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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选举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选举制度是保障选举活

动正常进行的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总和。中国选举制度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制度都是极其重要的，作为

政治制度的选举制度尤为重要。选举制度包括选举的基本

原则、选举权利的确定、组织选举的程序和方法等，它是

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民主政治的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和价值观自信。对于中国人而言，建立制度自信，就需

要深刻理解中国各项制度的内涵与本质; 对于世界各国而

言，了解中国，就必须全面了解中国各项制度体系的特色，

这样才能真正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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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制度是一个复杂的制度体系，具体如下图

所示。

中国选举制度

中国主体选举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选举

党组织的选举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举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选举

中国台湾地区的选举





















选举制度是由法律、法规构成的，体现政治制度的法

律、法规是选举制度的基本内容。

中国选举制度的主体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国共产党章程》和选举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组成基本框

架，直接涉及选举事项的就有十二部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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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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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

在这众多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中，宪法和党章规定

了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选举法为选举制度的主干，其他

法律、法规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规范，由此构成了一个严密

的选举制度体系，这一体系遵循严格的法治原则。

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实行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

港和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选举制度与中国大陆截然

不同，但也应包括在中国选举制度之内。考虑到丛书设计，

将其在附录中予以说明。

由此可见，中国的选举制度不仅仅是一部选举法所能

覆盖的; 换言之，中国选举制度比选举法更加宽泛，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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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不仅包括国家机构的选举，而且包括中国共产党各

级组织的选举、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

行政区的选举以及台湾地区的选举。因此，全面认识中国

的选举制度，需要对选举法进行解读，同时需要对其他相

关的制度全面了解。当然，选举法是选举制度中最核心、

最集中、最有标志性的内容。因此，本书的论述就以选举

法为中心，对中国的选举制度进行全面的、概括的介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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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制度的功能与范畴

作为现代人类社会普遍运用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有

其特定的内涵、特定的功能和特定的范畴，这些内涵、功

能与范畴构成了选举制度的本质。

选举制度的含义

选举，字面含义为选择和推举。选举是指某一社会群

体中的全体或部分成员，根据自己的意志，按照既定的方

式和程序，选择若干成员担任公职的行为。这里的几个概

念有着特定的内涵:

1. “社会群体”包括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

单位和基层群众组织等。

2. 选举主体是“全体或部分成员”。

3. 选举应根据自己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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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举应设定选举方式和选举程序。

5. 选举的目的是选择公职人员。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选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选

举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意愿，按照一定的程序

和方法，选拔、推举代表或者主要负责人的活动。狭义选

举仅指选民或代表 ( 议员) 根据自己的意志，依照法定形

式，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机关的代表 ( 议员) 或国家机关

组成人员的活动。

选举制度是赋予选举行为合法性的一系列制度和规范。

也就是说，选举制度是法律规定的有关选举的各项制度的

总称，它包括选举的基本原则、选举权利的确定、组织选

举的程序和方法，以及选民和被选者之间的关系等。它是

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民主政治的基石。

选举制度因各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不同而不同。中国的

选举制度，是在宪法和党章的原则之下，以选举法为主干，

包括代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人

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选举法、 《选举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等一系列国家法

律和党内法规组成的政治制度。当然，选举法是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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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核心、最集中、最有标志性的内容。

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选举始见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

邦国家。现代意义上的选举则起源于英国，随着工业革命

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采用。现代国家大多数

实行民主共和制，选举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 ( 议员) 和其

他公职人员已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由于各国的历史、

文化传统不同，实行的政治制度不同，因此，各国的选举

制度也存在许多差异。

选举制度的本质

第一，选举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是整个国家政治制

度的基石，是当代民主国家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部分。政

治包含两层含义，“政”指的是领导，是方向和主体; “治”

指的是管理，是围绕着 “政”采取的手段和方法。马克思

认为，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

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

的总和。列宁认为，政治就是参与国事，指导国家，确定

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

家政权机构。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孙中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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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

治”。政治制度就是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的规范体系，是政

府、政党、集团或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活动以及治理国

家施行的措施，是和国家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领导制度、组

织制度、工作制度等具体制度。在特定社会中，政治制度

是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

的总和，它包括一个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

式和管理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在现代社会里，在正常的情况下，国家政权机关大都通过

由公民选举的方式产生和组成，公民的政治权利在选举制

度中得以充分表现。因此，选举制度已成为国家政治制度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选举制度

体现着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

第二，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民主政治是与世

袭制、君主制、寡头制和独裁制相对立，实行多数人统治

的一种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国家体制和政治制

度，民主政治最初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资产阶级在

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扩大了古代民主政治的基础，

确立了以普选制和议会制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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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制度是实现民主的唯一可行的方式，是民主政治的基

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是

最大多数人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的选举制

度以实现人民民主为前提和目标，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显著标志。

第三，选举制度是具有稳定性、规范性的法律制度。

选举制度作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制度，需要长期坚持，不能

朝令夕改。因此，选举制度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形成规范，以便于社会成员长期共同遵守。选举制度以法

律的形式固定后，即是一国的宪法或宪法性法律的重要内

容，所以更应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

才能规范选举活动，保证国家政权机关得以依法顺利产生

和正常运转。

选举制度的功能

选举是当代民主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设置。

选举制度的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选举制度是代议制民主的基石

当代民主以代议制民主为标志，而代议机关的产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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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过完善的选举制度才能真正反映民众的意愿。民主有

两种主要形式———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直接民主是人们

亲自参加对公共事务的处理，这是一种简单的原始的民主。

这种民主只在古希腊、古罗马有过，但很快就被其他方式

取代了。因为直接民主的实现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第

一，社会群体的人数不多，全部成员有可能聚集在一起就

面临的共同事务作出决定; 第二，所需处理的共同事务较

为单一。这种民主显然不适合当今规模庞大的人群和纷繁

复杂的社会生活。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社会分工越来越

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决定公共事务时由全体成员直接

参与决策。而以代议机关为标志的间接民主恰恰弥补了直

接民主的不足，使公共事务可以由社会成员选举出来的代

议机关进行决定。这种方式可以广泛运用于任何规模的群

体和相对复杂的社会条件。代议机关是公民通过选举产生

的代表组成的，正是间接民主的实现方式。而要使代议机

关的行为符合民意，则必须有完善的选举制度。只有选举

出符合民众意愿的代议机关，民主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只

有在选举程序、方式、方法上的不断完善，才能使民众的

意愿通过其投票行为得到真正的反映，从而体现民主的真

实性。因此，选举制度就是代议制民主的基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