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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选举是公民进行权力委托的行为，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在我国，制

度意义上的选举专门指公民和代表依照法定程序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活动。选举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基本方式，

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是全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基础，

在我国当前阶段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如何完善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成为我

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之一，也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课

题。本文拟对如何创新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制度进行系统的阐述。  

全文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选举概念，选举、选举制度和民主政治的相关理论及其相互

关系。 

第二部分：评述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历程，重点指出近年改

革取得的成就。 

第三部分：分析了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仍然存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指出

应该正确地、理性地看待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才能扬长避短，锐意改革。 

第四部分：对进一步完善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思路进行了探讨。指出只

有敢于触及不民主现象，加强立法工作，才能调动广大选民的积极性，选出真正

的县乡人大代表，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关键词：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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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ion is the behavior of civics to consign the rights and the origin of the 

validity of public rights.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election means the activity of the 

civics and delegates to elect the deputies of all-level People’s Congress according to 

the legal procedure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election 

institution is not only the most basic way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civics, but also 

the base of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For election institution of the county and country 

deputy to the People’s Congress is the base of the direct e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rrent days. Thus, how to perfect 

the county’s and country’s election institution has become the hot topic and nodus in 

our country’s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task in the socialism 

democracy construction. The thesis is going to discuss how to innovate the election 

institution of county and country deputy to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ically. 

The thesis consists of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expatiates the concept of election, and the relative theories on 

election, election institution and democracy along with their relations are discussed.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unty and 

country election institution. The part also points ou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reform in 

recent years.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unty’s and country’s 

election institution and indicates that only treating the problems rationally could we 

adopt the good points and avoid the shortcomings to reform. 

The fourth part probes into how to perfect the county’s and country’s election 

institution, from which we points out that t only we have the courage to deal with the 

non-democracy phenomena and reinforce the legislation could we motivate the civics 

to elect the right county’s and country’s deputy and advance the socialism democracy 

construction pressingly.  
 

 

Key Words: County and Country；Deputy to the People’s Congress；Election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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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

按照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同步进行的原则，在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安排本区域内的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

这是宪法修正案将乡级人大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后的第一次同步换届选举，是在

“十一五”时期的开局之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起步之年进行的，因而此次

人大代表选举意义重大。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都设有人民代表大会，

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设区的市、自治州

人民代表大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乡、民族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共有 5 级。我国人口众多，经济相对落后，信息不发达，地区

间发展也不平衡，因此，人大代表的选举采用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县级以上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产生；县、乡两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则由选民直接选出。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比，直接选举更便于选民直

接挑选自己最了解、最信任的人参加到国家权力机关中去，代表他们的意志行使

管理国家的权力；也便于选民直接对人大代表进行监督，使代表能够随时听取他

们的意见，及时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自 1953 年开始，我国在乡、镇和不设

区的市、市辖区实行人大代表直接选举。1979 年，将人大代表直接选举扩大到

县。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是全国推行直接选举的基础，“我国县乡人大代表直

接选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未

来的发展方向和进程”①。因此，如何在县乡人大选举制度改革的启动阶段就建

立一个规范的选举制度，对这次换届选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如何完善县

乡人大代表选举制度进行系统的阐述。 

尽管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已是学术界广泛讨论和研究的话题，但是，我们

不得不承认，这项改革还任重道远。笔者希望通过对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研

究，来促进改革的发展。 

                                                        
①王晓民：《中国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研究》，中国时政经济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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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举、选举制度和民主政治 

（一）选举和选举制度 

“选举”是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辞源这样解释：选举，即择善者而举之。

用现代政治学的观点分析，选举的实质是人民主权的寄存过程。作为公共行为，

选举属于政治活动范畴。 

选举和选举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政治活动，选举

古已有之。但是，在不同的政治形态和政治制度中，选举的地位、功能及方式有

很大区别。本文所论述之选举，是指我国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

通过投票和其他方式，选择能够代表他们来行使国家公共权力并治理国家的人的

一种程序和制度，这种方式是公民实现其政治权利的重要体现。在这个意义上，

选举与国家公共权力紧密联系起来，它不仅意味着对公职的选择，还意味着权力

的授予和委托，因此，选举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 

本文专门研究我国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问题，这里的“选

举”是指我国县、乡两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过程的选举行为和程序。选举的目的

是要组成县、乡两级国家权力机关；选举的对象是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的

方式主要是直接的投票选举；享有选举权的选民指的是在县、乡行政辖区内的享

有政治权利的公民。该意义上的选举，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是我国

政治制度的重要基石。 

（二）选举制度和民主政治 

把政治领域中的选举活动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就构成国家的选举制度。

所以，选举制度是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和选举任免其组成人员及有关公职人员

的各种具体制度的总称。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认为，选举制度

是选举国家各级代表机关的代表（议员）和其他公职人员的原则和制度的总称①。

选举制度是实现民主必不可少的方式，是当代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完善的

选举制度，有助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有助于提高人民的政治素质，有助于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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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选举制度是与民主政治紧密相关。尽管在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中，也曾存在

