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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是民主价值的核心#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

生是我国重要的民主实现形式#而选举过程本身是由

一套程序构成#程序的民主化程度直接影响到选举结

果的民主状况$因此#要保证选举结果的公平%公正和

民主#构建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民主程序就极为关键&

一"程序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涵义

许多政治学术语源于希腊文#'民主( 一词也不例

外&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提到

了 '民主(!9/E"F$&1*&"# 该词由 9/E"/ 即 '人民(和

F$&1"0即'权力(%'统治(%'治理( 这两个更短的词根合

成#其基本含义是#在民主的政治共同体中的人民的统

治&后继研究者也往往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民主#

把'由人民来统治(看作民主最本质的含义&虽然在'什

么是人民(%'如何来统治(以及'什么才算作人民的统

治(等问题上存在着争论#但由于实体民主理论#即把

民主看作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的理念占据主导地位#

至于如何实现民主价值# 即在实现民主的过程和方法

上并没有过多的探讨&但当密尔宣称'一个完善政府的

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

G?H时#'民主究竟意味着人

民的某种权力 !即公民从事自我管理和自我规制的一

种生活方式"#还是意味着一种决策的手段!即一种通

过选举而掌握权力的代表们所作的决定合法化的手

段"(

G;H便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者的兴趣&

由于现代社会已不像古希腊的雅典城邦那样小国

寡民# 有实行直接民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

化因素等客观条件& 因此#现代社会更多%更主要的是

实行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 由选民通过选举程序把

权力授予自己利益和意志的代理人# 由他们代理自己

行使权力# 而选举民主正是代议民主在现代社会的主

要表现形式&在选举民主和代议民主的框架之下#对民

主的含义开始主要从程序上加以诠释& 精英民主理论

大家约瑟夫+熊彼特曾指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

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

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而取得做决定的权力& (

G=H亨廷顿

认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

人大民主的程序民主与选举民主

)))基于&市E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观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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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

!"#乔#萨托利也认为$%民主是择

取领导的竞争方法的副产品&竞争的选举产生民主!"

!$#

他们把竞争性的选举看作通向民主的必要程序&从而通

过竞争性选举程序的构建来实现选举民主和代议民主!

%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它的作用首先

体现在权力主体在其授权的过程中& 能不能保证权力

主体对被授予者权力的制约!这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

是看在授权的过程中& 能不能严格的遵循法定的授权

程序! "

!%#选举民主作为代议制体制下的一种重要的授

权机制&是指在一定的政治系统中&政治参与者按照少

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投票'抽签等方式来选举或竞

选的一种政治民主类型(选举是一个过程和机制&选举

民主则是一套价值理念和一系列程序的综合& 而要保

证选举民主价值的实现& 需要在选举过程中构建一套

民主程序&即首先要实现程序民主)程序民主也称民主

程序&是%程序民主化和民主程序化的结合&指的是在

实现民主过程中的先后顺序'步骤'方式及其有关制度

性规定!"

!&#这是对程序民主含义广义的理解&民主过程

的程序化强调民主的结果& 至于实现民主的过程和程

序可以看作例行公事& 甚至可以容忍以不民主的程序

而实现民主的结果!从实证经验来看&这无疑是异想天

开&没有过程的民主&结果也往往难以实现民主! 程序

的民主化强调实现民主的每一个细节和程序都应该是

民主的&只有以程序的民主才能保证结果的民主!本文

对程序民主的研究主要从狭义上进行理解& 即注重程

序的民主化构建& 以每一个细节程序的民主程度及对

程序的践行程度作为衡量一项制度或行为民主程度的

标准!

无疑&民主本身是一种价值理念&实现%主权在民"

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人类不懈的追求&但仅有一种抽

象价值和目标& 而没有实现这种价值和目标的可操作

的程序'步骤和方法&则无论多么诱人的愿景和高尚的

价值也会沦为空谈!对民主的追求也是如此&要保证民

主政治价值理念的实现&建构一套具体'可操作的民主

程序&并实现程序的民主化是至关重要的!在代议民主

制下&如何保证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并把手

中的权力授予最能代表公众利益的人选& 就需要民主

程序和程序民主化的构建!如若缺乏民主的程序&任何

特殊利益群体&包括政党'政府'官员及其他利益团体

都可以操纵选举过程&干预人们的意志&则选举民主只

是一个有选举而无民主的空壳& 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

也会在这种不断地强奸民意中变得遥不可及! 只有建

构了民主选举程序& 并严格按照程序进行选举才会有

选举民主!因而&可以作出以下判断$第一&程序民主是

实现选举民主的前提和保障*第二&选举民主是程序民

主的必然结果) 前者意指没有一个个具体的选举程序

的民主化&选举结果也便难以体现人民的意志&选举便

会沦为%走过场"&选举也只不过是实现%选主"的工具)

