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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如何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是今后我

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选举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领域。当前, 我国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通过改革和完善党内

选举、人大选举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制度, 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 ]  改革完善; 选举制度;扩大有序; 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 ] D621. 4  1文献标识码2A  1文章编号21005- 3492( 2008) 05- 0064- 03

作者简介: 章舜钦,男, 福建莆田人,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

  党的十七报告指出,要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从各

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

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0, 保

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选举是公民政治参

与的重要领域, 党内选举、人大选举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

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空间, 改革完善选举制度, 对扩

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都

具有重要意义。

一、选举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领域

(一 )公民政治参与的概念

关于公民政治参与, 国内外学者的定义不尽相同。有学者

认为, 公民政治参与是指 /普通公民通过一定方式去直接或间接

影响政府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 0。

这个定义虽然包括了政治参与的若干要素 ,但没有明确界定政

治参与必须是合法的。有学者则认为,公民政治参与是指 /公民

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 对国家的政治构成、政治运作、政治决

策、政治结果的关心、利益表达和施加影响的行为及过程 0。此

定义则明确界定政治参与必须是合法的, 而且强调政治参与的

过程性。美国学者也认为,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 /或多或少以影响

政府人员的选择及 (或 )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

法活动 0。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公民政治参与具有以下基本特

征: 第一, 政治参与主体是普通公民, 不包含专门从事政治活动

的职业政治者。没有政治参与主体就不会发生政治活动, 公民

是各种政治参与的主体之一,政治参与主体除公民之外, 也可以

是政党、人民团体、民间组织等。第二, 政治参与形式日益多样

化。任何政治活动都是通过一定方式完成的, 综观各国法律规

定, 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有选举、结社、请愿、集会、游行、示

威等。第三, 政治参与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种法律行为。现

代社会的政治活动必须在法治范围内进行 ,也就是说公民政治

参与活动, 在内容上、方式上和程序上都应当符合法律规定, 非

法的政治参与不受法律保护。第四, 政治参与的目的是影响国

家政治构成、政治运作、政治决策和政治结果。如公民参与选

举, 投票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候选人以及公民在某种议案的公决

投票中 ,投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等。

(二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我国历来重视政治文明建设,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 /扩大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0, 十七大又强调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

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这是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规律认识的一

次飞跃。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同以往政治参与的不同之处

在于 /扩大 0和 /有序 0。 /扩大 0, 就是 /在完善现有的公民政治

参与方式的基础上,要不断探索出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和政治参

与方式 ,它既有 -量 .上的要求, 也有 -质 .上的要求 0。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我国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阶

层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都有

自己的利益需要,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必要的政治参与是表达

利益诉求,维护合法利益的基本举措,因此公民政治参与在内容

上和形式上必须要有拓展与提升。而 /所谓 -有序 . ,最主要的是

建立和遵守法治秩序,亦即使民主法制化 0, 就是公民政治参与

必须在法治范围内进行, 政治诉求的表达要通过正常的渠道和

途径展开。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合法的政治参与, 是在充分尊重

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 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公民依法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自觉维护政治参与的有序性 ,是法

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公民通过政治参与, 实现政治参与目的

的重要保障。同时 /有序 0也是 /扩大 0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条

件和基本保障,扩大公民政治参与, 必须在 /有序 0状态下进行,

/无序 0扩大公民政治参与, 不仅不能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目的,

而且必将破坏社会的政治安定, 公民正常的政治参与也就无法

进行。

(三 )选举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领域

虽然公民政治参与的方法和途径很多, 但选举在各种可供

选择的方法和途径中是最有效、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

主的重要标志,现代民主不论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都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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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选举, 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和核心 ,没有选举就没

有民主。 /列宁谈到民主制时, 非常强调选举制, 列宁强调选举

制对于民主制的意义, 是因为选举制是实行代表式民主制的必

要条件, 代表式民主制的代表机关必须由选举产生。这就是选

举制和代表式民主制总是形影不离的原因 0。我国宪法将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放在公民政治权利的首位, 也说明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是公民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权利, 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当家作主的主要标志。选举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公民广

