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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人大代表》

前言

　　怎样做人大代表？这个问题是每个人大代表当选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无论他（她）从事何种工
作，担任何种职务，是干部、工人、农民、军人、企业家，还是教师、医生、工程师、律师、演员、
运动员抑或其他，都必然要思考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如何，决定了他（她
）履职的状况。认识得全面深刻，自然做得认真负责。反之，很难成为一个称职的人大代表。　　
自2003年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努力实践和探索。在此之前
，除担任过几年市政协委员外，我没有这方面的什么经历和感受，可以说所知甚少。但我从许多优秀
的人大代表的言行中，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感受到他们的那种热情
、勇气、执著、理性和智慧，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五年来，我从一个几乎一无所知的
生手，到逐渐对之有所了解和感悟。汇聚在这本书里的，就是我这五年来思考和实践的一部分结果。
我很清楚，由于本人天性愚钝，只能笨鸟先飞，这些思考和实践还很肤浅幼稚，与许多优秀的代表比
起来还有很大距离。但一届任期届满，无论如何，也得对组织和选民有个交代，我就把这本书当做一
名小学五年级学生向老师呈交的毕业答卷吧。　　做这份毕业答卷的念头最早萌生于去年12月。当时
，我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之邀，参加了在海口市召开的提高代表议案建议提出和处理质量座谈会
，并在会上就“怎样提高代表议案建议选题质量”作了交流发言。在会议最后的总结发言中，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何晔晖同志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她希望代表们不断地总结经验，增强代表工
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努力开创代表工作新局面。受此启发，我开始感到确有必要对自己几
年来的代表工作做些回顾、反思和总结，以利改进。　　今年6月上旬，我到北京参加教育部、财政
部、世界银行主办，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承办的“后义务教育财政问题”高层研讨会。
会议茶叙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共管理出版分社的编辑闫景小姐向我约稿，为该社“教育名家
访谈录系列”编写一本《乐为教育鼓与呼》，并配套编写一本《怎样做人大代表》，从专家学者和人
大代表两个角度，来反映自己五年来在全国人大的履职情况，为个人代表生涯作一个小结，也为今后
新代表履职提供一份参考资料，并为后人研究21世纪初期中国人大代表制度乃至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
，提供一份历史文献。她还认为，目前国内书市尚无一本具有个性化特征和实用性强的同类著作，如
今，新一届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换届在即，大批新人将步入人大这个政治舞台，如能赶在明年3月十
一届全国人大开幕之前面世，一定会受到各方欢迎，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对闫小姐的这番话，我深
有同感，遂不假思考，一口应允，而且当即签约。　　但这一承诺也正应了那句“知易行难”的老话
。回到武汉，我才发现两份出版合同就好像给自己的脖子套上了一对绳索。半年之内，要完成两部各
二三十万字的书稿，简直是天方夜谭。特别是我目前身兼数职，行政、党派、人大、政协、学校，不
说“五马分尸”，也是“自顾不暇”。怎么办？毁约？不可能！只好硬着头皮上，白天办公，夜晚加
班，平时公务，周末突击，利用一切时间，抓住点滴空闲，全力以赴。好在汪楚雄、范焕军两位同志
抽空协助做了不少基础性资料搜集工作，经过紧张的努力，总算是按时完成任务。《乐为教育鼓与呼
——周洪宇教授访谈录》一书已于今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怎样做人大代表》一书预
计在明年3月推出。这两本书其实是内容相关、角度各异的姊妹篇，希望有心的读者可以比照阅读，
当会感受更深。　　本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思考篇，包括了我近五年来对人大代表履职的体会
和思考，以及在人民网、中青网、新浪网、天涯社区等知名网站与网友就代表工作的对话；下编为实
践篇，包括了我五年来所提的主要议案建议（接近总数的1／3）。为便于读者了解其来龙去脉和社会
作用，我将这些议案建议分为六类，每类下面又细分提交背景、经过与效果，议案建议原文和政府有
关部门的回复件，媒体有关采访，以及社会反响这四个部分。全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力求体现思
想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便于读者参考实践。文字上尽量保持原貌，除个别地方确需改动外，一般
不做更改。本书书名，也是由书中一篇履职体会的标题移植而来的。为了加强本书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还征得同意，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先生的一篇关于如何发挥人大代
表作用的讲话稿作为代序。　　对我来说，编写这本书是一次重新审视、反思的过程，也是一次总结
、提高的过程。重读自己五年来所写的议案建议，我看到了自己的许多缺点和不足。如果能让时光倒
流，能在任职之前多学习一点代表履职的知识，多掌握一点代表履职的技能，特别是更加自觉地向有
经验的老代表们多多请教问益，全面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议政履职能力，自己一定
会少走不少弯路，少留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没有遗憾就没有人生。还是让我们努力从遗
憾走向不遗憾吧。　　编写这本书也是一次走进时间隧道，重温历史，与五年来陪我一起奋斗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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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人大代表》

