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民意向结构甄析

莫纪 宏 李 岩

笔者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
,

在陕西省洛南县境内就选民意 向问题进行 了

一次较为详细的调查
,

其意 旨在分析和掌握当今中国最基层社会选民对选举知识的了解

程度
,

对 年 月底所举行的基层政权换届选举的态度以及选 民在选举中的行为倾

向
,

并且了解基层选 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状况
。

此次社会调查采用问卷
、

走访与座

谈相结合的方式
。

共调查各类选民一百人
,

其中干部占
,

工人占
,

农 民占
,

城市居民 包括无业和个体户 占
,

教师占 被调查者文化程度状况为 小学占
,

初中占
,

高中占
,

中专以上占
,

文盲占
。

所有调查均 以事先拟

制的调研题纲和问卷
,

让被调查者 自由选择来完成
。

一
、

选民对选举知识的了解程度

为了解选 民对选举知识的知晓程度
,

笔者共设计了 个问题
,

其中 个问题是了解

选 民对选举中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否熟悉
,

另外 个问题是考察选民是否熟悉我国

规定选举制度的有关法律
、

法规
。

调查结果表明
,

对选举中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

只

有一半左右的选 民知道
,

还有 左右的选 民部分知道
,

另外有 的选 民基本上不知

道或弄不清楚选举 中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

对
“

你知道选 民是什么含义
”

问题的回答中
,

只有 肠的人回答是
“

依照法律规定

享有选举权的公民
”

而 的人认为是
“

国家的主人
”

的人作答是
“

选人 民代表

的人
”

还有 的人说
“

不知道
” 。

在 作答
“

你知道选 民有哪些基本权利和义务
”

问题时
,

的被调查者 回答
“

知

道
”

的人作答
“

部分知道
”

的人回答
“

不知道
”

的人说
“

没有听说过
”

还有 的被调查者表示
“

说不清
” 。

有 的人答复知道
“

选举人和被选举人是怎样产生的
”

的选民认为
“

部分 了

解
”

的人 回答
“

不知道
”

还有 的被调查者说
“

不知道
” 。

在 回答
“

你知道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

问题时
,

的人 回答
“

知

道
”

的被调查者答复
“

部分知道
”

的人说
“

不知道
”

还有 的人表示
“

没

有听说过
” 。

对于我国现行规定选举制度的有关法律
、

法规的了解程度
,

调查结果表 明
,

几乎只

有
‘

的选 民知道
,

大部分选民都只稍微了解一点或根本不知道
,

有的选民对此甚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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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关心
。

在回答
“

你知道选举权利和选举程序规定在我国哪些法律中 ” 问题时
,

的人回

答
“

知道
” 的选民作答

“

部分知道
” 的被调查者说

“
不知道

”

还有 的人

表示
“
没有听说过

” 。

有 的人了解
“

我国宪法同选举法之间的关系
”

的人说
“

部分知道 ”

的选民作答
“

不知道
” 还有 的选民回答

“

没有听说过 ”。

二
、

选民对选举的态度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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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第 款的规定
, “不设区的市

、

市辖区
、

县
、

自治县
、

乡
、

民族乡
、

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

代表
,

由选民直接选举
。 ” 现行选举法的规定生动地体现了我国选举制度的人民性

、

广泛

性和真实性
,

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

不仅有利于选民

对人民代表进行直接的监督
,

而且还有助于提高选民参政议政的自觉性
,

充分发扬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

基层直接选举能否真正地反映选民意志
,

基层选民对基层选举

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参量评估指数
。

基于此
,

笔者设计了 个问题从若干角度来了解选

民对选举的态度
,

调查结果是

一 从选民对候选人的关心程度来看
,

虽然有相当多的选民对选举制度本身及有关

选举法律知识不太熟悉
,

但大多数选民的民主意识还是较强的
,

对代表选民的候选人的

选择
,

大多数选民能够采取懊皿的态度
。

积桩推荐 自己满意的侯选人 当代表
。

大多数选民对代表候选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

而不是人云亦云
。

在对
“

你对正式候选人有什么要求
” 间题的答对中

,

的人认为应

该是
“

能力强
、

参政议政意识高
、

懂法
、

能替民排优解难的人 ” 的人作答应是
“

具

有相当知名度的当地能人
”

的选民认为应该是
“
心眼好

、

老实
、

会为人处世的人
”