泛参与选举不仅有助于保证民主的实现, 而且也是公民影响国

家的政治构成、政治运作、政治决策、政治结果, 表达人民意愿、

化解社会矛盾, 调整和维护利益关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公民

通过选举, 选出那些与自己政见相同的代表, 从而直接或间接影

响国家的政治构成、政治运作、政治决策、政治结果。正如马克

思指出的: /选举构成了真正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利益。由

于有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市民社会才第一次真正上

升到脱离自我表现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的普遍的、本质的存

在的政治存在 0。公民通过参加选举活动, 还有利于提高公民的

民主意识、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 提升公民的文明素质, 恩

格期曾指出: /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0可见 ,没

有选举,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不完整的, 参加选举是公民政治参与

的重要体现。

二、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 扩大党员有序参与党内事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 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有序地推进, 这是由党的性质和现代民

主政治的本质决定的 ,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也是我国

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 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和组织公民有序参

与政治活动。现代民主政治本质上就是政党政治, 共产党执政,

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最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依法管

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党的领导是保持公民政治参与有序合法的重要保

障,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水平, 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才能顺利向前推进。邓小平曾指出:

/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 , ,没有党的领导, 就没有现

代中国的一切。0可见,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 才能保持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合法,坚持党的领导和扩大公

民有序政治参与, 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党内选举是党内民主的一项根本制度, 也是衡量党内民主

的重要标志。近年来, 党在改革完善选举制度方面取得了明显

成效, 已形成党内选举的基本制度。为了促进党内民主, 扩大党

员有序参与党内事务。

第一, 要扩大党内直接选举的范围和层次, /推广基层党组

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

合的办法, 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 探索扩

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 0,这是今后扩大党内直接选举的

基本路径和指导原则。目前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除了党总

支和支部实行直接选举外,其他基本上实行间接选举, 直接选举

的范围过小,不利于扩大党内民主。应当根据党的实际情况,逐

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和层次,可以先在党员人数适中、经济条

件和工作基础比较好的乡镇以及企事业单位, 推行党组织领导

班子直接选举。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向上级党组织

推广。

第二,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候选人的提出、确

定和选举方式,是充分体现民主选举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七大报

告要求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 明确了改革完善基层

党内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

员, 应当采取组织推荐、党员推荐、群众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

的办法产生候选人。近年来,有些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采取 /两

推一选 0、/公推直选 0制度值得推广。所谓 /两推 0是指群众推

荐, 党员推荐确定候选人, /一选 0是指组织考核确定正式候选

人; /公推直选 0就是在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中进行了群众、党员

共同推荐候选人,并通过直接选举的办法, 产生基层党组织领导

班子成员。 /这种选举办法, 较好地落实了普通党员的知情权、

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激发了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 增强了

基层干部为群众干事、对人民负责的主动性积极性 0, 有利于扩

大党员参与党内事务,推动党内民主建设进程。

第三,扩大党内差额选举的范围和层次。选举, 意味着选举

人要有选择权。差额选举是选举人表达选择权的重要形式,没

有差额 ,就不能表现党员的选举意志。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党内

就规定 , /选举应实行候选人多于应选人的差额选举办法 0。目

前, 党内差额选举的范围还比较窄, 差额比例偏小, 而且允许特

定条件下可以实行等额选举,在执行中往往变成都是等额选举。

建议将差额选举的范围扩大到各级党代会代表、基层党组织领

导班子成员,为选举人充分表达意志提供选择空间。差额选举

的应选人数和候选人数的比例,应当要有明确规定, 候选人一般

应多于应选名额的 15% ) 30%以上, 并明确限制等额选举。

第四,建立竞选制度。 /发展中共党内民主, 就要改革和完

善党内选举制度, 建立党内竞争性选举制度。无论从民主的内

容来说 ,还是从保障中共党员的权利来看, 竞争性选举都是中共

党内民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竞争性选举是民主的标志,发

展党内民主首先要建立体现中共党员选举意志的竞争性选举制

度。0可以先在基层党的选举中建立竞争性选举制度, 改革和完

善候选人的介绍方式, 增进党员或党员代表对候选人的了解。

竞选方式应当实行党组织介绍和候选人自我介绍相结合的方

式。介绍内容应当包括候选人的德、能、勤、绩、廉等各方面, 竞

选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之内完成。竞选不但可以使党

员全面了解候选人,以选出最优秀的人担任领导职务, 而且有利

于扩大党员的政治参与,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三、改革完善人大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制度, 扩大公民