后者意指通过程序民主的构建& 在每一步的程序中体

现人民的意志&选举才真正是民主和合乎民意的)

我国由于一直比较注重民主价值和理念的宣传&

从而忽视了民主程序的构建& 致使我国具有优势的社

会主义民主价值在现实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挫折) 民主

既是一套价值理念&也是一系列的程序和过程&一个国

家的民主优越性不能仅停留在文本上和思想上& 更应

体现在现实的民主实践中) 正如尤根#哈贝马斯在+在

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比喻说&民主就像一个旋转的

陀螺&重要的是旋转的过程) 离开了这个旋转的过程&

民主政治这个陀螺就会倒下!'#

)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制度&

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程序和政治过程& 为了保证民主政

治制度的有效运行&使民主的陀螺永不倒下&就需要以

程序民主保证选举民主& 进而以选举民主促进民主理

念的实现)

二!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程序与民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大

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人大

的民主建设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的整体发展

水平) 在代议制民主理念下&%授权"是一个中心环节&

人民手中的权力是如何授予& 人大代表是如何取得权

力&这就是一个民主问题)因为%根据谁授权对谁负责"

的政治学逻辑& 只有从人民手中取得权力的人大代表

才会代表人民的意志&对人民负责&%人民当家作主"的

民主目标才会真正实现)而在人民与人大代表之间%授

权"的民主程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民主选举的程序&

同时也取决于这种选举程序的民主化程度) 因而对人

大代表选举中的民主程序的研究就至关重要)

从 ()**年 &月份开始到 (+,(年底是我国县乡两

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年&将涉及选民 -亿多人-将选举

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 ())多万人& 是我国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 事关全国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及

其切身利益) 而 .市 /区作为一个县级基层单位&于

(+,,年 ,(月 -日举行了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产生了

新一届的人大代表&组成了人民代表大会) /区是 .市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区辖 ,+个乡镇和 0个街道办

事处)幅员 1""23平方公里&人口 0&2&0万人)本项研究

之所以选择 /区&既因地利之便&便于开展调查研究&

同时也希望对当地的经验' 教训进行学术上的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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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从而能够推动当地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

从对 !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过程的观摩! 以及总

结我国其它地区选举的经验!不难发现!我国一些地方

的人大选举! 无论是在工作部署还是在实际操作上也

有一套程序! 可问题在于有的程序和细节没有充分体

现民主!只是在例行公事和#走过场$% !区为人大代表

换届选举也制定了一套选举程序! 如根据 !区人大代

表换届选举委员会的工作部署! 本次人大代表换届选

举!全区人民代表名额为 "#"名" 整个换届选举被分 $

个阶段&'%(准备阶段)'&(宣传发动阶段)''(选民登记

阶段'&(%%年 %(月 &%日到 %%月 %)日()'*(提名推荐*

酝酿协商候选人阶段 '+(%%年 %%月 %, 日到 %+ 月 %

日()'-(介绍候选人及投票选举阶段'+(%%年 %+月 +

日到 %+月 ,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阶段'+(%%年 %+

月%(日到 %+月 /%日()'$(总结检查验收阶段'+(%+年

%月 %日至 %月 %-日(% 从选举工作部署情况来看!!

区本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似乎有一套可供遵循的程

序!但由于这套程序过于笼统!仅仅是一个大致的工作

框架! 且对每一个阶段实施的具体程序和步骤并没有

作细致规定%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需要完善%

第一!候选人酝酿协商%选举法规定确定候选人的

办法是反复酝酿*讨论和协商!但法律没有规定如何具

体酝酿*讨论和协商!也没有规定正式候选人名单中政

党*团体提名候选人的大致比例!致使候选人的产生更

多的体现#长官意志$!缺乏民主% !区人大代表候选人

都是政党*团体提名!而无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提名% 在

所调研的某选区!初步候选人信息*数量多少并无任何

公开!选民所知道的只是最后确定的两名正式候选人!

