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政治第八周答疑：

1、请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否等同于国家权力体系？

答：制度和权力体系不能等同，国家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属于政治制度的一种。国家权力体系包括立法权体系、行政权体系、司法

权体系等，相对应的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机关等。权力机关体系和权力

体系也不能等同。

2、党的领导有没有组织上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是不是又相

互独立的？

答：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在全国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党的

领导包括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但是民主党派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共产

党对民主党派只有政治领导。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特有形式是什么？有进入新时代特有形式吗？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有形式可以理解为它的特点。包括新时代的主要

矛盾，新时代的主要任务，新时代的奋斗目标，新时代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每一

个时代都有它的特有形式，都有其矛盾的特殊性。

4、参政议政包括了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吗？

答：不能将三者等同起来，政治协商侧重于共产党主动和民主党派协商，民主监督

侧重于民主党派主动去监督，对政府部门来说是一种外部监督，也可以监督共产

党。参政议政主要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大政方针的制定、参与民主决策等。不能

简单的说参政议政包括了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可以说参政议政包括了民主监督和

政治协商的部分内容。

5、如何理解人民政协可以把多数原则同保护少数统一起来呢？

答：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可以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可以了解不同人包

括少数人的意见、要求、和利益。然后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票决。这样

就可以把多数原则和保护少数统一起来，更有利于体现和实现广泛的社会主义民

主。人大在投票表决之前首先听取政协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并且进行充分讨论，集

思广益，然后再投票，这样可以把少数人的意见也考虑进来。要让大家有说话的机

会，有反映自己诉求的权利和机会。有时候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时候少

数人的意见可以让多少人豁然开朗。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吗?

答：对。只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7、人大常委会可以行使哪些职权?

答：分哪级人大常委会。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行使立法权等 4权。但通过的内

容有限制。如不能立法：宪法，刑法等基本法律。这些只能是全国人大立法通过。

你就简单的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行使部分职权。但涉及到最重要、最核心

的，必须是全国人大。

8、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组织机构是什么？

答：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协商民主有很多形式，有政党协

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

9、哪些国家机关拥有立法权？

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的人大及其

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10、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基础和民主决策的原则是什么？

答：基础是公民享有对涉及公众利益决策知情权。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

11、全国人大领导国务院的各项具体工作，这一说法正确吗？

答：不准确。领导一词，一般对党，即中共领导。国务院由全国人大产生，

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12、如何区分人大代表行使的是监督权还是审议权？

答：看内容和行为场合。监督权，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去行使，对国家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的工作进行建议、批评等，场合在平时。审议权，是以人大代表的特殊身

份，在人大开会时，审议各种报告，比如审议一府两院的报告，就是审议权。

13、请问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如何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体现人民

意志、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的？

答：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

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为什么会多了这么多的协商方式呢？那是因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利益诉求，都更加多样、多元。那怎



么办呢？就需要有更加多的商量。更多的讨论。那通过以往的政党协商、基层协商

等方式，不一定够，也不一定及时，那就需要丰富协商形式、拓展协商渠道。所

以，就发展成了今天这种更多协商方式。而更多的利益群体，有了协商的途径和方

式、有了参与的机会，那就可以更加充分的表达自身诉求，也可能更加有利实现自

身的利益诉求，从而激发各自主体的积极性。

但所有的协商，应该都是要秉承实事求是、求同存异的方式与心态，如果只是顾及

自己利益，不顾大局。很可能就变成扯皮和低效！就是西方的某些民主：一条路，

要不要修，先讨论几年；如何修？再讨论几年，决定修了，发现由于物价上涨，原

来的预算不够了，最后决定不修了。这就是过分讨论、过分协商的弊端。

1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的权力和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权力有

什么不同？

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以有最高立法权、最高决定权、最

高任免权、最高监督权。地方人大也是权力机关，但只是地方级的权力机关。在人

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代表人大行使职权。

15、立法，任免，决定，监督，审议，表决，提案，质询权是全国人大，人大都有

吗？

答：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审议权，表决

权，提案权，质询权是人大代表的职权。

16、怎么分辨决定权和立法权？

答：如果是涉及到法律条文是否通过的，那就是立法权。对其他事务的表决就是决

定权。关键看是不是对法律文件的表决。

17、为什么民意不是决策的基础？

答：因为决策不能只依靠民意，还需要结合科学意见、国际形势，国情等因素。民

意是正确决策的最重要的信息资源，但不能说是决策的基础。

18、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区别是什么呢？

答：主体不同。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政协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各

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人士。人民政协的协商主体比政党协商的主体要宽泛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