有序政治参与

人大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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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以来, 我国已基本形成人大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的

法律制度。为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应当着重改革完善以

下选举法律制度。

(一 )改革完善人大选举制度, 促进人民民主

选举制度是人大制度的基础, 改革完善人大选举制度是充

分发挥人大制度优越性,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促进人民民主

的重要举措。现阶段要改革完善人大选举制度,必须做到:

第一, 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为了

/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 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 建

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0,十七的建议完

全符合选举的平等原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平等, 一是指一

个选民在一次选举活动中只有一次投票权 ;二是指相同数量的

选民在一次选举中, 应当选出大致相同数量的代表。我国城乡

按不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是历史的产物, 主要原因是由我

国城乡人口分布严重不均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随着我国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城乡人口比例在不断变化。目前, 城市居

民中全国人口的比例已超过 40% ,因此, 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

例选举人大代表, 不仅有利于扩大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 体现选

举平等原则, 而且完全符合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 扩大直接选举。人大选举包括人大代表选举和国家

机关成员选举。我国人大代表选举, 县级和县级以下实行直接

选举, 县级以上实行间接选举。直接选举是选举的最高形式,早

已成为世界各国选举的普遍原则。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公民民

主意识和法制观念得到很大提高, 县级和县级以下人大代表选

举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积累了丰富的直选经验, /我国公

民已经完全具备了在县乡两级实行行政首长直接选举的条件,

将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扩大到较大市和省级也是完全可以行

的 0。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促进人民民主, 扩大公民有序政

治参与, 人大代表应逐步由县级和县级以下直接选举, 过渡到省

级人大代表也由直接选举产生。同时, /采用划小选区的办法,

就可以做到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不会比现在选举县级人大代

表的难度大多少 0。地方行政首长也应当自下而上逐步试点推

广直接选举。

第三, 完善差额选举和候选人提名方式。中国共产党已有

7000多万党员,近年来党员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具备国家行政首

长差额选举的条件。差额选举不仅体现人大代表真正行使国家

权力, 而且行政领导 /正职的等额选举不符合民主选举的性质,

不符合建立真正责任制政府的要求, 不符合政治体制改革和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 0。目前可以先从乡镇试点并逐步推广

到县级、省级。提名和确定候选人是选举工作的重要环节, 是依

照法律程序, 将众多分散的选民意愿逐渐集中的过程。我国选

举法对提名人、提名方法、确定候选人的方式程序都作了规定,

但较为原则, 操作中仍然存在问题。建议修改现行选举法, 明确

候选人的提名条件、程序和方式, 允许选民自我推荐参与选举,

适当提高候选人资格 ,规范预选的程序和方式, 加强法律监督。

第四, 建立竞选制度。竞选是一种公开、公平、平等的竞争

机制, 它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专有的选举制度。实行竞选, 可以激

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 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早在革命战争

年代, 5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 6就专章规定竞选制度,

实行过竞选。从我国现行选举制度来看, 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

缺乏竞选制度,选民对被选举人的了解很少, 从而影响了选举权

的行使和选举的效果。实行以竞争为中心的公开、公正的选举,

竞选将有效地保障选民的参与权和表达权, 确保选举成效。建

议选举法完善有关竞选内容,增加选民对候选人了解, 使选举真

正能够反映和体现选民意志。

(二 )制定完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制度

十七大报告首次将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0纳入中国特色政治

制度范畴,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基层民主的高度重视 ,顺应

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客观要求, 对实现基层群众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要

