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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国两会报道规范用语

福建省千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1 日

一、2023 年全国两会报道规范用语

1.“×届全国人大×次会议”“全国政协×届×次会议”这两个会议名称中

“×届”“×次”的位置不同，不要写错。“两会”一词因使用较广，可不加引

号。但如“十五”“十一五”等均应加引号。

2.不要随意使用简称和略称。“政府工作报告”不要简写成“政府报告”。

3.“提案”与“议案”“建议”。全国人大代表提的是“议案”，全国政协

委员提的是“提案”，不要用错。

“议案”是指由法定机关和人大代表依照法定程序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或者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的议事原案。“建议、批评和意见”

是人大代表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意见或建议。“议案”

必须是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代表按法定的联名人数，依照法定的程序提出。

而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代表个人可以提出，代表联名也可以提出。“议

案”内容必须是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而“建议、

批评和意见”则是对各方面的工作都可以提出。

4.“审议”与“讨论”。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而全国政协

委员“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委员同时进行这一活动，可并称为“代表、

委员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有的代表、委员在审议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使用“学习”“领会”等词汇，

这与代表、委员的职责不符，新闻报道中应避免使用。正确的用法是“审议”或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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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府和法院、检察院是由人大产生的，对人大负责，向人大及常委会报告

工作。不要说“人大要积极帮助呼吁解决人民群众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从而产

生人大请求或者劝说政府、法院、检察院解决问题的误解；正确的表述是“人大

要依法解决或督促有关机关解决人民群众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6.“审议”与“一起审议”。是全国人大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参加所在代表

团的会议时，使用“审议”；是全国人大代表又是国家行政机关成员的中央领导

同志参加代表团会议时，在使用“一起审议”的同时还应有“听取代表意见”的

内容。

7.“参政议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职

能之一，报道中涉及政协委员时，可使用“参政议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报道中涉及人大代表时，不能

使用“参政议政”，可使用“履行职责”或“行使权力”；“代表、委员”并提

时，最好把“履行职责”与“参政议政”写全。

8.在同一届次会议上，政协委员的“界别”不要写为“届别”。“届”是从

时间上说的，指的是九届、十届、上一届、本届等；“界”则是针对委员的工作

领域分类而言，如“经济界委员”等。

9.“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表述。人大常委会没有“常委”这个职务而只有“委

员”，“×××是人大常委”或“人大常委×××”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正确的

表述应写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10.“组成人员”与“委员”。人大常委会会议由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

其组成人员不仅包括委员，还有委员长、副委员长（地方的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为

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因此，在报道中不能说“出席人大常委会×次会议的

委员们……”，正确的表述应为“出席人大常委会×次会议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

11.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停止问题，要使用“终止”或“撤

销”的标准表述。在人大，按规定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罢免某

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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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某人的代表资格终止。在政协，则由政协常委会会议表决决定撤销某人的全

国政协委员资格。

12.人大对一府两院有监督权，但这种监督权力应该由集体行使。代表从事

个案监督的行为，于法无据。而代表拥有的权力属于公权范围，如果法律没有规

定，就应该“不做”。

监督法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集体行使监督职权。”

按照代表法规定，人大代表的监督权也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行使，如：

第二十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或者下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协助下，可以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组成代表小组。县

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小组活

动。”第二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

察。

代表按前款规定进行视察，可以提出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

人。被约见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或者由他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听取代表的建

议、批评和意见。

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安排本级或者上级的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代

表视察时，可以向被视察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第

二十七条还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必须研究处

理并负责答复。”

13.“法律委员会”与“法工委”。法律委员会是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之

一，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法制工作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下设机构、办事

机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简称“法工委”。法律委员会的负责人称“主任

委员”；法工委的负责人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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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检察长”与“审计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不要写成“最高

人民检察院院长”。国务院机构中的审计署的首长职务为审计长，不能写为“审

计署署长”。各地各级检察院的首长称检察长。各地的审计部门，省级多称“审

计厅”，其首长称“厅长”；有的地方称“审计局”，其首长则为“局长”。

15.法律名称加标点符号的问题。

（1）使用法律的全称应加书名号，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

定”；但使用法律的简称时，则不用加书名号，也不用加引号。如“按照刑法的

规定”，不要写成“按照《刑法》的规定”或“按照‘刑法’的规定”。

（2）法律草案的表述，全称应加书名号，同时“草案”用括号括起来置于

书名号内；使用简称则不加标点符号。如，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

案）》”，简称则为“物权法草案”。

（3）人大代表建议案中建议制定“某某法”时，应用引号注明建议制度的

法律名称；不用引号也可。但不能用书名号，书名号只能用于已颁布实施的法律

全称。如，代表在议案中建议制定“民工权益保护法”，也可表述为：代表在议

案中建议制定民工权益保护法，但不要写成：“代表在议案中建议制定《民工权

益保护法》”。

16.国家机关名称中的“和”及“与”字。国务院机构中有 3 个机构所主管

的工作包括多方面内容，在名称中用“和”字进行连接，不用“与”字。如“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简称中则不用加“和”字，如“发展改革委或发改委”“劳动保障部”“人口计

生委”。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名称中，则用“与”字连接，如“环境与资源

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等。

17.监管机构的名称。国务院机构中有一些单位名称中明示有监管职能，但

表述不尽相同。其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使用的是“监督管理”。而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用的是“监管”。在使用这些单位的全称时应注意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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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权力”与“权利”。权力指的是政治上或职责范围内一定的强制力量

或支配力量，人大代表所担负的职责是依法赋予的，因此，一般使用“行使人民

代表的权力”，而不要写成“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利”。同理，国家机关行使权力，

不要写成“行使权利”。“权力”可构成“权力机关”“权力部门”等词组，而

“权利”则不能。“权利”一般用于个别，如“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

19.新闻稿中对人物一般使用“职务＋姓名”的表述方式，而不使用“姓名

＋职务”的表述。两会报道中，应尽量使用“代表”“委员”身份，即“××代

表”“××委员”。

20.“共商国是”不要写作“共商国事”。“国是”指国家大计，多用于书

面语。

21.关于称谓。“普通代表”“普通委员”的称谓有违代表、委员平等的精

神，“父母官”的称谓缺乏法治精神，均不要使用。

22.报道中不要炒作“议案（提案）大王”“一号议案（提案）”等，要重

点报道议案（提案）的质量。

23.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分布在各地，其中有的居住在北京。两会

报道中，如统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会聚到北京开会，不要称“进京”。

“代表委员进京前”不如说“代表委员到会前”。

二、2023 年全国两会报道易错点

谈改革，应为蹄疾步稳，非踢疾步稳。谈治理，应为环保督察，非环保督查。

谈经济，应为换挡提速，非换档提速。谈生态，应为山清水秀，非山青水秀。谈

扶贫，应为易地扶贫搬迁，非异地扶贫搬迁。谈国家大计，应为共商国是，而非

共商国事。谈未来，应为擘（bò）画蓝图，而非擎画蓝图。谈干劲，应为铆足

干劲，而非卯足干劲。建言资政偏宏观；建言咨政偏微观；

人大代表多提“议案”，政协委员多提“提案”；

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政协委员“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无论是代表还是委员，都应分清是他还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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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不可简称政府报告

机构名称中，和是和，与是与；

文件名称中，关于不等于有关；

会议名称中，全国不等于中央。

“两会”可不加引号，“十四五”规划引号不可省；

法律的全称应加书名号，简称时不加书名号也不加引号；

使用书名号，文件名、法律名都用全称；

“四个全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引号不可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非“四个全面”战略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