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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全国两会

强化监督，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三年内“遍地开花”

专题询问进化史
本报特派记者 吉祥 李钢 3月9日发自北京

形式：分组会议
主题：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
应询部门：财政部、审计署

形式：联组会议
主题：粮食安全
应询部门：发改委、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等九部委

形式：联组会议
主题：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应询部门：发改委、财政部、
卫生部、人社部等

形式：分组会议
询问主题：2010年中央决算
报告
应询部门：财政部、审计署

形式：联组会议
主题：保障房建设和管理
应询部门：住建部、发改委、
财政部等六部委

形式：联组会议
主题：国务院实施《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情况
应询部门：教育部、发改委、
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等

形式：联组会议
主题：农田水利建设
应询部门：水利部、发改委、
财政部、农业部等

形式：联组会议
主题：饮用水安全工作
应询部门：发改委、科技部、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保
部等十部委

形式：分组会议
主题：国企改革与发展
应询部门：发改委、财政部、
国资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常
设机关。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
部分全国人大的职能。每年的全国人
大会议上，常委会要报告工作。

175人，包括委
员长、副委员长、秘
书长、委员，都由人
大选举产生，不得
担任行政、审判和
检察机关职务。委
员长、副委员长连
任不超过两届。

设办公厅、预
算工作委员会、法
律工作委员会、香
港和澳门基本法委
员会，以及内务司
法、财经、科教文
卫、外事等9个专门
委员会。

除宪法和基
本法律，大量立法
工作都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承担。

监督国务院、
中央军委、“两高”
工作；撤销各级政
府制定的同宪法、
法律抵触的行政
法规等。

全国人大闭会期
间，根据国务院总理、
军委主席提名，决定
国务院各部长、中央
军委组成人员人选，
根据“两高”院长提
请，任免相关人员等。

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授予
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决定特赦；决定战争状
态的宣布；决定全
国总动员或者
局 部 动 员
等。

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

性质 设置

监督
立法 人事任免 决定重大问题

九次专题询问
(均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0年6月24日

2010年8月27日

2010年12月24日

2011年6月28日

2011年10月27日

2011年12月30日

2012年4月26日

2012年6月29日

2012年10月25日

A06

组成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形式有三种，即全体会议、
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

分组会议特点是人数
少，发言不受时间限制，便
于各方充分发表意见。

联组会议形式上是全
体会议，但不表决议
案不决定问题，主要是
对分组审议中较重大
的、有分歧的问题作进
一步集中审议。限定发言
时间，第一次不超15分钟，
第二次对同一问题发言不
超10分钟，事先提出要求，
经主持人同意也可延长。这
种形式便于常委会人员充
分交流后取得一致。

分组会议

和联组会议

询问是向有关部门提出问
题，要求答复，主要为获取情况，
也有批评功能。程序比较简便，随
问随答，可由被询问部门负责人
答复，也可由其下属机构答复。

质询是向有关部门提出疑问
质疑，要求答复。主要是批评，同时
获取情况。质询只能由一定人数的
常委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提出，必
须由受质询部门负责人答复。

8日下午，吴邦国作人大工作报告时，专门提及人大常委会开展了9次专题询问。专

题询问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破冰，成了人大监督政府工作的一大创举。梳理历次专题询问

不难发现，会上不乏尖锐问题，应询官员级别普遍较高，促进了问题的解决。

应询官员至少副部级

9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
启迪参加上海团审议时，提及了人大
报告的一段话：强调要确保2012年教
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回到一年多前。2011年12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联组会议，专题
询问国务院实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情况。吴启迪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不是吴启迪第一次参加专题询
问。同年10月27日，常委会就保障房建
设举行专题询问，住建部、发改委、财
政部等6部门负责人应询。

“这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工作的创
新。”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
心主任浦兴祖说，代表审议“一府两
院”报告或其他事项时，发现有什么不
清楚就可以询问，相关部门需安排了
解情况的人员沟通、解释和说明。

不过，专题询问实际上已经变为
监督。从2010年6月首次专题询问开
始，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共进行9次专题
询问，不乏尖锐问题。

这也可以在吴邦国的报告中得到
验证。在2010年的人大工作报告中，吴
邦国表示：“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
询。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
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

法律规定专题询问需国务院有关
部门主要负责人到会应询。历次询问
中应询的都是副部级以上官员，如发
改委主任张平、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卫
生部部长陈竺、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等。

都有网络或电视直播

2010年6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召开分组会议，在审议国务
院关于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时进行
了专题询问。财政部、审计署多位负
责人到会应询。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的首
次专题询问。会上委员问得非常直
接，有委员质疑地方债的真实性，连
连发问：“地方政府去年土地财政收入
2.9万亿元，为何没纳入财政预算？”

浦兴祖说，专题询问往往围绕社
会热点问题，且多数是老百姓有疑问
甚至不是很满意的。

专题询问国务院实施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情况时，吴启迪提问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4%做到后有什
么考虑？怎么用好这些钱？”保障房建
设专题询问时委员们问得更尖锐，媒
体直接称其为“七问保障房”。这次专
题询问通过电视直播，观众注意到一
位部委负责人回答时头上直冒汗。

吴邦国在今年的报告中指出：
“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现场报
道和直播。”实际上，以前每次专题询
问都有网络文字直播。

浦兴祖说，一般询问往往是部委
派人沟通回答就算完成，但今年报告
介绍：“会后加强跟踪监督，推动有关
方面改进工作。”

吴启迪回忆，为准备教育规划纲
要专题询问，委员们进行了长时间调
研。“达不到4%，人大就要问责了。”

可使用质询加强监督

吴邦国介绍，今年人大将继续结
合审议农村扶贫开发、传染病防治等
报告开展专题询问。

在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律师看
来，专题询问很有必要。“对推进工
作，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
题有很大作用。”朱列玉举例说，针对
频发的灰霾天气，如果人大进行专题
询问，便可起到很好的督促效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专题询问
后，这一创举在全国成“燎原”之势，

“四处开花”，浙江、安徽、福建、山东、
广东等绝大多数省份和城市的人大
常委会先后尝试专题询问，并持续多
次开展。如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就于
2011年6月28日，就浮山绿化管理和
生态保护问题开展首次专题询问。

“监督政府实际上是监督人，不
能和风细雨，就要针锋相对。”全国人
大代表、中山纪念中学党委书记贺优
琳说，如果人大监督严了，政府做事
就会慎重。但一般询问存在级别较低
的官员回去后会不会汇报，敢不敢汇
报等问题，力度还需加强。

浦兴祖建议，为了解决一些热点
难点问题，人大可以尝试使用质询这
一更为刚性的监督方式。

浦兴祖表示，质询时一旦发现问
题就牵扯到对相关负责人的问责。质
询有一定门槛，“需要达到一定数量的
代表联名才可以启动”，造成在实际操
作中这一监督形式甚少使用。

制图 本报美编 许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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