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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真相   传递美好未来

12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民主》
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
田培炎称，中国人民不喜欢更不需要美国那
样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是中共领导下的“全
过程人民民主”，“不管官多大、地位多高，
一旦发现有违纪违法行为必将受到党纪国法
的严肃惩处。”

曾在中共决策中心工作过的旅美研究者程晓
农，从剖析全国人大的代表产生和投票、“问
政”过程，说明了中共式“全过程民主”是
什么货色。

选举和罢免：政府冒充民意

中国有真正的选民吗？恐怕没几个中国人知
道自己属于哪个选区，本选区当选的地方人
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是谁，更不知道他们
在人代会期间说了什么、如何投票，这都属
于国家机密。

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要经过至少两级以上
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而地方人大代表选举
上一级代表时，并不需要征求自己“选区”
选民的意见，完全按上级政府的意图投票。
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与选民无
关，那是中共组织部门的挑选和安排。

田培炎把因刑事犯罪被上级机关“罢免”，冒
充为“选民”行为。其实，“选民”对本选
区人大代表的日常政治活动一无所知，无法
问责、追责，更谈不上罢免。

对人大代表的严密监控

虽然代表是地方政府挑选出来的，但中共对
这些代表的言行从来就不放心，因此实行了
一套监控制度。

全国人代会开幕之前，先召开代表中的中共
党员会议，要求他们听话、服从，互相监督。

再开全体大会，宣布会议议程。有时安排指
定的人发言，但不允许代表们自由发言。代
表只有乖乖按分区坐好、听领导报告、举手
或按键投票的权力。所以全国人大一向被称
为“橡皮图章”，代表们被称为“花瓶”。全
国人大办公厅的一项任务，就是把“橡皮图
章”包装得“好看”一点，于是就出现了个
别代表的意外举动。

大会期间，最高领导人完全掌握与会代表的
态度和倾向，如果某些事项有很大争议，就
会推迟表决，直到保证能有多数支持才投票；
或者是下次换届时，把那些讲怪话、发牢骚、
讲真话的代表换掉，换成听话的乖乖牌。高
层为何能掌握代表们的个人态度和倾向？靠
的就是暗地里的秘密监控制度。

小组讨论简报秘密直报高层

全国人代会期间，小组会的任务是，在审议
的名义下“学习”大会上高层所做的各项报
告。这时允许小组与会者发言，同时派工作
人员做记录。

小组按地区划分，每个省市的代表团集中住
在某个宾馆；军方代表集中在一个组，不与
各地区代表混合编组。代表们彼此熟悉，便
于互相监督。

小组发言记录对与会者保密，代表不知道自
己什么话被故意漏掉了，什么话被添油加醋
了。发言记录当晚连夜汇总整理成会议简报，
第二天一早直送高层办公桌上，那里面主要
反映分组会场的动态，通常会包含一些敏感
内容，比如，谁讲了一句“出格”的话。高
层从中掌握到某人的态度。

监控和密报代表的言行

全国人大办公厅派到各省市代表团的工作人
员还承担了一项秘密任务：对与会者暗中监
控。

这些工作人员在会议期间与代表团同吃同住
同活动。在开会之前，已经记熟了自己所管
每个代表的年龄、性别、姓名、职务。每天
晚上要写密报，汇报谁在走廊里、饭桌上私
下交流时讲了什么牢骚话。

每天半夜，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派专车到各驻
团工作人员那里收取密报，经会议简报组通
宵整理，编入专门给高层看的会议简报。

各省市代表团的团长都是省长、省委书记，
这些“老鸟”非常清楚监控者的存在，因此
对那些工作人员表面上客气，暗地里防备，
敬而远之。

此外，国家安全部还会派特务以《光明日报》
记者的身份，监控这些派出的驻团工作人员。

人大的选举、开会只是政治仪式，其功能是
为专制政权营造一种表面上的合法性；同时
又让参与者在这些仪式的“表演”中，感受
到当局无孔不入的监控和压力。这样的代表，
既不代表选民，也不敢问政，更不敢发表不
同意见。这就是“中共式民主”的真实状况。

指鹿为马的“全过程民主”

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称从不投反对票，很多次的人大会议上，她都
是按下“赞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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