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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的多中心直接参与格局构建 
翁倩雯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 

摘要：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作系统。但作为政府主导的民意表达渠道，
由于其组织化动员的参与方式和精英垄断的参与者格局，人民建议征集是一种漏斗型公民参与。相信和尊重民智，避免精英垄断，
畅通公民与政府的零距离接触渠道，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建立多中心的直接参与格局，是克服漏斗型参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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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充分发挥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优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进一步保持党委、政府与人

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

督权，鼓励引导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建立健全人

民建议征集制度，更好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征集人民建议制度的演变 
（一）注重听取人民意见建议，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厚重的传统民族文化，对诞生于这片土地

上的中国共产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

想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

国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 

（二）注重听取人民意见建议，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人民群众”

认识来源于实践，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亿万群众的实践活动是

认识的源泉和认识发展的动力。 

（三）注重听取人民意见建议，源于革命和建设的主动实际 

在党史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事

例如夜空的星斗，不胜枚举，夺目璀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作为

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将是一个永不落幕的“大

舞台”；作为凝心聚力的重要途径，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将是一个永

不枯竭的“智慧源”；作为创新驱动的内在需要，人民建议征集工

作将是一个永不停止的“推进器”；作为社会进步的前沿阵地，人

民建议征集工作将是一个永不落伍的“先行者”。 

二、征集人民建议的必要性 
征集人民建议势在必行，实践证明，开展人民建议的征集，是

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是疏通和拓宽社会

主义民主渠道的重要创举，对当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

和保持稳定，具有一来列重要作用。 

（一）征集人民建议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逐步推进，随着社去主义市场经

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群众李政议政的意识和热情日益增张。尤其是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新旧观念、权益的碰撞，不断出台的改

革举措，大多直接牵涉群众的利益，促使他们对政治和经济建设的

大事，不能不倍加关心；对参政议政，不能不更加积极。过去，虽

然群众也时常提出过一些建议，各级领导也欢迎群众进言献策，但

大都处于自发状态，缺乏系统的组织和发动，也缺乏必要的征集机

构和工作制度，因而使群众参政议政的条件受到限制，群众的主人

翁地位和作用，也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要满足群众日益

增长的参政议政的意愿，就要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人民建议的征集

活动。 

（二）征集人民建议是党和政府正确决策的重要保证 

人民建议征集，是直接服务于领导决策的，是领导决策民主化、

科学化的重要基础。 如果受理群众建议的机构不建立、制度不健

全、工作不规范、渠道不畅通，就会难以迅速、准确、全面的掌握

人民建议。 

（三）征集人民建议是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举

措 

开展人民建议征集工作，适应了群众议政的心理需求，就能有

效地缩短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心理距离，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感。还能使各级各类领导，不断增强群众观念和“公仆” 意识，

提高勤政、康政的自觉性，促进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三、征集人民建议的完善 
（一）建立公民与政府零距离接触的渠道 

公民与政府的零距离接触有利于建议筛选的专业化，能提高参

与质量，保持公民的参与热情，克服漏斗型参与的缺陷。随着社会

的发展，公民意识的增强，政府服务理念的深入，尤其是科技的进

步例如网络的发展和电子政务的建立，公民与政府的零距离接触已

经完全成为可能并逐步实现。公民与政府的零距离接触应从两个方

面入手：一方面是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接触。公民的建议大多数是针

对职能部门的具体建议，建立两者间的直接接触，有利于节省成本，

有利于筛选的专业化，使建议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在这个层次的

接触中，信访部门需要承担督促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与领导的接触，

这个主要涉及到政府宏观管理方面。主要包括通过咨询会发挥专家

的决策参谋作用和通过信访部门征询集中公民的建议。网络和电子

政务是零距离接触的未来主要途径，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与领导在

线交流，通过邮件表达建议，也可通过政府网站提交建议。 

（二）相信和尊重民智，实现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转变 

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的目的是让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真正实

现由民做主。人民建议征集的公民参与，前提是相信和尊重民智，

避免精英垄断。在 H 省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中，不同人群在使用这一

渠道进行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精英参与群体

的建议使参与富有效率，而普通民众由于不掌握充分的体制内信

息，而且缺乏提出有效建议的技术和技能，所以很多建议没有能够

进入领导者决策视野。下一步一方面要继续保持这一制度对精英人

群的激励和吸引作用，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普通公民参与的有效

性。实现这一目标除了有赖于渠道建设和制度建设外，一个重要方

面就是相信民智，尊重公民的主体地位。要相信和尊重民智，唤起

公民参与的愿望和热情，确立和尊重公民参与主体地位，形成公民

参与的主动精神，使有序的政治参与既是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也是

人民实现民主权利的基本途径的观念深入人心，并转化为人民有序

政治参与的自觉行动。政府相信民智、尊重民智，需要建立各种途

径以激发民智、吸纳公民建议，以逐步实现由“为民做主”向“由

民做主”的转化。 

在人民建议征集的过程中，只有打破单线的漏斗型参与渠道，

建立多个中心的直接接触渠道，充分相信并尊重民智，才能使公民

能够影响决策，从而实现公民参与向公民控制的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