而正式候选人的产生过程! 只是笼统的说是经选民讨

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了正式候选人名

单%实际上!#较多数选民的意见$只不过是个别少数人

的意见!酝酿*协商也是在少数人中酝酿*协商!且很少

有反对意见!最终体现的是个别人的意志%

第二!候选人信息没有公布!候选人也没有与选民

见面! 仅仅通过投票前主持人对候选人情况的简单介

绍!选民难以对候选人充分了解%我国选举法虽然规定

候选人信息应当公开!候选人也要与选民见面!但在所

调查的选区基本没有看到对候选人信息进行公布的通

告!候选人也很少与选民见面!致使选民对#谁将是自

己的代表$竟毫无所知!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只限于投

票前主持人对候选人的简单介绍和#坊间传言$!而主

持人对候选人介绍往往避重就轻! 或有意对某些候选

人着重介绍!而对其他候选人则只有寥寥数语!容易误

导选民判断%

第三!存在一人代领多张选票现象%以调研的 !区

某大学选区为例!该大学按系*部设置了投票站!选民

到达投票站后并不能直接领取选票! 而是由各班班长

代领选民证和选票!然后按班级发放%有些不能亲自参

加投票的同学虽然出具了委托投票书! 由他人代为投

票! 但也有很多委托投票书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由他人代写!仅仅是为了#应付形式$%

第四!差额选举存在陪选现象% !区陪选现象也很

突出! 一些选区初步候选人名单和正式候选人名单完

全一致! 且正式候选人名单中也往往安排明显会被差

额掉的候选人% 差额陪选人一般是没有任何竞争力或

很少选民认识的普通居民! 这样在从正式候选人经投

票过程产生出正式代表的环节中!就必定会被选掉!从

而使政党*团体认定的人选顺利当选%如某选区有一个

代表名额! 按差额选举规定! 共安排了两名正式候选

人!其中一名为该单位领导!另一名为一普通员工!大

家对其多不相识!投票结果在预料之中!该领导高票当

选%

第五!存在领导选前#定调$!有操纵选举嫌疑% 即

使安排了陪选人选!可为了保证选举结果的万无一失!

在投票站!投票之前领导还会临时#动员$!向选民陈述

#利害$!对选民做出投某位候选人的暗示%

第六!!区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虽然设置了秘密

写票处! 但没有严格规定所有选民必须要到秘密写票

间划票!选民也不愿成为众人眼中的#另类$!致使秘密

写票间没有得到利用!选民都在公开场合划票!在众目

睽睽之下!选民难以表达真实意愿%

第七!计票过程不公开透明!给人为操纵选票留下

空间%在某选区!选民投票后!并没有公开唱票!而是由

选委会把票箱拿到另一房间!然后组织几位#信得过$

的选民分组唱票!每组在#废票$的界定上也不尽一致!

以致有些有效票被计入废票%

三!程序民主建构的原则和关键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发展状况不在于设计出了

多么高深的民主理论! 也不在于治国理政者为民众许

下了多么宏大的民主愿景!其最现实的体现恰恰在于!

在朝民主目标迈进的过程中是否给予一些民主细节过

多的关注!并一步步践行民主的程序!正是这些细致入

微的程序决定了民主的成败% !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中存在的问题也恰是对一个个细节忽视的反映! 致使

民主选举异化% 因而!要实现民主价值和目标!就需要

在细节和程序上下工夫! 在每一个程序上充分体现民

%(



主!由一个个民主的程序构成民主的连续带!必然会导

向结果的民主" 程序民主理论的提出和构建正是基于

这一理念!以程序民主保障选举民主!以选举民主促进

实质民主! 这应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目

标的有效路径"

通过对 !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观察! 以及对其

它地区选举经验的总结! 笔者认为只有设计了民主程

序!并做到每一个程序的民主化!才能确保人大代表真

正的由人民群众基于自己的意愿选举产生! 人大代表

才能真正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理者! 人大选举民主

才不会因程序的缺失而被#悬空$% 本项研究并不在于

为人大选举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民主程序! 而提出了实

现人大民主选举!构建民主选举程序应坚持的原则!以

及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一"民主选举程序建构的原则

民主作为一套价值理念!公开&平等&参与&竞争是

构成民主的几个关键词! 也构成了衡量民主程度的几

个标准" 选举程序作为实现民主价值的具体步骤和方

法!在进行程序构建时也应体现程序公开&广泛参与&

公平竞争等原则! 只有在这些原则指导之下的选举程

序设计才可能是民主的"

!"程序公开原则

列宁曾经说过!'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

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 没

有公开性来谈民主是可笑的% $

"#$程序民主是有关如何

实现民主价值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步骤! 也应坚持公开

的原则!做到程序公开透明!让选民知晓本次选举应该

经过哪些必要的程序! 在加强选民对选举过程的监督

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选举过程的民主化%选举过程中

的程序公开!一方面是要向选民公开选举工作的流程!

