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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辑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重要文献选编》，近日已由中
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四册，共
收入二百四十三篇重要文献。
现将该书主要篇目介绍如下。

《关于政权问题》是毛泽东同志
1948 年 1 月 18 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决定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
个重要问题》的第三部分。指出，新
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人
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
国家的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
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
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同
志 1949 年 6 月 30 日为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的一篇文
章。指出，人民在中国，在现阶段，是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
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
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
府，向着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实
行专政。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
制度。这两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
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
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
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
民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
阶级的领导。

《关 于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问 题》是
刘少奇同志 1949年 8月 28日在东北
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第四部分。
指出，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以后的国
家制度，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会
议要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区别开，这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不同。我们
人民代表会议是工农劳动人民真正
有自由，不是形式，因为它的专政是
靠群众积极性，靠保护群众利益，来
把群众积极性发扬起来，去解决它自
身切身的问题。资产阶级人民议会
装样子，我们不是装样子，而是能够
真正解决问题，保护人民群众的利
益，而且经过人民代表会议启发人民
积极性，教育群众。所以人民代表会
议是人民政府和人民联系的最好
形式。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实
行普选》是周恩来同志 1953 年 3 月 1
日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中
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的讲话的第三部
分。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完全不同
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人民代表大会
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出来的，是代表
广大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大会和苏
维埃也是有不同的。苏联是两院平行
制，除联盟院外，还有民族院。而中国
的少数民族的人数只占全国人口的十
四分之一，可以不成立民族院，但在人
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代表按人口
的比例数要大于汉族代表的比例数。
应该把普选看作是检查工作和考验干
部的机会，不要为选举而选举，要选出
肯为人民服务的人。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的报告》是刘少奇同志 1954 年 9 月
15 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
报告。报告指出，我们制定的宪法当
然只能是人民民主的宪法。这是属
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不是属于
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宪法草案是
对于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
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于中国近
代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
史经验的总结。还就国家的性质问
题、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步骤问
题、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权
利和义务、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等，对
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作了说明。对
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回答。

《建立与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国家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保证》是
朱德同志 1954年 12月 9日在全国第
三次民政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
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制定
以后，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
度。经过人民代表来制定一切计划，
选举一切工作人员，同时对他们实行
监督。另一方面，还要领导人民共同
执行这些计划。这一制度既便利于
国家领导的集中与统一，又便利于人
民群众积极性和创新性的发挥。建
立与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广大
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是国家建设事
业必不可少的保证。

《政 协 的 性 质 有 别 于 人 大》是
毛泽东同志 1954 年 12 月 19 日邀请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
协工作时谈话要点的一部分。强调，
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
家的行政机关。如果把政协全国委
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
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
权。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
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
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

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
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是
周恩来同志 1956年 7月 21日在中国
共产党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
话的节录。指出，要在我们的国家制
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人大
代表，还有政协委员，可以从与政府不
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
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就是说
可以去找岔子。把所有代表的发言，
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
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人民
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
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
主义的“戏”。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
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

《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
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董必武同志
1956 年 9 月 19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指出，人
民民主法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
群众通过国家机构表现出来的自己
的意志，是我们国家实现人民民主专
政的重要工具。依法办事，是我们进
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
节。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其
一，必须有法可依。这就促使我们要
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
法规制定出来。其二，有法必依。凡
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
行，按照规定办事。为了进一步加强
人民民主法制，党必须注重法制思想
教育，必须适当加强司法机关的组
织，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党对法制工
作的领导。

《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
是邓小平同志 1979年 6月 28日会见
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
八次访华团时的谈话。强调，民主和
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
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
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
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
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
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是叶剑英
同志 1979 年 7 月 1 日在五届全国人
大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的主要部
分。强调，法律和规章条例一经制
定，就要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要有极
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定的程序才能
修改，而不能以任何领导人的个人意
志为转移。一切公民，无论是党内党
外、上级下级，无论是什么社会地位
和社会成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各级领导干部，不论职位多高，都是
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
务的义务，决不允许有超越于法律之
上的特权。