、学生、朋友再次心灵对话、相互勉励的过程。书中收录的一篇文章《人民是代表、委员的智慧和力
量之源》，是我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没有许许多多认识或不认识、谋面或从未谋面的朋友、网友的
支持和帮助，就不会有书中的许多议案建议。书中的许多议案建议，与其说是我提出来的，不如说是
大家共同提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大家的代言人而已。这本书的作者与其说是我，不如说是共同为之奋
斗的各位同人，是我们大家——当过代表的，没有当过代表的，关心中国社会进步，关心人大代表制
度发展的所有人士——在共同撰写《怎样做人大代表》，共同回答应该怎样做人大代表。　　谢谢你
们！曾经给我履职予以关心、帮助和支持的领导、同事、学生和朋友，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原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何哗晖女士，蔡定剑教授，胡兆云教授，
邓猛教授，胡志坚博士，申国昌博士，汪楚雄博士，汪丞博士，袁云光研究员，刘绪高律师，陶双文
老师，范焕军先生，刘冬梅女士，战军先生（网名“千重山”），陆军先生（网名“金戈铁马”），
陶文庆先生（网名“文磬”），网友江赫吴先生等以及各位采访过我的媒体记者朋友！谢谢你们！我
亲爱的读者们！　　周洪宇　　2007年12月26日于武汉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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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人大代表》

内容概要

《怎样做人大代表:一个人大代表的思考与实践》中，读者不仅能够了解“怎样做尽职的人大代表”，
“怎样练好代表‘基本功’”，“怎样提高议案建议选题质量”，“怎样撰写并提出议案建议”等理
论知识，还可以通过具体的专题，切实了解议案的提交背景、具体撰写方式，相关部门回复，以及如
何逐步推进系列议案等内容。阅读《怎样做人大代表:一个人大代表的思考与实践》，有利于各级人大
代表更好地参政议政；也有利于普通读者了解如何通过人大代表更好地反映民意。
怎样做人大代表？这个问题是每个人大代表当选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个问题
认识得如何，决定了他履职的状况。认识得全面深刻，自然做得认真负责。反之，很难成为一个称职
的人大代表。
自2003年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周洪宇教授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努力实践和探索，
他将一个人大代表这五年来思考和实践的结果汇聚于《怎样做人大代表:一个人大代表的思考与实践》
，作为一届任期届满，交给组织和选民最好的“毕业”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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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人大代表》

作者简介

　　周洪宇，1958年生于湖北武汉。教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访问
学者。现任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学术兼职有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学科组成员、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长期研究教育
史和教育政策问题，近年重点研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先后承担了教育部“八五”、“九五”、“
十五”、“十一五”多项重点课题，在《教育研究》、《人民教育》、《中国教育学刊》、《中国高
等教育》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重要杂志和报刊，发表数十篇文章。研
究成果十余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教育的信念与追求》、《教
育公平论》、《中部教育论》、《我为教育鼓与呼——周洪宇教授访谈录》、《周洪宇教育自选集》
等，主编或参与主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陶行知教育学说》、《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
、《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千年梦想圆于建国百年——小康社会与
教育新使命》、《教育大变革——全体、全面、全程的阳光教育》、《阳光教育对话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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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人大代表》

