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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举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 、流传最广的民主形式 ,当今我国展开的乡镇

直选则是直接选举民主的有益探索 ,也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选举民主实践的重要

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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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 、流传最广的民主形式 ,在人类文明对野蛮 、民主对专制的斗争史

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随着人类事务的日益复杂化 ,选举民主的缺陷与弊端也不断显现 ,那些极力鼓吹

选举民主的国家也逐渐被迫进行民主制度改革。因此 ,在承认选举民主的一些功能与优点的同时 ,我们

应该清楚看到 ,选举民主仅仅是人类民主实现形式的一种 ,并不代表当今世界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

向 ,更不是民主建设的全部。中国有必要结合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实际需要 ,在理论与制度设计上对选

举民主进行创新 。

一 、选举民主的种类

就选举的方式的不同 ,选举民主又可以分为直接选举民主与间接选举民主 ,前者指公民通过投票或

抽签等方式直接选举或被选举 ,后者往往是公民投票选举产生代表 ,再由代表选举国家公职人员。前者

主要存在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较小的团体和区域内 ,很少在现代民族国家层面适用;而间接选举摆脱了

前者受人数和民众素质的限制 ,是如今全球最常见的做法。

古希腊式直接民主应该分为直接选举与直接决策两部分 ,其直接选举属于选举民主 ,直接决策属于

自治民主。雅典选举民主制的确立主要来源于梭伦和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的政治改革 。梭伦在公

元前 594年成为雅典的执政官后的 20多年里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政治改革 ,主要内容有:依据财富的占

有量把公民划分四个等级 ,执政官由一 、二等级公民担任 ,通过在四大部落中推选的 40个候选人中抽签

产生;前三等级公民组成 400人议会;定期举行全体公民都参加的公民大会。克利斯提尼被称为“雅典

民主制之父” ,在公元前 508年 ,他把全国重新划分为 10个新的部落 ,每个部落在各村社按人口比例选

出的候选人中抽签产生 50个人 ,组成 500人议会 。议会设有 50人的主席团 ,由 10大部落代表轮流执

政。议会每天抽签产生一个主席
[ 1]
(第 30-31页),在公民大会召开时 ,该主席还同时出任公民大会主席。

重要决策由公民大会多数通过 ,且不少于 6000人同意。军事领袖靠直选产生
[ 2]
(第 101-109 页),每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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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一人 ,可以连任。

间接选举又叫代议民主 ,它根植于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逐渐出现的一系列现代政治观念 ,如人民主

权 、天赋人权 、三权分立等 ,并主张通过周期性选举产生议员或代表来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尽管启蒙思

想家们对为什么要实行代议民主的回答方式各不相同 ,不同国家代议民主的具体制度安排千差万别 ,但

代议民主制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主权在民 ,通过制定宪法 ,既限制政府权力又保障政府决策质量 ,进而一

定程度改善了中下层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 ,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

选举民主的观念在 20世纪以来被一些对民主过程展开实证研究的西方理论家推向极至 。韦伯 、莫

斯卡 、帕累托 、米歇尔斯等人在对选举与政治过程的研究中发现 ,许多国家的选举民主都往往容易导致

一小部分精英掌握国家政权 ,他们既不是人民选出的代表 ,更不是人民群众本身 。德国《魏玛宪法》所确

立的议会民主制居然不能阻止纳粹政权上台的事实更震惊了许多政治学者 ,他们开始对传统民主理论

与实践展开深入批判 ,果断地撕开了传统民主理论所鼓吹的“民有 、民享 、民治”政府的面纱 ,一针见血地

指出民主仅仅指领导人产生过程的民主 。熊彼特在 1942年通过批判古典民主理论提出了“更忠实于生

活”的精英民主理论 ,认为民主仅仅意味着“某些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 3](第 337

