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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选举”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从辞源学上诠释，选举就是择善者而举之。
它作为公共行为，属于政治活动范畴。
用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分析，选举是一种具有公认规则的程序形式，其实质是人民主权的寄存过程。
“选举”这个词在中国出现很早，至少在汉代已被经常使用。
《淮南子·兵略》中就有“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的说法；《汉书·鲍宣传》也有“龚胜为司直，郡
国皆慎选举”的记载。
二十四史自《旧唐书》至《明史》皆有“选举志”。
不过，中国古代的所谓“选举”，如西周之宾兴，①汉代之举孝廉及贤良方正，无论是“选士”还是
“选官”，都与现代的选举不可同日而语。
严格来讲，中国古代的“选举”，实际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选拔”，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和
需要，设定程序，挑选代理人的过程。
换言之，选拔的实质是统治阶级“治权”的寄存过程，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是统治阶级的同意，而
非人民的同意。
因此，选拔出来的人因其并非人民的代表而眼睛朝上，他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这是中国
古代的“选举”与现代选举的根本区别所在。
在古代西方，如雅典和古罗马，有用选举形式来选择官吏、教皇甚至皇帝的传统，然而由于对选举权
限制极严，而且是有组织地公开投票，所以即使平民参加选举，也改变不了贵族专政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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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村民委员会选举:历史发展与比较研究（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选举”是一个古老而
常新的话题。
从辞源学上诠释，选举就是择善者而举之。
它作为公共行为，属于政治活动范畴。
用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分析，选举是一种具有公认规则的程序形式，其实质是人民主权的寄存过程。
　　“选举”这个词在中国出现很早，至少在汉代已被经常使用。
《淮南子·兵略》中就有“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的说法；《汉书·鲍宣传》也有“龚胜为司直，郡
国皆慎选举”的记载。
二十四史自《旧唐书》至《明史》皆有“选举志”。
不过，中国古代的所谓“选举”，如西周之宾兴，①汉代之举孝廉及贤良方正，无论是“选士”还是
“选官”，都与现代的选举不可同日而语。
严格来讲，中国古代的“选举”，实际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选拔”，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和
需要，设定程序，挑选代理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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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1989年8月26日通过的《湖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共计20条，涉及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有4条规定（第9
一12条），包括以下内容：（1）村民委员会组成人数，由村民会议根据本村人口、地域、经济状况等
情况在三至七人的幅度内确定。
村民委员会成员由具备遵纪守法，廉洁公道，认真负责，敢于管理，密切联系群众，能够领导群众发
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热心为村民服务等条件的人担任。
（2）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具有公民政治权利的村民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分别直接选
举产生。
实行差额或等额选举。
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由村民酝酿、村民小组提名，根据多数村民的意见经充分协商确定正式候选
人。
实行差额选举的，正式候选人名额应当比应选人数多一至三人。
全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过半数参加的选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选举的村民过半数选票才能当选；获
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名额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
选举结果应当场宣布，并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3）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在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指导下成立选举工作组主持。
为保障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于用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的，应当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处罚，直至报请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4）村民委员会成员受村民监督，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联名可以向村民会议提出撤换村民委员会
成员的建议，由村民会议依法决定。
村民委员会成员出缺时，由村民会议依法补选。
湖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1989年12月3日通过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共计29条，涉及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有11条规定（第4—14条
），包括以下内容：（1）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
人口在一千人以下的设三至五人，人口在一千人以上的设五至七人。
村民委员会中应有妇女成员，多民族居住的村应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
（2）村民委员会成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路线，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
，作风民主，廉洁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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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村民委员会选举:历史发展与比较研究(套装上下册)》：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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