的被调查者主张应是
“

群众熟悉的领导干部
” 还有 的人回答没有什么要求

。 ·

推选代表候选人的主动性较强
。

有 的选民表示他们曾推荐过代表候选人
,

没

有人说对推荐代表候选人不感兴趣
。

这表明在基层直接选举中选民的选举积极性是很高

的
。

绝大 多数选 民都希望能够 了解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

说明选民对人民代表能否真正

地代表选民的利益表示极大的关注
。

在回答
“

你认为有无必要在选举前几 日详细介绍正

式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 间题时
,

的人 回答
“

有必要 ” 只有 的人认为 “ 没有必

要 ” ,

的人表示无所谓
。

调查结果又表明
,

目前选民对代表候选人情况的了解程度显

得不够
,

只有 的人作答
“
了解正式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

的人说
“ 不知道 ”

的人表示不太了解
。

另外
,

选民对正式代表候选人情况的了解途径也有许多不同要求
,

主

张由上级机关张榜介绍的占 由选民小组出具介绍的占 , 向别人或通过其它渠

道打听的有 由正式代表候选人 自己介绍的占 综合性的占 说不清的占
。

从选民对了解正式代表候选人情况途径的要求来看
,

由上级机关或选民小组介绍候

选人的情况还是为选民较为欢迎的一种了解正式代表候选人情况的途径
。

二 大多数选民对目前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方式和结果是相信并予以肯定的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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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对 目前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
,

选民基本上是满意的
。

在作答
“
你认为 目前正式

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是否合理合法
,

符合不符合民主精神 ” 间题时
,

的人认为
“

合理

合法
,

符合民主精神 、 的人认为
“
不合理合法

,

符合民主精神
”

的人认为
“

合

理合法
,

不太符合民主精神
”

的人认为
“
不合理但合法

,

不符合民主精神
” 其它回

答占
。

三 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对在基层直接选举中采用竞选形式并不表示反感
,

但也有

的选民明确表示反对
。

在作答
“

你认为在 目前的政治国情下
,

在基层直接选举中可否

采用竞选形式 ” 间题时
,

的人认为
“
可以 ” 的人表示

“

不行
”

的人认为
“
试试也无妨

”
的人认为 邸上面怎么说我都同意

”
的人表示没兴趣 还有 的

人表示说不清
。

三
、

选民在选举中的行为倾向

选民在选举中的行为倾向不仅能够反映选民的选举意识和民主意识的程度
,

而且也

直接地关系到基层直接选举能否有效地反映选民意志
,

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

笔者在调

查问卷中从以下五个方面来逐个调查和掌握选民在选举中的主要行为倾向
。

一 参与选举的主动性程度

从被调查者总的回答情况来看
,

具有以下 个特点

参与选举的积机性高
。

在回答
“

你在选举 日是否愿意参加投票
” 间题时

,

的

选 民表示
“

愿意 ” 的被调查者表示
“

不愿意 ” 的人表示 “
无所谓 、 回答

“ 听从

领导的命令 ” 的占
。

在对
“

如果有人请你代为投票
,

你的态度
” 问题的作答中

,

的人答复 “ 同意 ” 的人表示 “
不同意 ” 的人说

“

碍于面子不得不办 ” , 还有

的人表示
“

无所谓
” 。

参与选举的主动性强
。

在回答
“
如果投票 日恰逢你外出

,

你是否会委托他人代你

投票 ” 问题时
,

的被调查者表示
“

委托他人代投 ” 表示 “不委托
”

的占

的人表示
“

无所谓
” 另有 的人表示

“

看情况 ” 。

在对
“

如果选民小组无故不让你投

票
,

你怎么办 ” 问题的作答中
,

的人回答
“

据理力争
”

的人回答 “ 向上反映 ”

的人表示
“

求之不得
”

表示 “
无所谓 ” 的占

。

对弃权有明确的态度
。

有 的人认为
“

有必要弃权
”

的选民认为
“
没有

必要这样做 ” 只有 的人表示
“

无所谓 ”。

二 参与选举的心态

调查结果表明
,

大多数选民在选举中能够慎重其事
,

认真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
,

并

引以为 自豪
,

但也有一部分选民对选举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

反映了基层选民民主意识结

构的不平衡
。

在回答 “
去参加投票

,

你有没有作为国家主人翁的 自豪感 ” 问题时
,

的选民回

答
“

有 ” 的人作答
“

没有 ” 回答
“

没有想过 ” 的只占 另有 的人认为
“

说不清
” 。

三 选择意向及方式

选民在选举中的选择意向及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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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
。

笔者共设计了 个问题来反映选民的选择意向
。

“

在选票上划选举符号时
,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 ,

其中 的人回答
“

认真选择 自

已信得过的人
”

的人说
“

看熟悉的人划同意符号
” 的人表示 “

先问问别人 ”