页),在客观上进一步论证了选举民主的正当性 。在他看来 ,传统民主理论寄希望“人民通过选举将集合

起来表达他们的意志的人 ,自己来决定争论的问题 ,从而实现共同的幸福”
[ 3]
(第 312 页),但公民们由于

责任感 、有效意志和判断力的缺乏 ,他们很容易在政治事务上屈服于超理性或非理性的成见和冲动 ,进

而被浑水摸鱼的职业政治家或利益集团的代表人所操纵 。因此 ,通过选举表达出的人民意志不过是这

些利益集团塑造出来的不真诚意志 ,“民主不过是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要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 3](第

356 页),民主不可能指人民确实在那里统治。

二 、当代中国的选举民主

“选举制度”在中国由来已久 ,但选举民主确是晚近以来才逐渐得到确立的新事物。中国古代的“选

举”主要指选拔 、推选和科举 ,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 ,这些制度日益完善和严密[ 4]
(第 36 页),对于打破凭

借血缘世袭的贵族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给中下层劳动人民提供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而言 ,这样的“选

举制”有其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一些学者认为 ,这些选举制度主要是作为社会治理的方法 ,而不是公

共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但实际上 , “选举制度”作为合法性的来源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有所出现 。例如 ,在

诸侯实力相当纷争不止时 ,有时不得不推选盟主。在唐朝 ,一些贵族子弟虽然能够直接继承爵位 ,但他

们中一些人却仍然愿意通过科举选举程序进入仕途;尽管皇帝一时兴起能够授予某些人以官职 ,但这些

人与通过当时的“选举制度”产生的官僚在官场上的地位差别很大 ,前者往往被同僚们看不起。中国古

代的“选举制度”与现代意义上的选举最主要的差别是在于谁有资格参加选举 ,前者之所以逐渐被淘汰

的重要原因是它把选举权局限于那些有特定身份和地位的人 ,而基层的劳苦大众仅仅是这些选举活动

的对象 ,而不是有选举权的主体。因此 ,这种选举制度虽然有时也能够限制公权力的滥用 ,但总体上无

力对抗专制与政治压迫 ,往往只有在统治者比较开明时才有效。

当代中国的选举民主最直接的理论根源是当年红军在动员和领导全国人民翻身谋解放建立新中国

的光辉历程中所倡导的民主作风。在延安根据地 ,中共所实施的“三三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特别是那

些被选举为参议员和代表的乡绅表现出空前的抗日热情 。针对 1946年国民党政府举行的由一党控制

的“伪选举”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倡导的是“真民主与选举” ,在新中国第一届国务院

组成中 ,有 1/3的正副部长由民主党派担任。当时的选举民主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由于其实施

的时间较短 、根基尚浅 ,加上相关配套制度不太完善 ,一些制度缺乏连贯性 ,一些已经取得的成就没有得

到很好的巩固 ,甚至在领袖个人决策和“大民主”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改革开放以来 ,选举民主在中国重新散发出活力 。在 1982年制定的新宪法所确立的框架下 ,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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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选举民主主要表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与乡镇直选。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形式 ,与西方多党竞争下的选举民主相比优点是不言而喻

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传统选举民主的超越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人大制度是全体人民的选举民主 。选举主体与范围的广泛性是人大制度的典型特征。我国不仅

在形式上所有人民都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而且在最终选举结果上 ,也涵盖了社会的绝大部分阶层和

利益群体 ,这是资产阶级选举民主所不能企及的。举世公认中国妇女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 ,妇女代表占

群体代表的比例是最高的 。中国还给每个少数民族预留至少一个代表名额 ,尽量让每个行业都有一定

的代表 ,并保障基层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 ,这些都是对传统选举民主的再创造。

2.人大制度是国家财力保障的选举民主 。资产阶级选举民主的弊端是耗资巨大 ,并且还主要是由

选举人自己来承担 ,这近似天文数字的资费无形中把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阻挡在选举民主的高墙之外 ,

使选举民主论为富人的专利。人大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采取国家承担绝大部分选举费用和开

支的做法 ,并对参加选举的投票人与候选人进行适当的误工补贴 ,从财力上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选