《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
刑 事 诉 讼 法 切 实 实 施 的 指 示》是
1979 年 9 月 9 日印发的。强调，严格
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办事，坚决改
变和纠正一切违反刑法、刑事诉讼法
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各级司法机关
处理违法犯罪问题，都必须以事实为
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具体分析，准确
量刑。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
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
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
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
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
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要
运用各种宣传工具，采用生动活泼的
方式，广泛、深入地对广大党员、干部
和群众宣传法律，加强法制教育。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
邓小平同志 1980 年 8 月 18 日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80 年 8 月 31 日政治局讨论通过。
指出，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
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
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
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
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
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
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
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
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
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
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
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
全 社 会 主 义 法 制》是 邓 小 平 同 志
1980 年 12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
会议上讲话的节录。指出，我们的民
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
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
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
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
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
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
社会主义民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

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
和集体领导。

《不仅要靠党的政策，而且要依
法办事》是彭真同志 1984 年 3 月 13
日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
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
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靠
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
事。一要有法可依，二要依法办事。
党的政策要经过国家的形式而成为
国家的政策，并且要把在实践中证明
是正确的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
来。要有宪法，还要有许多法，那都
要按照国家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一
经制定，就要依法办事。民主就不能
怕麻烦。

《中共中央关于任免国家机关领
导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理
的 通 知》是 1984 年 4 月 26 日 印 发
的。指出，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必
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
办理。所有宣传单位，对国家机关领
导人员的任免，都要在组织手续、法
律程序完备后，才能公布。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经各级党委审查同意、须
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或由人大常委
会决定任免的人选，人大代表和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提出不同意
见。对这些意见，有关的党委应该认
真加以考虑。如果意见有道理，应该
重新考虑人选；如果认为人选不宜改
变，或者认为提的意见不全面或与事
实有出入，应该耐心说明、解释；如果
多数代表或委员不同意，不要勉强要
求保证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
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是 1986 年
7 月 10 日印发的。强调，全党必须
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各级干部和
全体党员要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
和法制的约束，养成依法办事的习
惯。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
是一致的。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民
代表大会工作的领导，坚决支持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依
法行使职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作出政策性的决议、决
定，党内事前要经过同级党委原则批
准，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后，党
组织和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坚决执
行。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提高
司法机关的权威。各级党委要高度
重视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
机关干部队伍的建设。各级公安、司
法机关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带头
学法懂法，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把
各项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由七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1990 年 4 月 4
日通过，共 9 章 160 条。规定，国家
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
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
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
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同时，
还对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
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
劳工和社会服务，对外事务，本法的
解释和修改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执法检查和制定法律同等重
要》是万里同志 1992 年 2 月 25 日在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上的讲话。指出，监督法律的实
施，是各级人大的重要职责。检查法
律实施情况就是履行监督职责的一
种重要形式。一定要把对法律执行
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
等重要的地位。对所有法律的实施
情况，都要进行检查监督，特别是要
加强对宪法实施的检查监督。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由八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93 年 3 月 31
日通过，共 9 章 145 条。规定，国家
决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并按照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
澳门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享有
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
和终审权。同时，还对中央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和
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文化和社会事
务，对外事务，本法的解释和修改等
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作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根本任
务》是乔石同志 1996 年 3 月 17 日在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和
1997 年 3 月 14 日在八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上的讲话的节录。强调，加强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关键在于坚
决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办事，就是
要依法治国。要进一步加强立法，严
格执法。要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
则和我国的国情，全面建立起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和集约型经济所必需的
法律体系，同时抓紧制定其他方面急
需的重要法律。法律制定后，必须认

真贯彻执行，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法律具有极大
的权威。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江泽民同志 1990 年 3 月 18 日
在参加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
政协七届三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
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建设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执政地
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
来实现的；加强党的领导与发挥国家
权力机关的作用是一致的，党要尊重
和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继续完善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特别是
加强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要进一步
密切各级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
好地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加强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是江泽民 1997年 2月 27日在参加八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国政协八届
五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讲
话的一部分。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
主法制建设，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
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坚持党的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本质上是一
致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同
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
来。要始终注意维护国家法制的统
一性和严肃性。