另一方面更要公开每一流程的具体实施步骤和方法%

#"广泛参与原则

民众对选举过程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折射出选举所体现的民主程度!'评价一个社会的

民主程度& 民主形式和民主进程都与参与的广度与深

度相关联$

"%&$

% 缺乏民众参与的选举也很难说是民主

的% 民主选举程序的构建是为了确保人民的意愿能够

得以真实表达!人民手中的权力得到有效授予%选举作

为选民授权的过程! 选民是整个选举过程的主体% 因

而!选民如何来授权!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授权!对选

举过程的设计都应当体现选民的意志! 选民应当参与

到选举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公平竞争原则

程序公平是保证结果公正的重要前提% 选举程序

就是一套游戏的规则!要保证大家愿意遵守游戏规则!

使游戏能够进行下去! 就需要这一套规则对每一个参

加游戏的人都是公平的! 每一个游戏参加者都可以在

规则中公平竞争!而不必担心会受到不公正对待%选举

程序设计也应坚持这一原则!无论是选区划分!还是投

票点设置)无论是候选人竞争选票!还是在选民投票阶

段!都应保持规则的公平性%

%"程序优先原则

程序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设定了游戏规则!参与

游戏过程的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这套程序和规则!

任何人都不能因实体或结果而置程序于不顾! 否则就

要受到规则的惩罚%选举过程中的程序优先原则要求!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程序意识和观念! 把程序民主意识

深植于心!才能更好地指导民主实践)其次要做好程序

立法工作!加强程序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同时还要

求在实体目标与程序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 应当坚持

程序优先%在选举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对违

反程序者要适当进行处罚%

!二"构建程序民主#实现人大代表民主选举产生

的几个关键

!"改变初步候选人提名和以协商方式确定正式候

选人的方法!将竞争机制引入选举制度

候选人的产生方式以及候选人之间是否存在竞争

直接关系到选民意愿的表达程度和选举的民主程度%

'选举制度是我国政治民主制度的基石!没有真实公平

的选举!就没有真正可信的民主!人大制度也就会失去

其应有的意义和生命力%真实公平的选举!应充分体现

在选民登记&推荐代表候选人&讨论协商正式代表候选

人&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投票预选和正式选举等各

个环节! 而在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和确定正式代表候

选人这些环节! 尤其要体现出法定各方提名权的公平

性% $

"%%$而'实行差额选举!其候选人应由各方推荐% $

"%'$

目前我国选举法中规定人大代表的提名方式主要有四

种!即人民团体单独提名&政党单独提名&政党和团体

联合提名!以及选民十人以上联合提名%但在实际的选

举过程中!只有政党和团体提名!选民提名候选人也往

往很难被体制所容纳% 而政党和团体提名的候选人往

往遵循的是'组织意图$!难以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由于

一切遵照组织安排!候选人无需与选民见面!候选人之

间也无需展开竞争! 能够反映组织意图的候选人便可

顺利当选! 选民投票沦为赋予其当选合法性的工具和

形式!民主无从谈起% 因而!我国的人大选举是否有民

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民主!候选人提名方式和是

否有选举竞争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候选人提名应该严

%%



格限定政党和团体提名的比例! 且要大力鼓励选民联

名提名!并把候选人信息完全公开!确保选民对候选人

情况充分了解"还要允许和鼓励候选人之间展开竞争!

可以发表竞选演说和竞选辩论!因为#在任何一个成熟

的选举制度中! 竞选都是选举的高潮和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候选人通过竞选宣传自己!把自己的主张告知选

民!向选民做出必要的承诺!在取得选民信任的同时!

也等于是宣布自己愿意承担相应的社会政治和个人道

德责任"选民通过竞选寻找$挑选能够有效维护自己利

益的忠实代言人%

!"#$

"

!"设置秘密写票间!并严格规定每位选民必须进

入秘密写票间划票

秘密划票和无记名投票制度是保证选民真实意愿

得以表达的重要保证" 秘密写票间的设置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折射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状况" &秘密写票

间%看似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选

举的结果' 对这一细节的忽视也会给操纵选举留下极

大的空间和隐患!选民意愿不能得到充分表达!选举结

果便难以做到公正!选举民主也会功亏一篑" 在 %&"&

年全国人代会审议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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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中