举活动的积极性 。

3.人大制度是有利于社会团结与合作的民主 。我国人大制度的另一典型特征是人民代表大会与常

务委员会的结合 ,专职代表与兼职代表的结合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选举民主的真实性与广泛性 ,

而常务委员会又促进了选举民主的效率性。兼职代表占大多数 ,他们来自民间 ,可能文化素质不是最高

的 ,然而是最有代表性的 ,深知民间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 ,有利于广泛调查和收集社会方

方面面的信息;专职代表只占一小部分 ,但他们普遍素质很高 ,一般都是立法专家或其它公共事务领域

的专家 ,完全有能力有资格开展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与立法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大制度作为选举民主的主要承担者发挥的效果越来越好 ,在绝大多数场合都

能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能 ,“橡皮图章”的称谓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 ,目前人大所体现的选举民主

距离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有待进一步完善 。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大的职能有待进一步

优化 。目前人大会期太短 ,全职代表较少 ,法律素质不高 ,在相关配套制度不太健全的情况下 ,有时难免

不能很好发挥应有功能。二是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与组成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 。例如 ,目前相同数量

的城市人口中产生的代表数是农村人口中代表数的 4倍 ,这不仅有悖于选举权平等原则 ,还客观上维持

着城乡二元结构 ,给新农村建设带来障碍;各级人大代表中政府官员与公务员的比例太高 ,例如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近 3000名代表中有近 70%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领导;有时人大代表还被视为一些离退

休干部队的荣誉职位 ,有人甚至连续 10届担任了 50年人大代表;实践中还经常出现由下级政府成员组

成上级人大监督上级政府的现象 ,这难免使人大对政府的监督职能难以发挥 。三是针对人大自身的监

督制约机制有待进一步强化。由于选举民主制下反映的“人民意志”的法律其实不过是人民中大多数人

或有影响力的人的意志 ,在众多实行选举民主制的国家里往往都设有专门的机构 ,监督和防止大多数人

一时意志冲动滥用权力 ,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即使作为议会主权的发源地与维护者的英国也不例外。

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如何在人大内部建立实质性的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

乡镇直选是当代中国直接选举民主的有益探索
[ 4]
(第 56 页),在最近 10几年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有

的地方已经开始试点海选或直选县长。例如 ,四川省走在乡镇直选改革的前列 。早在 1998年四川就通

过乡镇直选产生了 413名乡镇领导 ,2001年底乡镇换届选举时 ,全省除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外的 3871

个乡镇 ,有近一半的乡镇“公推公选”出 5447名乡镇领导 ,在进行试点的巴中 、泸州 、雅安这几个市的所

有乡镇党委书记则全部是通过公推公选产生的。到 2001年底 ,四川省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外的 3871

个乡镇 ,有 1792个实行了公推公选 ,占总数的 44.6%,共公选产生乡镇领导干部 5447 名 ,占全省乡镇

领导干部的 17.5%,其中乡镇党委书记 787名 ,占总数的 17.5%。泸洲 、雅安 、巴中等市的所有乡镇领

导干部全部由公推公选产生。但由于目前中国城乡 、地区以及经济 、社会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

突出 ,间接选举层级较多 ,实际上存在着中央 、省 、市(地区)、县 、乡等多级人大与选举机构 。如果一味实

424



　第 4 期 汪习根 ,等:选举民主的局限与超越

行间接选举民主 ,可能导致一些地方特殊性的利益诉求在间接选举的传递过程中被过滤或忽略 ,因此适

当发挥直接选举民主对于调动基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发挥地方特色与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

纵观新中国 50多年的民主政治建设 ,选举民主在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所建立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 ,又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体现 ,其潜力有待进一步发

挥 ,对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具体措施势必在较长时间内引导着我国民主建设的走向 。如何克服人类

历史上选举民主所带来的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脱节 、构建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共处与相互合作的选举民

主新范式 ,是我国人大制度建设和选举民主实践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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