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柳斌杰：党也要依法执政

  

⑩ 文一杜强

  

谈三中全会改革：

  

人大制度突破在立法 ，党内也

  

要依法执政

      

记者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人大制

  

度改革有一段专门论述 ，作为全程参

  

与人大制度改革讨论的人大常委 ， 能

  

否介绍下这次人大制度改革的亮点？

    

柳斌杰 ：我过去有一个感觉 ，人

  

大有
“

无限的权力
”

，却是
“

有限的作

  

为
”

，制度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 。 三

  

中全会决定 ，从立法 、监督 、决定重大

  

事项等角度提出改革创新要求 ，抓住

  

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当家

  

做主权力的关键环节 ，可以说抓住了

  

要害 ，抓住了我们制度的本质。

      

记者 ：为什么把立法作为人大制

  

度改革的突破口 ？

    

柳斌杰 ：人大要真正体现人民当

  

家作主的核心 ，就必须在立法上下功

  

夫。 因为法律是制度的核心 ，是人民

  

意志的体现。 现代国家治理关键是

  

要依靠法律规范权力的运行 、约束行

  

政行为 、 引导社会有序发展。

    

具体来讲 ，人大立法的不足主要

  

有两个 ：
一是过于依靠部门立法 ，立

  

法中包含着很多部门的权力和利益

  

考虑 ，这实际上不一定符合全体人民

  

的利益 。 但不这样做 ，

一些地方 、部

  

门就不积极 ，有的法律就出不来。

    

二是立法主体单一
，没有调动起

  

全国人大各种机构 、人民群众参与立

  

法 ，这次提出多渠道调动立法主体的

  

积极性 ，包括政府 、人大 、人大专门的

  

机构 ， 也包括社会组织 、人民群众 。

  

还有就是强调了立法的质量 ，法律的

  

水平决定法治的水平。

      

记者 ：《决定》也提到监督问题 ，

  

对于人大落实监督权的问题 ， 已经谈

  

了很多年 ， 大家还是觉得 ，
人大是橡

  

皮图章 ，这次能有改善吗？

      

柳斌杰 ：监督权现在形式主义的

  

成分多一点 ，

“一府两院
”

每年向人大

  

作工作报告 ，人大代表听取和审议 ，

  

提一些意见 ，然后通过就完了 ，是这

  

么一个过程。

      

现在人大开始行使一些实际的 、

  

具体的监督权 ，国务院的重大事项要

  

听取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的审议 ，比如

  

今年以来 ，环保 、 义务教育 、 国企改

  

革 、公安人员行为不规范等问题 ，人

  

大常委会提出要进行检查和汇报。

      

对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可

  

以质询 、询问 ，要求一府两院负责人

  

对某问题要做出说明 。 过去的质询

  

和询问 ，往往是双方沟通好了 ，我问

  

你什么问题 ，你要答复我什么问题 ，

  

导演似的询问。 这种形式主义今年

  

已经改掉了 ，例如传染病防治法都已

  

经开了一场询问 ，当时委员长在会上

  

讲了 ，常委想问什么问题就问什么问

  

题 ，凡是问到的问题政府必须回答 ，

  

回答不上的准备好了再来 ，不能搞形

  

式主义 ，不走过场。

      

记者 ：事先不进行沟通 ，现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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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真枪地问？

      

柳斌杰 ：对 ，询问非常震动 ，现场问的

  

问题非常尖锐 ，那相当出汗了 。 我们第一

  

次搞了录像 ，放在人大网络上。 明年再有

  

质询可能就全程现场直播 ，让公众身临其

  

境 ，有什么问题 ，他们怎么答复 ，再不是走

  

走形式 ，应付一下就过了 。

      

、己者：像人大质询
“一府两院

”

，这种

  

监督关系会不会又在党委层面 ， 大家协商

  

一下？

      

柳斌杰 ：不会 ，党委对依法进行的立

  

法 、人民代表的权力是不具体干预的。 依

  

法治国包括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党的运

  

行机制也要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 党中

  

央正在研究 ，依据宪法的规定 ，出台一个

  

依法执政的条例 ，规范党的工作中的职权

  

行为。

      

记者：刚刚您说的这个党内也要依法

  

执政的条例 ，是受薄熙来案件的影响吗？

      

柳斌杰 ：不光是这一件事情 ，很多地

  

方反映出来了这个问题。 行政上有依法

  

行政的问题 ，但是党委的依法执政没有明

  

确的规范。 过去媒体上经常讨论的党大

  

还是法大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出现了？ 实

  

际上我们解释很明确的 ，宪法明文规定所

  

有的政党必须在法律框架下活动 ，那就意

  

味着党委书记也不能超越宪法去行使权

  

力 。

“

权力
”

要关进制度的
“

笼子
”

里 ，这个

  

是要规范的。

      

记者：《决定》提到
“一切违反宪法和

  

法律的行为必须追究
”