书籍目录

上编 思考篇一　怎样做尽职的人大代表二　怎样练好代表的“基本功”三　怎样提高代表议案建议选
题质量四　怎样撰写并提出议案建议五　人民是代表、委员的智慧和力量之源（2005年3月1日）六　
与人民网网友谈代表履职（2004—2006年）七　与人民网记者谈代表的执著（2007年3月8日）八　与
“中青在线”、新浪网网友谈尽职的人大代表怎么当（2007年3月13日）九　与天涯社区网友谈代表尽
责（2007年3月14日）下编　实践篇专题一　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的建议提交背景、经过与效果
系列建议案建议之一：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2003年）建议之二：关于农村
教育工作的十点建议（2004年）建议之三：关于“十一五”期间全国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的建议
（2006年）建议之四：关于在中小学实行教科书循环使用的建议（2006年）建议之五：关于免除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的建议（2007年）媒体采访武汉教授上书温家宝建议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重
中之重”与“难中之难”——访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教授周洪宇谈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社会反响周洪
宇代表：上书总理光靠勇气是不够的周洪宇代表：总理报告给了我最好的回复“提速”义务教育全免
费义务教育免费决议中的“私人”事件专题二　建立贫困生资助体系，完善收费还贷制度的建议提交
背景、经过与效果系列建议案建议之一：关于建立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建
议（2003年）建议之二：关于实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教育支票制”的建议（2003年）建议之
三：关于改革高校收费制度的建议（2003年）建议之四：关于建立国家政策性助学贷款担保基金制度
的建议（2004年）建议之五：关于建立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的再建议（2006年）媒体采访解决贫困生
问题需要多方合力发行“教育支票”应对生源流动潮社会反响关注贫困生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推广“教
育代用券制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谁埋单周洪宇：建议建立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专题三　加大教育经
费投入，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建议提交背景、经过与效果系列建议案建议之一：关于加强和改善人大对
同级政府落实教育经费“三个增长”法律监督的建议（2004年）建议之二：关于对“教育费附加”征
收和使用情况的质询的建议（2005年）建议之三：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再建议（2006年）建议之四
：关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尽快达到GDP的4％的建议（2007年）媒体采访人大代表周洪宇谈教育
收费社会反响为4％目标实现制定“时间表”针对4％目标难兑现，人大代表周洪宇建议制定《教育预
算法》保证教育投入专题四　加快反“台独”立法的建议提交背景、经过与效果系列建议案建议之一
：关于尽快制定《国家统一纲领》或《国家统一法》，遏制“台独”势力分裂中国企图的建议（2004
年）建议之二：关于尽快制定《反对“台独”，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第三个对台白皮书的建议（2005
年）建议之三：关于审议《反分裂国家法》的建议（2005年）媒体采访采访“统一法”第一提案人周
洪宇台湾人民也是反“台独”重要力量顺乎民心合乎民意“两会”访谈：周洪宇谈其缘何提“制定国
家统一法”议案周洪宇力倡“国家统一法”“我必须要提出对台立法建议”社会反响人大代表周洪宇
提出制定《国家统一法》《反分裂国家法》中国将首次审议政府乐于倾听人大代表的声音反分裂法　
即日施行为祖国服务是我的天职专题五　加快反歧视立法的建议提交背景、经过与效果系列建议案建
议之一：关于尽快制定《反歧视法》的建议（2004年）建议之二：关于制定《乙肝病毒携带者权益保
护法》的建议（2005年）建议之三：关于制定《反就业与职业歧视法》的建议（2006年）建议之四：
关于规范乙肝标志物检测、保护乙肝病毒携带者权益的建议（2006年）建议之五：关于在《就业促进
法》中加入体现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平等就业权保护内容的建议（2007年）建议之六：关于制定《反就
业与职业歧视法》的再建议（2007年）媒体采访周洪宇代表：歧视行为应立法杜绝政府应做公正就业
的榜样——访周洪宇教授社会反响教育专家周洪宇四年四论“反就业歧视”针对乙肝歧视代表建议修
改《就业促进法》乙肝维权群体“院外游说”推动立法专题六　促进中部崛起的建议提交背景、经过
与效果系列建议案建议之一：关于国家实施“大三角”战略，促进中部大崛起的建议（2004年）建议
之二：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建议（2005年）建议之三：关于振兴中部教育、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
建议（2007年）媒体采访“大三角”战略促中部崛起谁来勾勒中部崛起的轮廓社会反响人大代表起草
法律议案聘请律师代表谈履职：不能“热热闹闹10天，冷冷清清1年”附录　周洪宇2003-2007年议案
建议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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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人大代表》

章节摘录

　　一 怎样做尽职的人大代表　　从2003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起，迄今已有五年了。这五年，
是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理念有了重大转变和发展的五年，是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五年，也是
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人大代表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的五年。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有幸亲身经历和
见证这个大时代的变化与发展，我倍感骄傲和自豪。借参加此次履职交流研讨班的机会，我想就“怎
样做尽职的人大代表”这个话题，谈谈个人的一点初步体会，请各位批评指正。　　（一）为谁当代
表　　为谁当代表，是一个代表能否尽职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似乎不成问题，但要
真正解决好，并不容易。常言道：“知易　　行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
当代表为人民。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自然要代表人民，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人民选举我
们当代表，是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中国这么大，十三多亿人口，我们能够从这芸芸众生中被推
选出来，参与国家大事，说实话，不是我们个人有多大的能耐，而是组织和人民的高度信任，是人民
赋予我们这份神圣的职责，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份崇高的使命。我们如果不倾听民意、反映民情、传达
民声，既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这个伟大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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