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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知情权的制度保障机制 
 

 莫纪宏 　王健椿 
 

  目前，虽然说从法理上和从制度上都可以肯定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在履行代表

职责的过程中享有代表知情权，并且在代表制度的实践中，人民代表也比较好地行使了代表知情

权，但是，从宪法、法律对人民代表履行代表职责的法律要求来看，现有的代表知情权制度还存

在一些缺陷，特别是人民代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途径还不能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履行代表职责所

需要的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所必需的信息和知识，因此，有必要从法理

上认真加以研究，在制度上不断加以健全和完善，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通过修改《代表法》的方式，将代表知情权明确作为代表履行代表职责所依法享有的一
项代表职权。 
  如果在《代表法》中能将代表知情权作为一项代表职权肯定下来，那么，代表在行使代表知

情权时就可以受到权利规范强制力的保护，就可以进一步提高代表基于行使代表知情权获得必需

情报和信息的法律能力。在《代表法》中确立代表知情权的权利规范时，首先应当明确代表知情

权作为人民代表行使职权的一项权利保护原则，也就是说，人民代表履行代表职责必须受到代表

知情权的保护。其次，要在设计代表知情权权利规范的过程中，明确代表知情权相对于一般公众

的知情权的特点。最后，要在代表知情权权利规范中明确代表行使代表知情权的权利内涵、获得

必需情报和信息的种类、与情报和信息之间的法律关系、提供情报和信息的义务主体的类型以及

义务的主要行为特征等等，从而保证代表准确和有效地行使代表知情权。 
  2、明确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向代表提供必要情报和信息的法定义务，并设置相
应的法律责任机制予以保障。 
  任何法律权利都是以该权利的义务主体向权利主体履行必要的作为和不作为义务来实现的，

代表知情权的实现也需要在法律上明确具有保障代表知情权实现的义务主体。由于代表知情权是

基于代表职务和代表的性质产生的，所以，对代表知情权承担法定保护义务的主体也就是特定的。

从代表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的性质来看，有义务向代表提供必需的情报和信息的包

括代表所在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代表参加人大会议和工作所涉及到国家行政机

关、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实施宪法和法律的情报和信息，代表在参加执

法检查时对有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是否遵守了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查和了解等等。从

代表职责的主要内容来看，代表知情权保护的主要是代表如何代表人民参政议政所必需的情报和

信息，因此，各级人大、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都依法负

有向人民代表提供为履行代表职责所必需的情报和信息，以便代表更好地履行自身的代表职责。

此外，在法律上明确对代表知情权的实现负有法定保护义务的义务主体，也有利于人民代表在行

使代表知情权时如果遇到权利受到侵害时，就可以依法寻求必要的权利救济，从而从整体上提高

人民代表行使代表知情权的实效性。 
  3、进一步保护代表在人大会议上的言论免责，增加人大代表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
扩大代表知情权的实现渠道。 
  在我国，不论是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还是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在依法开展活动、

履行代表职责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代表团、代表小组、代表会议的方式出现的。所以，

人民代表之间相互彼此充分和有效地交流情报和信息，对于人民代表行使代表知情权、正确和有

效地履行代表职责也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在人大会议上，了解某一方面具体情况的人民代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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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表达自己的意见、看法，及时地向其他人民代表通报相关信息，可以对人民代表了解履行代表

职责所必需的情报和信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要保证人民代表充分有效地行使代表知情

权，必须要在人大会议上充分保护人民代表的言论自由，将人大会议作为人民代表行使代表知情

权的主渠道和重要途径。 
  4、建立各级人大及常设机构的信息发布中心，通过现代化信息传递手段，使人民代表能够
便利地了解到人大工作的最新情报和信息。 
  作为各级人大，应担负起向人民代表及时提供全面、准确、系统和有效的情报和信息的任务。

另外，通过各级人大建立的信息发布中心，还可以把本级人大代表的工作信息有效地集中起来，

在人民代表之间建立起互动式的信息交流平台，提高人民代表行使代表知情权的效率和实际效

果。 
  5、加强对人大工作和代表活动的新闻宣传，对人大及常设机构重要的议事议题应当及时地
向社会公众公布，建立人大工作程序中的公众听证制度，保证代表能够直接和有效地了解社会公

众的真实意见和想法。 
  在人民代表依法履行代表职责的过程中，有许多与履行代表职责相关的信息可以通过行使质

询权、询问权、视察权、调查权等代表职权来主动搜集获得，有些则可以通过接待来信来访、参

加听证会等方面，被动地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想法，从而有效地了解各种信息。作为人民代表

行使代表知情权的主渠道，人民代表除了通过参加人大会议，获得相关信息和情报之外，就人大

工作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就重要的立法问题，还可以通过出席由人大组织的立法公众听证会的形

式来听取和了解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和想法。所以，加强各级人大自身的工作制度和听证

程序的建设，有助于保障代表有效地行使代表知情权。 
  6、进一步完善人大机关的信访工作机制，发挥人民代表在处理信访事务中的作用。 
  目前，很多地方人大设立的信访工作机构，仅限于人大机关的工作人员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

业务，没有充分发挥本级人大的人民代表的作用。其实，吸收人民代表来参与人大机关组织的信

访工作，等于是从制度上为人民代表多提供了一条接触群众、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径和渠道。各级

人大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信访工作制度的过程中，应当建立人民代表接待日制度以及人民代表处

理来信来访的制度，只有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在信访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保证人民代表

有效地行使代表知情权，增强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提高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的效

率。 
  总之，要保证代表能够正确和有效地行使代表知情权，既要在法理上不断完善代表知情权的

权利规范的理论构建，同时还应当在制度上，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认代表知情权作为独立的法律

权利的法律地位。与此同时，还应当在实际生活建立各种有效的机制来保障代表正确和有效行使

代表知情权，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充分发挥代表代表人民参政议政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