，很多学者就关心

  

具体的措施 ，是不是要进行违宪审查？

    

柳斌杰 ：外国一般有一个宪法监督机

  

构 ，多数是宪法法院专门处理违宪事件 ，

  

中国就是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

  

监督权。 在执行宪法各项规定方面 ，人大

  

常委会依职权做出处理。 今后会进一步

  

加强的 ，具体的法有人管 ，根本大法倒没

  

人管了 ，这种情况不会再存在下去了 。

  

谈新闻监督 ：

  

中央政策没有变化 ，官员不应惧怕

  

媒体

      

记者 ：今天研讨会谈到
“

陈永洲事

  

件
”

，你怎么看？

      

柳斌杰 ：陈永洲事件 ，作为他本人 ，如

  

果是见利忘义收了钱 ，发布不实信息 ，他

  

罪有应得 ，司法机关会公正地处理。 但是

  

对记者队伍实行的新闻监督 ，进行打击报

  

复 ，这个我是一贯地反对的。 我明确地讲

  

过多次 ，记者的监督权要保护 ，记者采访

  

行政公务人员不得拒绝。 公民个人有权

  

拒绝 ，公职的人员不得拒绝 ，应当主动把

  

新闻事件说清楚。

      

记者 ：比较理想化 ，记者都感觉采访

  

官员尤其困难。

      

柳斌杰 ：大多数能做到 ，必须这样 。

  

一般不允许利用行政权力 、动用司法机关

  

干扰记者的公务行为 ，所谓公务行为就是

  

受新闻单位指派的采访任务。 当然抱着

  

个人目的去搞什么名堂 ，不在此列。 社会

  

公众要求媒体监督 ，这是社会民主的重要

  

内容 ，也是最有效的一种监督手段。 很多

  

公务人员 、官员 ，不怕上级怕媒体 ，就说明

  

了它的监督作用 。

    

官员怎么对待记者 、对待媒体？我们

  

的官员缺了这一课。 官员要过这一关 ，要

  

以正确的态度看待 ，主动地接受媒体监

  

督 、沟通交流。 现在有些官员想把媒体管

  

死 ，不让报道 ，实际上已经过时了 ，做不到

  

的 。 你不报 ，老百姓的手机早上网了 ，对

  

不对？你不说 ，只能给谣言留下更大的空

  

间。 公开 、透明 ，这些问题解决了 ，社会舆

  

论生态环境就会好一点 ，不会搞得记者战

  

战兢兢的 ，官员也诚惶诚恐的 ，大家都高

  

度紧张 ，那个不必耍。 如果长期那样 ，这

  

个社会也不正常。

      

记者 ：现在很多人相信 ，媒体的经营

  

压力等各种情况会导致新闻从业人员的

  

行为失范 ，很多人就觉得陈永洲这个事情

  

肯定就是出于经营方面的考虑。

      

柳斌杰 ：陈永洲如果是见利忘义 ，收

  

钱发布不实信息 ，那么他的问题就不属于

  

经营方面的问题。 报纸经营方面的问题 ，

  

主要是迎合读者的口味 ，低俗化 ，来争取

  

发行量 、点击率和广告。 现在报社政策有

  

不妥的地方 ，往往把拉广告的任务弄到记

  

者头上 ，这是不应该的。

      

严格来讲 ，我们改革里面有一条 ，经

  

营和宣传业务两分开 ，两套体系来运行。

  

新闻宣传的这一部分 ，要提供保障 ，不是

  

说用它发家致富 ，起码叫它衣食无忧 ，要

  

保障记者 、编辑安心地做新闻 、做评论 、做

  

消息。 经营这一部分 ，要依托市场 、依托

  

资源 、依托品牌 ，提供坚实的经济后盾 。

  

记者 、编辑这部分绝对不允许参与经营 ，

  

不能把记者工作跟经营挂上钩。 这在西

  

方也是这样做的。

      

记者 ：刚才提到舆论监督 ，媒体业 内

  

感觉这几年舆论监督的力度弱 了 、政策变

  

了。

      

柳斌杰：这种感觉与当前的舆论状况

  

有关。 网络 、手机等新媒体 ，基本上是放

  

大了负面信息 ，对舆论监督造成的影响比

  

较大。 从党和政府来说 ，这方面还没有找

  

到妥善的应对和管理办法 ，去改变这种舆

  

论生态 ，这种情况下就会经常强调互联网

  

管理和负面信息的问题。 我估计对主流

  

媒体 、传统媒体产生了一个误导 ，以为政

  

策变了 。 其实不是 ，党和政府一直强调媒

  

体监督问题 ，这个政策没有变过 ，我们的

  

主流媒体更要主动地 、积极地参与舆论监

  

督。 有一些媒体做得很好 ，有一些有点变

  

化 ，

一些监督节目好像也变味了。 这不是

  

政策的问题 ，而是一个误解。 （据《南方人

  

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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