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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选民被提名权的法律保护

今年是我国县乡两级人大基层换届选举年，

随着换届选举的期限日益临近，社会公众对此次

换届选举开始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社会热

点主要涉及一些媒体和网络上的言论提及的“选

民联名推荐的候选人”的选举权利如何保护的问

题。这个问题涉及到选民的相关权利事项，需要

在选举实践中给予切实有效的制度支持。

一、不能忽视公民的“被选举权”

目前“选民联名推荐的候选人”现象反映出

来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保证宪法和选举法所规定

的选民的“被提名权”得到充分实现。根据我国

现行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在基层直接选举中，

一个适格的选民要当选县乡两级的人大代表，必

须经过以下三个步骤 ：一是被符合选举法要求的

候选人提名者推荐进入候选人的行列 ；二是由选

举机构在候选人中确定正式候选人 ；三是作为正

式的候选人参加代表的正式选举。可以说，一个

选民要当选为县乡两级的人大代表，在制度上确

实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尽管当选人大代表的

程序比较复杂，但是，对于每一个想通过选举程

序担任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选民来说，只要本人

符合条件，又自觉地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那么，

当选为人大代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现

行法律为选民能够当选人大代表提供了充分和有

效的权利保障。具体说，在选民通过选举程序当

选为人大代表的过程中，选民享有广泛的“被选

举权”，这些“被选举权”包括“平等权”、“被提

名权”、“介绍自身情况权”、“知情权”、“竞争权”、

“当选权”、“放弃权”等等。所谓“平

等权”是指任何符合条件的选民在法律

上都享有平等地当选为人大代表的机会

和资格 ；所谓“被提名权”，就是任何

选民都可以以合法的方式寻求被提名为

代表候选人。此外，在选民当选人大代

表的过程中，选民可以介绍自己的情况，

有权了解其他代表候选人的情况，可以

发表自己的当选理念，当选民选举自己

为人大代表后有权接受这种代表职务，

也可以拒绝担任代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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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过去我们对于选民的被选举权介绍和宣

传的力度不够，使得一般的社会公众误认为宪法

和选举法所规定的公民的选举权利好像就是去参

加投票，选举就是给他人投票，与自己无关，缺

少一种主体意识。其实，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 34

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

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

的人除外。上述规定实际上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

选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利，在制度上包括了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两种权利。但是以往我们的理论研究

和舆论宣传对选举权介绍得多，对“被选举权”

介绍得相对较少，以致一般公众对宪法所保障的

“被选举权”究竟是什么内容缺少应有的了解。

二、要加强对选民“被提名权”的法律

保护

从宪法学和选举法的理论来审视目前“选民

联名推荐的候选人”问题，这里主要涉及到选民

的“被选举权”中的“被提名权”。因为根据现行《选

举法》第 29 条第 2 款的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

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

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该

条款的规定是对选民的“被提名权”的制度保障。

虽然该条款表面上只规定了谁有权提名，但实质

上是肯定了选民的“被提名权”。根据上述条款的

规定，如果一个选民想当选县乡两级的人大代表，

那么，首先要依法获得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的提

名，依据上述条款的规定，有两种制度途径，一

是通过政党、人民团体的联合或单独提名 ；二是

通过十人以上的选民提名。《选举法》的上述提名

程序并没有明确说选民只能等待有提名权的合法

主体来被动地“被提名”，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

必然包含了两种情形 ：一种是选民主动寻求有提

名权的合法主体依据法律程序提名自己作为代表

候选人 ；一种是选民被动接受有提名权的合法主

体对自己的提名。这两种情形都是上述条款所保

护的选民的“被提名权”的法律内容。如果上述

条款只能理解成由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被动地提

名自己作为代表候选人，那么，在制度上就可能

出现“让你当代表你才能当代表”、“不让你当代

表你连成为候选人的资格也没有”、“选举你当代

表你就必须当”等等这些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民主

原则现象的出现。所以，目前社会公众普遍关注

的“选民联名推荐的候选人”问题，实际上是一

些想当人大代表的选民依据《选举法》第 29 条第

2 款的规定寻求获得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的提名，

这种行为是选举法当然保护的内容，是选民依法

享有的“被提名权”的应有之义，而绝对不是“违

法”行为。一些地方的干部和社会公众因为缺少

对选举法规定的正确理解，在实践中将这个问题

复杂化了，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以此将

问题政治化就显得更加荒唐。因为所谓“选民联

名推荐的候选人”，即便是获得有提名权的合法主

体的提名，能否真正成为“正式候选人”，还需要

选举机构根据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情况，在综合各

个方面的因素基础上来最终加以认定。任何公民

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地左右代表候选人的确定

程序，而且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在有提名权的合

法主体提名人数过多的情况下，还可以就代表候

选人进行“预选”，然后再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总之，当下之务，就是要进一步在理论上和

制度上明确选民的“被选举权”的意义和内涵，

在选举实践中鼓励符合条件的选民依据法律程序

来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任何公民都可以通

过自己的努力，合法地当选为人大代表，这是宪

法和选举法赋予每一个合格的选民神圣不可侵犯

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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