意义。 5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6和 5城市居委会组织法 6实施以来,

基层群众自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各种选举也取得很大成效,公

民政治参与热情得到很大提高,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提升。

当然当前也存在一些问题急待解决。

第一,制定 5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法 6。公民有序政治参

与本质上是一种合法的政治行为, 必须在法治范围内进行 ,离开

了法律制度, 公民政治参与就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政治参与权

也就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制度化程度越高,

政治文明的水平就越高, 社会就更加和谐。为了使政治参与更

好地发挥正面效应,促进政治文明的稳定发展, 也必须将公民政

治参与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公民政治参与法治化、制度化。公

民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包括公民的政治参与内容、政治参与方式

和政治参与程序。坚持公民政治参与法治化、制度化, 必须完善

公民政治参与的相关法律制度, /如果制度准备不足, 扩大政治

参与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 0。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政治参与的法

制建设 ,把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纳入法律制度轨道, 用法律来调

整、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

虽然 5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6和 5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6都有选

举的相关规定,但规定较为简单。如 5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6中有

关村委会选举仅作了原则规定, 而把具体办法交由省级人大常

委会制定。况且, 在组织法中规定选举制度, 学术上也存在争

议。虽然许多地方人大和政府也制定了选举办法或选举规程,

如 5北京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65福建省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

规程 6,但毕竟是地方性法规, 而且规定也不尽相同。选举法、地

方性选举办法或选举规程已实施多年, 公民已积累丰富的选举

经验, 制定 5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法 6条件基本成熟, 建议全国

人大尽快列入立法议程,改变城乡二元体制, 保障选举的公平和

公正,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促进人民民主。

第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制度的相关内容。选举法涉

及的内容相当多,许多学者作过论述,本文仅就与扩大公民有序

政治参与的有关内容作简明论述。首先,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

当实行直接选举。直接选举是基层群众自治的标 (下转第 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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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本真的存在处境, 那么自然中的事物对人来说就具有了非

同寻常的意义: 自然事物不是被动的客体, 并不与人形成对抗关

系, 相反它们是与人和平共处、平等交流、相互显发意义的伙伴,

它们和人共同缔造了充满意义的生活世界。在这个生活世界

中, 人借助自然事物表达着自己的情感意绪和生存体验, 人生的

境界也因此而逐渐完满起来, 自然之美也随之显现出来。由此

看来,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自然的风花雪月和春华秋实都源源

不断地来到古人的世界。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显发出自身的价

值, 从而求得人生价值的丰盈和人生境界的圆满 ,正是自然审美

的根基所在。

综上所述, 自然审美是中国传统审美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

自然审美的现象和观念要溯源到古人的自然观和自然哲学方能

得到究极的解释, 现代美学中的自然美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现代

审美经验的总结, 它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

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揭示了自然的存在方式是 /自然而然 0,这

种存在方式是自然和人共同遵循的本原的存在方式, 在此存在

方式的基础上, 人和自然共同缔造了饱含意义的生活世界, 在这

样的生活世界中,自然事物与人的平等交流和往来互答早已成

了 /存在的事情 0, 而这 /存在的事情 0则是中国传统自然审美的

原发地。总之, 中国传统自然审美只有溯源到古人的自然哲学

中才能得到根本的说明, 古人的自然哲学揭示了传统自然审美

在哲学存在论方面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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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orld of hum an and nature is found edw h ich is d isp lay ing beauty of nature as it is com p leted.

Keyw ords: Ch inese trad it ional aesthet ics of nature; ph ilosoph ical basis; v iew of nature

(上接第 66页 )志, 是民主选举的体现, 代表社会主义民主的发

展方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

都应当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其次, 建立差额选举制度。候选人

可以由基层党组织推荐, 也可以由选民联名推荐和选民自荐产

生, 当提名的候选人多于正式候选人人数时, 由居民选举委员会

召集选民, 通过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预选确定正式候选人,正

式候选人应当比应选名额多出 15% ) 30%。最后, 建立竞选制

度。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要坚持竞争选举原则, 在选举委员

会统一组织下, 候选人可以开展组织介绍、自我介绍等竞争选举

活动, 使选民充分了解候选人, 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把城乡社

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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