增加了&选举时应当设置秘密写票处%的规定!在我国

多数地区的选举实践中虽然也按规定设置了 &秘密写

票处%!但多数时候成为一个&摆设%* 因为无论在我国

选举法!还是在多数地区的实践中并没有把进入&秘密

写票间%划票作为硬性规定!致使选民不知有&秘密写

票间%的设置!或不愿意或不敢去秘密写票间划票!以

免成为众人眼中的另类!也害怕遭到猜忌和打击报复*

而在公开或不甚隐秘的场合划票! 人们往往会担心自

己的选择会被他人知道! 从而不敢根据自己的意愿划

票!只能选择&从众%* &从实质上说!选举必须反映选举

者的真实意愿%

!"'$

(因而!要实现选举的民主!不仅要把

设置&秘密写票间%写入选举法!而且还要把每位选民

必须进入秘密写票间划票作为硬性规定* 这样不仅可

以克服大众的&从众%心理!同时也可以有效防止贿选!

&假如贿选者不能监督得到好处的人真正投自己的票!

投票者就可能+阳奉阴违,!贿选者就不免+竹篮打水一

场空,!这样一来!贿选的动机就会得到有效的抑制* %

!")$这样选民的意愿才能真实表达!选举结果才会更加

公平正义*

#"公开验票唱票

只有公开才能确保公正! 只有阳光才能驱散笼罩

在人们心中的阴影* 公开验票唱票也是选举民主程序

中极为重要一环!缺少了这一环!人们对选举结果便难

以做到真正信服! 因为隐蔽或不公开的计票势必会给

操纵选票留下极大的缺口! 即使没有操纵选票现象的

存在!民主程度也会大打折扣* 因而!在选民投票后应

该当众拆开票箱! 并公开验票唱票! 一切在阳光下操

作!只有这样人们对选举的种种猜疑便会自然消散!同

时也堵上了操纵选票的口子* 公开验票唱票还要求选

民应当派出自己的代表对验票唱票过程进行监督!计

票结果应当场公布*选票还要进行妥善封存!以备选民

对选票进行重新核对*

$"完善选举监督和惩戒机制

在以上三个关键程序上充分体现民主! 已足以确

保人大代表民主选举的落实! 但要确保每一个民主程

序的顺利进行!还应当建立健全选举监督和惩戒机制!

以防范和纠正选举违法行为! 并对当事人依法实行处

罚!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选举的干涉行为!从

而也对有选举违法意愿者形成威慑! 确保一场真正公

平-公正$民主的选举顺利进行"为此!我国可以建立以

选举委员会为主体! 选民监督和社会监督为辅的监督

框架!以法律形式对选举违法行为进行明确界定!并规

定相应的处罚措施" 每个候选人也都可以聘请自己信

得过的选民全程监督选举过程!并在选举结果上签名"

同时!选委会组成人员实行回避制.所有选委会成员一

旦报名参选人大代表!都要辞去选委会成员的职务*

四!结 语

人大民主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

人大民主建设状况不仅关系到我国民主化进程! 也直

接影响到国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因而!应当着重推进

人大民主! 进而以人大民主为重点继续推进中国民主

政治的发展!"*$

* 而人大民主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展的

广度和深度不仅取决于我国现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体

制!还取决于人大代表的来源问题*人大代表如若能够

真正的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

则人大民主就能在纵深层次上得以推进* 选举作为人

民对人大代表的重要授权环节! 选举程序是否民主直

接关系到人大代表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现代民主政治

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公众对公共权力的自觉认同和服

从! 而公共权力获得公众认同的方式之一就是其权力

要由人民通过选举授予!自由-公开-竞争的选举有利

于提高公共权力的合法性* %

!+,$因而!要实现人大民主!

首先就需要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程序上下工夫!以

选举程序的民主化推进选举民主和人大民主的实现*

只有构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民主选举程序! 并严格按

照民主程序进行选举!才能保证选举结果的公平公正*

+%



没有程序的公正和民主!即使举行了选举!并履行了一

定的程序!也只不过是欺骗人民的把戏!人民的意志在

选举中也无从体现!结果便难以做到公正!选举也难以

摆脱"选主#的困境$

民主既是一套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 也是一种程

序和过程$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发展状况不在于设

计出了多么高深的民主理论! 也不在于治国理政者为

民众许下了多么宏大的民主愿景! 其最现实的体现恰

恰在于! 在朝民主目标迈进的过程中是否给予一些民

主细节过多的关注!并一步步践行民主的程序!正是这

些细致入微的程序决定了民主的成败$因而!要实现民

主价值和目标!就需要在细节和程序上下工夫!在每一

个程序上充分体现民主! 由一个个民主的程序构成民

主的连续带!必然会导向结果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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