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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

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渐

进过程。为此，本志上溯自清朝末年的重庆市民意机构、中华民国时期的重庆市参议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着重就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以来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建

立和发展的史事，予以撰记。时间上限1907年，下限至199,3年9月，编写成《重庆市人

民代表大会志》。

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推动历史。盛世修志记述人民的功绩，尤其记述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以后，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

设，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志书的重要内容。记

述重庆市人民和他们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建立的过程和事迹，着力全

面、系统地反映这样的历史事实，是本志的宗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撰写本志的指导思想。

据此，我们遵照国家对地方志撰写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坚持忠于历史，实书直叙的

原则，本着“上对祖先负责，下为子孙造福一的精神，完成了这部志书的编纂、撰写任

务。大会志由邓启权撰写卷首各节，第三篇八至十二章及总体初纂，毛家林撰写第一

篇，吴兴蓉撰写第二篇，郑显谭撰写第三篇一至七章。由尹万邦、彭复生总纂，终审。

在重庆编写这类志书尚无前例，加之篇幅所限，资料散侠，写作水平有限，错漏之处，

请读者指正。

在本志书出版之际，我们对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室，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

书馆历史资瓣部、北碚图书馆，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庆日报等单位和陈云阔、肖泽

宽、罗士高，胡蒲昌、杨学忠，潘居正，李伯荫、姚正朝、侯华轩，张永达，韩君仙等

个人所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致以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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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撰写指

导思想。 ．

二，坚持忠予历史，远略近详，实书直叙的原则．

三、本志书名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志》。

四、志书上限时间为1907年，下限时间为1993年9月。

五，语体文，记事体，届次纵贯，时间为序。

六，结构领属以篇、章，节，一， (一)、1、排列，采用志，证，图、表，附、

注、考，以志为主。志书资料源予历史档案，无佐证口碑，不录。

七、史事、地理、民族，政权、职务称谓一律按当时习惯，度、量，衡单位一律用

公制。

八、使用规范简化汉字，使用标点符号断句分节。凡书名．报告题目，使用引号。

对工作报告题目以外另有题目者，应引后题。如X k X作((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和×××作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政府工作报告。

九，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字，会议届次和法律，法规篇，章，节的数字一律用

汉字。纪年一律用公历，对清朝，中华民国年号则在其后用括号注明。例一、重庆市第

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予中华民国35年(1946年)2月20日至8月2日召开。例二，

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88年6月2日至12日召开。

十、称谓。

(一)单位，人物、政党等一律直称，不用“我党黟矗我军一“我市黟“我县”，

人物直书其名，不加“先生黟矗女士黟、 “同志"，在职务和姓名同时称呼时，一律职

务在前，姓名在后，例如。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X X×作《(X X报告》。

(二)几个会议的称谓统一例：

1、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

2、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第二次会议

8，重庆市第一届参议会

4、重庆市第一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

5、重庆市第一届参议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6、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7、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8、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9、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0，重庆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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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重庆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十一，简称。对较长称谓需要简称的，在志书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在全称后以括

号说明“以下简称为X X X”．例一矗重庆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一(以下简称市人大教科文卫委)，例二重庆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一议会议(以下简称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I例三重庆市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X X X， (以下简称市人大代表X×X，但各代会期间称人民代表，文件名不

变)。

十二，凡涉及有宪法，法律依据的史事、机构，职位，皆据之引证。

·$·



概 ，述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志》上溯1907年，下限1993年9月。主要记述了清朝末年重

庆民意机构，中华民国时期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重

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别是1954年以后的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和1980年以和的重庆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历史事件，翔实地展现了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

展的历史沿革。

清朝光绪年问，在全国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政府被迫宣布“预备

立宪黟，予光绪38年8月13日(1907年9月20日)成立国家资政院。第二年，四川省，

巴县相继成立谘议局。这时期，重庆府和巴县城区同在一地，府不设谘议局。至1909年

(清宣统元年)作为府县同地的重庆城区设有民意机构城会及其董事会，对政府工作有

监督和建议，批评权利。至1911年，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后，宣布设立公民代表大会，

并规定每年召开两次代表会议，与政府长官同商施政方针，同年，在重庆成立中华民国

全蜀地方议会联合会，但因成渝军政府随即合并，蜀军政府迁到成都，未实施。自1913

年起，重庆作为一个地区，统管附近的巴县，江北、江津，荣昌、永川、铜梁、壁山

等县，统一向四川省议会推荐议员，当年推荐13名省议员。1929年2月15日(中华民国

18年2月15日)重庆正式建市，后设参事会，属民意机构。

1937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26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发布宣言，宣布首都

由南京迁往重庆。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全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重庆市政府于中华民国

27年9月26日(1938年9月26日)颁布《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经过筹备、酝

酿以及中国国民党市党部、市政府联合推荐，由中华民国政府发布命令，于第二年7月公

布了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员名单。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共两届，自民国28年lo月1日(1939