《进一步搞好立法和监督工作》是
李鹏同志 1998年 4月 29日在九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的主
要部分。强调，立法工作要有计划、有
重点、有步骤地进行。要把常委会的
立法工作与党中央、国务院对改革、发
展和稳定的重大决策结合起来。立法
要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要进
一步改进审议法律草案的程序。要把
监督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加大监督
力度，完善监督方式，特别是要增强监
督的实效。要围绕改革和建设中的重
大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反
映强烈的问题，开展工作监督。人大
监督的目的是督促和支持“一府两院”
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民族区域自治法》由六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 1984 年 5 月 31 日通
过，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
议 2001 年 2 月 28 日修正，共 7 章 74
条。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一
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自治地方设
立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
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
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
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
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有
宗教信仰自由。同时，还对民族自治
地方的建立和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
机关的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
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民族自治地方内
的民族关系，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等
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宪法》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 1982 年 12 月 4 日通过，十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
四次修正。除序言外，共 4 章 138
条。规定，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
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
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
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
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
还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
构，国旗、国歌、国徽、首都等问题作
出规定。

《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
胡锦涛同志 2004 年 9 月 15 日的讲
话。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
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
容。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更好地把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统一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推
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与时俱进。

《反分裂国家法》由十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 2005 年 3 月 14 日通过，
共 10 条。规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
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
分裂出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
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以和平方
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台湾海峡两
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国家主张通过
台湾海峡两岸平等的协商和谈判，实
现和平统一。“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
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
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
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
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
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
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度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是 2005
年 5 月 26 日印发的。强调，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
度。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是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全党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
用，支持、规范和保证其依法履行职
责和行使权力；二是加强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制度建设，使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更好地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工作机关和代表机关的作用。

《坚 持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理 念》是
胡锦涛同志 2006 年 3 月 3 日在参加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十
届四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
讲话的一部分。指出，我国的法治是
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坚持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要坚持依法治
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
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
治的根本原则，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
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
义法治的基本目标，服务大局是社会
主义法治的中心任务，党的领导是社
会主义法治的政治保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由五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 1979 年 7 月 1 日通过，十
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2010 年 3 月
14 日第五次修正，共 12 章 57 条。规
定，全国人大代表，省、自治区、直辖
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代表，由
下一级人大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大
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年满十八
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
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
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同时，还对选举机
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
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各
少数民族的选举，选区划分，选民登
记，代表候选人的提出，选举程序，对
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对破
坏选举的制裁等问题作出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由七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 1992年 4月 3日通过，十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2010 年 10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共 6
章 52 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
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参
加行使国家权力。同时，还对代表的
权利和义务，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期间的工作，代表在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代表执行
职务的保障，对代表的监督等问题作
出规定。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是吴邦国
同志 2011 年 1 月 24 日在形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
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
的法制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
新实践的法制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改革开
放三十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立
法路子。这当中最重要的经验有五
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从中
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
立法为民，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
常委会党组关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有关情况的报告〉的通
知》是 2011 年 4 月 12 日印发的。指
出，一个立足我国国情和实际、适应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
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强
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要在加强法律实施
上狠下功夫，着力维护宪法和法律的
权威和尊严，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
法，完善法律实施机制，不断提高法
律实施的科学化水平；在加强普法教
育上狠下功夫，切实增强全社会的法
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形成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人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

会氛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
围内活动，不断改善领导方式
和执政方式，善于在法制轨道
上 推 进 改 革 发 展 稳 定 各 项
工作。

《把坚持依法治国、维护
宪法和法律权威作为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重要任务》是张德江同志
2013 年 3 月 19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
分。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处在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第一线，对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负有重要使命。要在新的
起点上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不断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
法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保证宪法和
法律的有效实施。加强和改进代表
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深
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
法治精神。加强和改进专门委员会
的 工 作 ，充 分 发 挥 专 门 委 员 会 的
作用。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
致的》是习近平同志 2014年 1月 7日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
分。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根本的
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
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
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
本方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
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
生活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好两个重
大问题：一是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
国家法律的关系；二是要正确处理坚
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
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习近平同
志 2014 年 9 月 5 日的讲话。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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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
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
制度。新形势下，要毫不动摇坚持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点要做好几
个方面工作：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
加强和改进法律实施工作，加强和改
进监督工作，加强同人大代表和人民
群众的联系，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六十年的实
践经验》是张德江同志 2014 年 9 月
15 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理论研讨会上讲话的一部
分。指出，认真总结我国实行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 60 年来的实践经验，主
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
切实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
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
力；三是坚持实现民族振兴的历史使
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四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五是坚持从国情和实际
出发，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发
展；六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 2014 年
10月23日通过的。指出，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完
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
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
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
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
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
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是习近平同志 2014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
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归结起来就是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具体体现在党领导
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上。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
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
护人民。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
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
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
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
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必须坚持依
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法治体
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
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
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必
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突出中国特
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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