所作笔
记，仅尝试着对 1982 年宪法公布以来几届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立法工作、监督工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
个提纲式的成果摘编。这些成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党中
央领导下我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作的巨大努力
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告诉人们，这些举世瞩目的伟大
成就和不断完善发展的崭新实践，是深入研究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无穷宝藏和不竭源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长期坚持、

全面贯彻、不断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和
全国各族人民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这本 《人大读书笔
记: 百年抉择》如果能够对各级人大代表、人大机关工作人
员认识历史责任、履行神圣使命有所帮助的话，就很荣幸
了。当然，如果各方人士读后有所裨益，那就不胜荣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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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一种选择

１００年多种选择

我国是具有５０００年历史的伟大的文明古国，为人类文明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由此中国进

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从那时起到１８４０年的２０００多年里，中国

历经了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每次改朝换代，换

掉的是皇帝，选择的只是一种国体和政体，这就是封建君主制度。

１８４０年，世界上有一个叫英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向古老的

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场被后人称为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居然完全改变了中国这个泱泱大国

２０００多年来运行的轨迹。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４９年１００多年的情况

大体是：前面７０年为清末，全国关于国体政体争论的热点是，

完全维持现状还是通过君主立宪制维持封建君主统治。后４０年

为民国，国体和政体的选择让人眼花缭乱：成立中华民国，建

立临时政府；北洋军阀黑暗统治；国民党专制统治；日本帝国

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建立刺刀政权。中国共产党自诞生

之日起，便肩负民族使命，先后建立工农革命根据地、抗日根

据地、解放区人民政权等。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远比以上描

述复杂得多，混乱得多。在那４０多年里能够活下来的人是幸运

的人，能活下来还能为我们苦难的同胞改变命运作出贡献的人

是伟大的人。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奋斗下，中国人

最终找到了正确的路。从此，幸运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子孙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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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中国人。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１８４０年后的１００多年里，中国

人关于国家制度的选项历史性地增多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中国，实际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这是当时最大的

国情。在这样的国情面前，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希望实现改朝换

代的梦想，晚清统治者力图维系封建君主制度，资产阶级革命

家带回了西方国家制度模式，无产阶级革命家呼唤学习俄国让

工农大众当家做主，还有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中间道路”主

张。这１００多年，中国俨然成了各种新老国家制度的实验场。

然而，旧式农民起义、各种改良主义主张、资产阶级主张都一

一尝试了，结果都失败了，而且失败得非常悲壮。惟有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为全国各族

人民所接受，所拥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照搬西方制度
碰得头破血流

１８４０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

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

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为了挽救民族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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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寻找着

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辛亥革命之前，太平天国运动、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

功。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

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

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

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

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

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４９年的１００多年里，中国人越是挨打，越是

想学习西方；越是被西方列强凌辱，越是执着地冀望通过照搬

西方国家制度拯救国家。前赴后继、特别执着，回顾起来，真

是令人感叹！想的是什么？试的是什么？从历史的大线条看，

清王朝灭亡前的几十年很多人想的是君主立宪制；民国初期想

的、试的是多党制、两院制、总统制。可以说是朝朝暮暮地想、

刻骨铭心地想，义无反顾地试、前赴后继地试，直到碰得头破

血流。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历史图景。

我大体上梳理了一下，从国家制度选择的角度是不是可以

分这么几个时间段来描述。

第一个时间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五十年

西方国家制度逐步引起国人的关注。１８４０年到１８４２年，英

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场战争）。我们都知

道，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被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称为中国近代
“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早在１８３９年，林则徐就在他编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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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洲志》中介绍了英美等国的议会制度。后来，林则徐被流放

途经镇江时，托付魏源，编入 《海国图志》。同时期的徐继畲还

编著了 《瀛寰志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三人的著作开启了

中国人对西方制度认识的先河。这之后沉寂了三十年。

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６０年，英国、法国对我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

争 （第二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并火烧圆

明园。中国皇帝逃到热河，死在承德。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首

都第一次被帝国主义国家占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促使

国人对封建君主制度日益不满，介绍西方制度的思潮日益高涨。

其中著名的三个人：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他们先后出版著

作介绍西方制度，影响深远。第三场战争是１８８３年到１８８５年

的中法战争，中国虽然赢了战争，但还是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

约。第四场战争是１８９４年到１８９５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结局是

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

甲午战争后第三年发生的 “戊戌变法”是清王朝试图改变

鸦片战争以来国家衰败命运的一次努力。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

绪皇帝颁布 《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９月２１日被迫结束，只

维持了１０３天。

第二个时间段：清末新政十年时期

清政府妄图用君主立宪制挽救灭亡的命运。“戊戌变法”失

败后不久，１９００年发生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 （第五场战

争），中国首都第二次被帝国主义国家占领，清王朝被逼上了绝

境。迫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从１９０１年起推行所谓的 “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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