年10月1日)第一届一次大会至民国32年4月1日(1943年4月1日)；任期四年，共

召开了六次大会，重庆市第二届临时参议会继上届到民国35年2月20日(1946年2月20

日)止，任期三年余，共召开了五次大会。重庆市民选正式参议会于1946年2月20日召

开一届一次大会至民国38年12月8日(1949年12月8日)发布自动解散宣言止，任期近

四年，共召开十一次大会。其中民国37年7月16日(1948年7月16日)召开第九次大会

时，由予议长、副议长和秘书长作了更换，但议员未作重新选举，因此，有关届次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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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有两种。一是从这次大会以后作为重庆市第二届参议会，二是将临时和正式参议会连

贯计届。本志将分别记述，并将正式参议会只作一届撰写。在机构设置上，临时参议会

只设驻会委员会，正式参议会设有民政，经济，建设，文教，法制、社会行政六个委员

会。参议会的主要职权是：听取市政府施政报告，决议市单行规章，．决议市财政预决

算，决议市长交办事项及市政兴革、市民向本会请愿事项等。主要通过会议和各委员会

活动履行有关职权。市参议会在任期间，主要就征粮征税、物价、喊烟、拓宽城区马

路，疏通下水道，修建长江、嘉陵江大桥和市政建设规划等方面参议，提出建议、意见

和批评，经过决议和督办，部份得以实施。参议会办事机构有职员30人左右，在市党部

派出的秘书长的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每年度工作有总结，并将各方面情况汇集成册。

因战争，后几年文书档案资料有散失，部份情况无从查考。

重庆市自1950年1月23日召开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1953年5月5日召

开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下称各代会)第二次会议止，共召开了十一次代表会

议。重庆市第一届各代会第一次会议，是在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持下，经过协商、

选派、选举产生400名代表后召开的，主要就军事接管，政权建设、清匪反霸、恢复生

产等事项作出决议，并产生了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以后召开的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是在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在协商委员会的筹组安排下进行。

自1950年初召开重庆市第一届各代会第一次会议已来，各代会在反映人民的意愿和

要求，宣传和解释国家政策法令，动员全市人民协助政府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方面，发挥

了重大作用，同时，市各界人民代表经过增补、罢免、选派、推选后，已经具有充分

的，人民的代表性。因此，为了逐步完善人民民主制度，密切人民与政府的联系，予

1951年1月20日，召开了重庆市第二届各代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

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中共重庆市委的建议，决定改变市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的性质，由“协议机关"改为“代行权力机关黟。市二届各代会一次会议根据会前

颁布的((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通过了《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议事

规则》，其中规定市各代会代行市人民代表大会如下职权。 (一)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工

作报告，决定本市施政方针和政策， (二)审查和通过市政府的财政预决算’ (三)建

议与决议有关市政兴革事项； (四)向人民传达并解释本会决议案，并协助市政府动员

人民贯彻执行， (五)选举重庆市市长、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委员，组成重庆市人民政

府委员会。市各代会每届任期为一年，每届召开二至四次会议。二，三、四届议决的主

要内容是·经济建设、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民主改革、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和公私合营等。市二届各代会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政府组成人员和市各代会协商委员

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重庆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

和愿望，行使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把重庆市的民主政权建没向前推进了一

步． ·

’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一时不具备召开普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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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过渡性的组织形式。它的基本特点是。

(一y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吸收了民族资产

阶级和各民众团体、民主党派中的爱国进步人士， (二)代表不经过由下而上的普选产

生，而是由政府邀请、选派和群团，各界推选，(---)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I (四)

各级人民政府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产生，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代表监

督， (五)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不设常设机构和工作班子，由同级人民政府负

责其日常工作。从国家形态，民主政治建设的方面看，这一期间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

度虽然不够完善，但它的建立和职权的实施，调动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密切

了各级人民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轨道

转变，为建立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根据1953年5月5日召开的市四届各代会二次会议作出的在全市开展普选工作的决

议，选举产生了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7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至此，重庆市各代会的历史使命圆满完成。

四

自1954年7月23日召开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至本志书记述下

限时间1993年9月为止的39年间，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经历了十一届、进入了十二届，共

召开过35次代表会议。自1980年设立人大常务委员会至1993年9月共召开过92次常委会

议。39年来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大体经历了建立和巩固、曲折，恢复和发展三个历史阶段。

1954年召开的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全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民主自由的权利和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有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标志。"这次

会议除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外，还有关于学习，宣传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撤销西南大区行政机构和重庆市并入四川省建制以及选举全国和

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重要议题。由于当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Ⅸ地方组织法》)尚未正式颁布，因此，会

议决定将重庆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换届选举推迟到市第一届人大二次会议进行。市第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三年，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完成第一个五年

计划，继续加强与反革命的斗争，加强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经济建设，农业合作

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科技1=作，知识分子的改造和

使用等问题。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做出了有成效的工作。由于全

市人民的艰苦努力，使全市各级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动员了全市

人民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

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6年12月24日召开至1958年6月9日换

届，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议决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粮食统购统销等

问题，以后的1958年6月至1961年1月的第三届，共召开了四次代表会议，1961年1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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