的人选择
“

亲戚
、

朋友
、

老熟人
、

上级
”

的人表示
“

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划符号
”

的人认为
“

无所谓
” 。

“

你在投弃权票时是怎么考虑的
” ,

其中 的人作答
“
正式代表候选人我一个也

不满意 ” 的人 回答
“
正式代表候选人我一个也不熟悉 ” 的认为

“
不知道选

谁
”

的人表示
“

对选举程序有意 见
”

的人说
“
对选举没有兴趣 ”

的人说
“

瞎填
”

还有 的人表示
“
没有考虑此事

” 。

“

你所同意的正式代表候选人通常都是 ” ,

其中 的人 回答
“

当地的名人
、

能人
、

劳动模范
”

的人回答
“

当地的领导干部
、

同事 ” 的人说
“

亲戚
、

朋友
”

的

人作答
“

学法
、

懂法
、

参政议政能力强
,

能反映人 民疾苦
,

为人民干实事的人
” 。

“

你所不同意的正式代表候选人通常都是
” ,

其中 的作答
“
不会为人处世

,

工

作积极
,

但无方法的人
”

的选民回答
“

有劣迹
、

影响很坏的人 ”
的回答

“

跟我

有私仇的人
”

的人回答
“

权力欲太强的人
”

的人表示
“

瞎划 ” 的人说
“ 没

有
”

表示说不上来的占
。

四 对选举中不法行为的态度

调查结果表明
,

大多数选民对选举中出现的不法行为都表示深恶痛绝
,

说明基层选

民在选举 中具有较好的法制观念
。

这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不 受金钱等物质利益的诱感
。

有 的被调查者认为
“

给点小恩小惠
,

如实物

或纪念品
,

让你去投票 ” ,

是不妥当的 的人表示
“

感到耻辱 ” 的人表示 “ 无所

谓
” 只有 的人认为求之不得

。

勇于 同违法犯罪行 为作斗争
。

在作答
“

如果选举程序不合法
,

你的态度是 ” 问

题时
,

的人回答
“

向选民领导小组指出
”

的人表示
“

向上级机关反映 ”

的人表示
“

不管 ” 的人表示
“

说不清 ” 。

五 对选举的信任程度

选 民对选举的信任程度直接关系到选民对选举的参与水平和选举制度本身的质量
。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
,

基层选民对选举过程中一些程序性工作和做法基本上是信任的
。

如

在对
“

你对无记名投票这种方式是否信任
” 问题时

,

的人表示
“

信任
” 的人表

示
“

无所谓 ” 的人认为
“

说不清
”

只有 的人明确表示
“

不相信
” 。

但是
,

调查

的另一个结果又表明
,

虽然选民对基层选举中一些具体做法表示信任
,

但如果抽象地让

选民来谈谈对我国 目前基层选举一般看法时
,

却又有相当一部分选民认为我国现在的基

层选举往往流行形式
。

如在作答
“

你通常的想法
,

是否认为我国基层选举仅仅流于形

式 ” 问题时
,

的人给予肯定答复
,

只有 的人予以否定
,

另外还有 的人表示
“

没有考虑过 ” 。

这种反映选 民对选举信任程度的具体参量指标和抽象参量指标不相符合

的情况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探讨
。



中国法学 年第 期

四
、

选民和人民代表的关系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 并且

“

人 民行使国

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依照我国宪法的规定
,

人

民是国家的主人
,

但在我国
,

公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各项权利并不是由公民直接进行

的
,

而是通过选民推选的人民代表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积极参政议政来发挥当家作主

的作用的
。

所以
,

选民能否通过人民代表来反映 自己的意志
,

直接关系到选民的选举权

利和各项法律权利是否真正地得以实现
。

为了有效地掌握选民和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情

况
,

笔者设计了两组问题进行调查
。

一 选民对人民代表性质的了解程度

调查问卷共设计了三种问题来测量选民对人民代表性质的了解程度

大 多数选 民对人民代表性质有一般性 了解
。

在作答
“

你知道人民代表是干什么的

吗 问题时
,

的人回答 “是代表选民
,

反映选民意见
,

参政议政
,

当家作主的人 ”

的人认为是
“

大家选出来的好人
、

光荣人物
”

的人认为
“

是一种官职
”

还有

的人表示
“

说不清 ” 。

近一半的选 民对人民代表的具体权利和义务只是知道一些或者不知道
。

调查结果

显示
,

只有 的选民说
“

知道人 民代表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

的人表示 “ 部分知

道
”

