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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宪法》《选举法》的精神，
对人大代表的选举有必要在程序优
化与技术改进方面做一些探索性的
工作，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要点入
手：第一，将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
与干部选拔任用分开。对于省市人
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可以考
虑成立一个专门的人大代表选举委
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人大常委会负
责组织，成员包括人大常委会、党委
组织部和统战部、政协相关部门等，
该委员会仅履行推荐并提名人大代
表候选人的职责。第二，强化人大
代表的地域属性而淡化其身份属
性。从人类政治史的实践来看，凡
存在代表的情况，其代表大多为地
域的代表而罕见有身份的代表。近
代早期的一些国家议会中，往往有
明显的阶层分化或者政派分野，如
贵族、平民或者激进派、保守派等，
但这样的分化和分野并不是产生代
表的依据。换句话说，这些代表的
产生，还是基于其代表了一定的地
域，尽管其履职过程中有明显的阶
层和政派倾向。第三，实行确定且
公开的代表结构分布制度。基于现
行的代表选举状况，可以通过补充
《选举法》条款的方式，对各省市全
国人大代表实行确定且公开的代表
结构分布制度。

（摘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社会

科学报》，桑玉成、马天航/文）

现实中，重“量”轻“质”的价值
取向一直支配着我国社会治理的方
方面面，成为特别的社会治理“语
境”。①质量“言行悖论”：说起来重
要，做起来次要，这种“言行不一”的
质量安全悖论一时难以消除。②质
量“消费悖论”：物品要高档，价格要

低廉。价格一般被消费者认为是成
本加上合理利润，但更多时候，价格
是成本、企业定价和市场心理的综
合结果。③质量“监管悖论”：重事
后“灭火”，轻事前“防火”，结果面对
质量安全危机多是买“棺材”有钱，
而买“预防”没钱。④质量“供求悖
论”：供非需所求，求非供所给。一
方面，“傍名牌产品”需求大销路广，
城市消费群体对此类产品有很大热
情；另一方面，“傍品牌产品”价格低
品质差。⑤质量“产用悖论”：产者
非自用，用者非自产。这种现象比
比皆是，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一度
陷入“互害型”陷阱。⑥质量“外贸
悖论”：外销高质量，内销低质量，这
甚至成为很多行业的潜规则。⑦质
量“海购悖论”：国内东西“贵”，国外
东西“好”。国内外商品已经渐渐被
老百姓贴上了“国内东西‘贵’，国外
东西‘好’”的标签，质量的“海购悖
论”也由此形成。

（摘自 2016 年 12 月 8 日《中国

国门时报》，余潇枫、潘临灵、卢厚

林/文）

权力的无罪推定既无自洽的逻
辑依据，也无普遍的现实表现，更难
以体现其对权力监督的促进功能，
必然要求我们转而思考有罪推定的
价值理性，追问这一理念能够在何
种程度上满足理论建构、制度设计
和实践创新的需要。

有罪推定能够改变对权力的传
统认知。当人们对权力不再是简单
信任，更非盲目崇拜，普遍代之以本
能怀疑和理性批判时，就改变了人
们以往传统的权力观，迫使权力主
体不断加强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
必然能够产生更大的法治力量和社
会影响。

有罪推定能够强化权力监督的
制度创新。基于有罪推定的制度设
计自然会将权力视为一种必要的恶，
进而在避恶趋善中创新制度供给。
这一制度环境又必然进一步催生和

维护迫切、强大的监督需求，从而以
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
制和不想腐的心理机制，不断完善权
力监督的制度保障与规范路径。

有罪推定能够提升全民的监督
能力。有罪推定的理念必然对应着
权力对权利的谦抑和尊重，维护着
权利对权力的自信和独立，呼唤着
全民监督的主体责任，实现对其权
利的消极维护和积极拓展，扭转当
下腐败高发的被动局面，也有助于
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稳定提升
公民素质，为制度创新贡献不竭智
慧，不断彰显政治制度的优势。

（摘自《行政论坛》2016年第 5
期，吴永生/文）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发布公
报，要求“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
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
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
行监督”。将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平行并列，这种提法意味着
一场影响当代中国政治权力框架的
重大改革即将出台。着力推进制度
建设，推动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体
制的改革和创新，按照试点方案的
说法是，重点在于组织和制度创新。

组织建设突出的问题是，结构
不合理、配置不科学。作为国家权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督监察权过
于分散，碎片化现象严重，监督合力
难以形成。因此，这场改革的目标
是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
反腐败工作机构，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工作机构整合、工作人员融合、工
作流程磨合，以确保思想不乱、工作
不断、队伍不散。

制度建设突出的问题是，程序
过于原则化，流程没有形成权力的
闭环，制度有漏洞，监管有盲区。因
此，这次监察体制改革的改革对象
将涵盖两大类人员：一是与公共权
力相关的工作人员，即国家公职人
员、法律授权或政府委托从事公共
事务的公务人员、其他依法行使公

“质量悖论”：社会治理的
“怪圈”与“语境”

通过程序优化与
技术改进完善人大制度

有罪推定：
权力监督的理论基石

监察体制改革的
重点在哪里

20

DOI:10.19572/j.cnki.ldkx.2017.10.024

DOI:10.19572/j.cnki.ldkx.2017.10.025

DOI:10.19572/j.cnki.ldkx.2017.10.026

DOI:10.19572/j.cnki.ldkx.2017.1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