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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穿上民主的花衣裳，所有的制度实践就如

有魔力般变得美丽动人。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个体和公众，既

是制度的消费者，也是制度的评价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

也决定了制度的命运 吸纳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和决定过程，是

民主走向生活的重要实践，值得肯定。但是有必要意识到，

民主的有效实践，需要一系列富有意义的保障机制。否则，

民主的形式并不一定意味着公正和理性化的结果。 在公共决

策和行政决定过程中引入民主形式的制度实践，近来成为颇

受社会关注的一个公共话题。不久前，在北京市酒仙桥社区

拆迁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引入社区居民民主表决制度决定

拆迁方案，引发很多争论。近日，重庆市政府决定，从本月

起在全市各区县推广城市“低保”听证制度。据报载，按照

这一制度，居民申请低保，先由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摸底

调查，然后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在社区居委会举行，由低保

申请者和听证团参加。听证团成员包括社区主任、本社区的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本社区申请参加的居民等。听证团成

员三分之二举手表决同意后，申请者方可获得低保。 重庆这

一低保听证制度的“亮点”，在于将“公众参与、民主决定

”的机制引入行政决定过程之中。在这一制度创新的尝试中

，听证会成了政府部门作出决定的一个重要环节。听证会参

与者“举手表决”的制度设计，似乎也暗示，民众对行政决

定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不再是“花瓶”或“做秀”。应当



承认，相比于以往仅仅由政府部门通过单方面调查摸底而作

出决定的行政决定流程，这一做法使行政决定的过程凸现了

民主精神和公共参与的色彩；就此而言，这一新的制度实践

，无疑是一次值得肯定的尝试。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想像

这一“听证团制度”在实践中展开的具体情形，就不免会提

出一系列的追问。 首先，假如低保听证制度的核心是引入民

主表决的决定机制，那么，由听证会参加者“多数表决”来

决定低保申请人的重大利益，这是否公正合理？政府决定某

个申请者是否应当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考虑的核心要素

乃是申请人的真实收入是否低于法定的最低生活标准。换句

话说，作出低保决定所要考虑的核心要素是一个事实问题。

民主表决的方式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就像人们不能通过多

数表决来改变3加2等于5这一事实一样。因此，在这里，最重

要的是充分收集、了解信息，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证明。三分

之二的多数举手表决，在公正和理性化程度上可能远不如以

事实为依据的论证和说理。由此进一步延伸，我们其实可以

发现，那种将民主形式简单适用于行政决定过程的做法，既

过于天真，也不免带有粗暴和武断的意味。 其次，假如低保

听证制度中听证会的作用并不是表决，而只是为政府部门作

出最终决定提供相关信息，那我们可以接着追问：政府部门

在作出最终决定时，是否会充分考虑听证会收集和提供的信

息？是否存在配套的回应和说明理由的机制？从重庆低保听

证制度的相关报道看，这一点尚不太明确。但可以明确的是

，假如缺乏必要的保障听证会过程公开公平、结果有效的程

序机制，听证会本身的调查和信息收集功能将会受到影响，

甚至流于形式。近年来物价听证会的命运及其所遭遇的公共



信任危机，当足以为戒。 再次，假如引入听证会制度的目的

是通过吸纳公众参与、收集更广泛、准确的信息，以便于政

府作出更加合理的决定，那么，这种促进行政决定的民主化

和理性化结合的制度设计，的确可以说是体现了当代公共行

政的一个核心价值。但我们仍然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在我们

所观察的低保听证会制度中，这种将民主化和理性化相结合

的机制是否存在？如果重庆的低保听证会制度，在操作流程

上能够为民主参与、理性讨论、合理决定提供一些具体的、

规范化的尝试，那将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创新。 提出这么一些

追问，并不是要给重庆正在尝试的低保听证会制度泼冷水。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对这一制度创新的关切，我们才会用期

待的眼神审视这一制度实践。这些年来，各种各样探寻民主

形式的实践作法层出不穷，但将民主形式与理性决定结合起

来的制度变革，仍是一个重大的体制创新难题。民主是个好

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穿上民主的花衣裳，所有的制度

实践就如有魔力般变得美丽动人。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个体和

公众，既是制度的消费者，也是制度的评价者，在某种意义

上，他们也决定了制度的命运。因此，制度的变革和创新，

不仅需要在形式和花样上下功夫，更需要真正站在普通个体

和公众的立场，关心他们的生活体验和感受。 (作者为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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