还有 的人表示
“

不知道 ” 。

对人 民代表性质 中几种关系了解得少
,

相 当一部分选民并不清楚人民代表是如何

开展活动的
。

调查问卷共设计了 个问题来了解这一指标
。

第一个问题是
“

你了解选民

和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吗 ” ,

结果 写的人回答
“

知道
” 的人答复

“
部分知道

”

的人说
“

不知道 ,’ 还有 的人表示不关心
。

第二个问题是
“

你了解人民代表和人民代

表大会的关系吗
” ,

结果只有 的被调查者回答
“

知道 ” 的人答复
“不知道

”

的人表示 “
部分知道

”
还有 的人表示 “ 不关心 ” 。

第三个问题是
“

你知道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干什么 ” ,

结果 的人作答
“

知道 ” 的回答
“

不知道
” ,

的人答复
“

部分知道
” , 还有 的人表示 “ 不关心 ” 。

二 选民对人民代表的关心度

笔者设计了 个问题来测量此指标
,

结果表明
,

大多数选民对人民代表活动是关注

的
,

并且对人民代表能否代表选民的意志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

大 多数选民都愿意 当人民代表
,

说明人民代表这一法律角色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较

高的声望
。

调查结果显示有 的选民表示 “ 如果是正式代表候选人
,

愿意被选上人民

代表
”

的选民表示
“

无所谓
” 只有 的人明确表示 “ 不愿意 ” 。

大 多数选 民愿意让人民代表反映 自己的利益 和要求
,

说 明人 民代表这种法律角色

是值得肯定的
。

在对
“

你是否愿意向人民代表反映 自己的意见 ” 间题的答复中
,

的

人表示
“

愿意 ” 的人表示
“

无所谓
” 的人表示

“
不愿意

”
还有 的人表示

“

不关心 ” 。

对人民代表的活动有很 高的要求
,

大 多数选 民对违法失职的人民代表都表示要予

以批评教育或向有关部门反映
。

在作答
“

对人民代表违法失职的行为
,

你的态度
”

问题



选民意向结构甄析

时
,

的被调查者表示
“

向上级反映 ” 的选民表示
“

对人民代表进行批评教育
”

的人认为
“

说不清 ” 表示
“
不关心 ” 只占

。

五
、

调研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从多种角度对选民意向结构的甄析
,

笔者认为
,

对我国基层选民意向结构

可以提出以下几点近似性结论
。

选民对选举知识
,

尤其是对有关选举的法律
、

法规了解程度低
,

法盲比重大
,

很

多选民虽然也去参加选举
,

但并不知道 自己将要干什么
。

这表现在行为学上
,

就体现为

选举行为和选举 目的的分离
、

选举行为和选举动机的脱节
,

故选民在选举中的行为表现

并不能完全代表选民意向
。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 目前在基层选举中

选举法的普法工作做得较差
,

或者可以说走过场
、

流于形式的多
,

并没有为广大选民真

正掌握
。

选民在选举中自己的选举意向表现得不太充分
,

一方面许多选民在确定 自身选举

意向时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另一方面
,

有些选民由于 自身素质低
,

主观上

很难产生独立的选举意向
。

选民对选举所反映的民主性要求较高
,

调查中发现基层选民中真正对选举不感兴

趣的只占少数
,

如在调查中发现
,

只有 的选民表示不愿意在选举 日去投票
,

大多数选

民在选举中都表现了较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能够慎重地确定 自己的选择意向
,

选择那

些真正能够代表选民利益
,

参政议政能力强的人当选代表
。

选举制度的作用 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

人民代表的代表性和代表作用有待进一步提

高
,

选民对选举 目的的认识也需加强等等
。

调查结果表明
,

许多选民把我国现行选举制

度的功能仅仅简单地理解为推选人民代表
,

而没有认识到选举不过是一种手段
,

作为我

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部分的选举制度
,

其存在的根本宗旨是要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的权利
。

因此
,

针对上述几点调查结论
,

笔者认为
,

要完善我国基层选举制度
,

充分发挥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
,

应该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各级领导和部门
,

尤其是各级人大常委会应该加强对选民的选举知识及有关法律

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

应采取各种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选民掌握最基本的选举

常识
,

增强选民参与选举的自觉性
、

能动性和选举权利行使的水平
。

在基层选举中
,

应进一步扩大基层选民参与选择
、

行使选举权利的形式和渠道
,

使选民对选举的民主要求能够在选举中得到更好的实现
。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制度
,

尤其是人民代表联系选民的制度
,

使选民

的利益和要求能够通过基层选举制度得到充分的反映和满足
。

各级领导和部门应充分相信选民
,

利用各种手段和有效的形式
,

保障选民正确地

行使选举权利
,

充分发挥其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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