过氏族成员在氏族民主集会上，通过平等表决的方式选举氏族首领的现象，但这

只是原始社会的不具有民主自觉性的“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①。人类进入政

治时代之后，在古希腊雅典出现了最早的古典民主政治形式，其重要实现形式就

是选举，譬如：雅典公民选举 500 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执行机关，后来又发展

到选举 50 人团组成常设机关，由 50 名成员轮流执政。因此，选举制度构成了雅

典民主制的基础。尽管这种选举制还很不完善，但其创造的通过选举来表达和体

现民意的方式，为后来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现代意义上的选举制度是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步形成

并完善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经济思想家们提出了“天赋人权”、“社会

契约”、“主权在民”等民主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选举制度和民主政治的相互关

系。他们认为，人生而平等，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人们通过社会契约组成国家，

但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有权治理国家。而由于民族国家的诞生、国家疆域的

空前扩大、人口的急剧增长，那种人民直接掌握国家权力治理国家的制度已无法

实行，因而，拥有主权的人民通过选举，将自己拥有的政治权力委托给少数人来

掌握和行使，成为民族国家时代实现民主的必然途径，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所

倡导的代议制理论。19 世纪英国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对代议制理论有

过经典阐述：代议制政府是理想的最好的政府形式，“代议制政府就是全体人民

或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力在每一种

政体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他们必须完全握有这个最后的权利。无论何时，只

要他们高兴，他们就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动的主人。”②因此，代议制的理论和实践，

既保留了民主制的一般原则，又提供了在民族国家条件下实现民主的现实途径。

而选举制则是把代议制和民主原则联系起来的桥梁。作为一种选择程序，选举成

为代议民主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正是通过选举，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和意愿

的人，并通过选举把治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权力委托给他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在现

代社会，代议制民主制只能通过选举的方式来体现人民民主。因此，选举制也就

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大支柱。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81 页 
②[英]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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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举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完

善与其选举制度的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专制王

权斗争的过程中，选举权就是斗争的焦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标志之一就是代

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集团获得了选举权，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展完善的

重要标志，是实现普遍、平等的选举权。 

我国选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与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历史紧密联系

的。鸦片战争以后，一些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把西

方的人民主权理论和代议制学说引进到中国，他们希望通过民选产生的代议机

构，来改良封建专制政治。“清政府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于 1908 年颁布了《咨议

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钦定宪法大纲》、《资政院院章》等法律文件，

这些文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法律性的专门选举文件和具有

近代意义的选举方式”①。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国，“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

法》，还相继颁布了《国会组织法》、《参议院选举法》、《众议院选举法》等法律，

尽管这些法律在实践中并没能发挥相应的作用”②，但“民主”、“共和”和“平

等选举”的理念已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发芽成长。国民党曾分别于 1936 年和 1947

年颁布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规定了普遍、

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原则，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这些选举原则和办法

只不过是国民党统治者欺骗人民的工具。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人民当家作主

的政治制度逐步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

放区民主选举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于 1953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真正体

现人民民主精神的选举法，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基本确立。1953

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逐步完善，我国

的选举制度也有了新的发展。因此，选举制度的发展与民主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

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没有中国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也就不可能有我国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①张谦元：《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监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6 页 
②张谦元：《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监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6 页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我国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

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经济基础。但是，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不

会自动实现，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有效形式，只有建

立起与人民代表大会相适应的选举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真实的选举权，才

能真正实现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因而，选举制度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三）县乡人大代表选举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选举的两种基本形式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直接选举由选民以直接投票的

方式产生公职人员和代议机构代表，这使得选民和被选举人的联系更加紧密，因

而能更准确真实地反映选民的意志和意愿。但在选民人数众多、国家疆域辽阔的

情况下，直接选举的组织工作和技术工作难度很大，组织选举的成本也很高，间

接选举便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途径。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人民是国家

的主人，公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现阶段，我国采取直接选举和间接选

举相结合的选举方式，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因为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还较低，在

全国范围内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还未成熟，如果不顾国情地盲目扩大直接选举的

范围，必然会引起混乱，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危害。 

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乡级政权是我

国基层政权组织，县级政权组织在政权体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县、乡

两级政权组织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在县、乡两级进行人大代表的

直接选举，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县、乡两级政权的组织权交给人民群众，由依

法享有选举权的公民选举产生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再由县、乡两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和决定县、乡两级其他国家机关，这体现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由在县、乡两级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发展到更大范围甚至全国性的人大代表的直

接选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的发展趋势。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接

选举，能够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新中国成立前，我国长期处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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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之下，这导致人民群众的权利和民主意识淡薄；由于缺乏政治参与的机会，

人民群众的参政能力较低，而现代民主政治需要公民具有较高的参政能力。因此，

通过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人民群众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民主政治的运行过

程，学习参政的知识和技能，提高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人

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提供条件。此外，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有利于党和政府

积累实行民主的经验，提高直接选举的组织技能。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

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享有高度民主的重任，这个重任也需要各级人民政府的鼎立

合作支持。因而，我国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够从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中学

习各种经验，逐步指导人民走向更高级的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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