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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餐时用叉子好，还是用筷子好？

当然是吃西餐用叉子，吃中餐用筷子，

不同场合使用不同餐具。这个简单至极

的逻辑，放在民主问题上，却让很多人

犯了糊涂。

最近，两份有世界影响力的报刊对

中国的民主化程度作了排名，而结果却

是大相径庭的。在英国《经济学人》“民

主指数”排名中，中国名列137位，排

在伊拉克、阿富汗之后；而在《美国新

闻与世界报道》“世界最好国家”排名

中，中国名列17位，排在爱尔兰、韩国

之前。相同的中国，为何评价会如此天

壤之别？

研究后可以发现，“民主指数”里的

5类60个指标竟无一个与中国实际相

符。有分析指出，用三权分立等指标来

衡量中国，其荒谬程度就如同认定拿刀

叉吃饭的人是文明人，而拿筷子用餐的

人是野蛮人一样。

就连曾极力推崇西方民主的日裔美

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近些年也公
开表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正确的政治

制度。

西方民主逐渐出现的弊端引发世人

反思。刚刚结束的美国竞选，被BBC称

为“民主的拙劣广告”。该报道称，一名

在北京看美国总统竞选的19岁中国学生

说，“这是历来最有娱乐性的竞选，美国

政治本质就是娱乐。”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适合

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什么样的

民主制度最适合自己？中国人有着自己

的标准。

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

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8

个标准：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

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

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

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

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

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

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

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

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

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当然，对于西方民主，拒绝全盘照搬

不等于拒绝借鉴。中国人看问题向来是

辩证的，既有制度自信，又不固步自封。

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当然，这并

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

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要把坚定制度自

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

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

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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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乌克兰首都基辅爆发大规模
示威活动，6000多人走上街头表达对银行倒
闭的不满。

乌克兰、利比亚……西方民主给他们带
来的不是安定和平，而是纷争动乱。“街头政
治成为这些民主政治的共同点。”郑永年认
为，西方社会的议会政治到了非西方社会，
往往演变成街头政治和暴力。

英国自由主义先驱霍布斯在其著作《利
维坦》中提出，秩序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重
要，没有秩序就没有社会，秩序是自由的前
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社会政治稳定

与政治参与两者之间达成平衡的制度保障。”
郑永年说。

有序正是中国民主的重要特点之一。
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
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评价一个国
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8个标准，第一条便
是“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显明认为，在人数如
此众多、差异如此巨大的中国，如果每项
国家决策都要一人一票，这个国家必将陷
入瘫痪。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必
须找到一个既能集中人民意志，又能消除
异见的办法，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
中制是人类民主宝库中的中国智慧，是一
种高效率的民主制。

在此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过程中，

有西方国家借“独立候选人”问题批评中国
的政治制度。在郑永年看来，“这是因为他们
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而非从中国
本身的实际出发。他们很难看到中国政治的
发展方向。”

郑永年认为，这里涉及两个重要的政
治概念，即选拔和选举。选拔制度是中国
传统政治的精髓，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
而选举对中国来说则是相当新鲜的事物，
是近代之后才进入中国的。中国没有拒绝
这种来自西方的制度，但也并非完全照抄
照搬，而是把选拔和选举制度结合起来。
从程序上来说，选拔和选举的结合就是首
先选拔一些优秀代表候选人，然后让人民
来选举。

在不少西方人的脑海中，有一个根深蒂
固的观念，即“西方式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
的最终政体形式”。这一观点出自日裔美国政
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发表的《历
史的终结》一文。但是，郑永年认为，“中国
必须给自己一个机会，同时也给其他国家提
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经过6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30多年的实践，中国新型的民主制度逐渐
得到世界的认可。由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出版
的《习近平时代》一书中指出，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抛弃简单地根据西欧经验来观察中国
的民主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在坚持
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中国的民主化”是可
能的。

9亿张选票里的中国民主
本报记者 潘旭涛

11月15日上午，在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

选区怀仁堂投票站，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将

一张选票，投入到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中。

12月2日，福建厦门集美中学的区级第

107选区第2投票站，刚刚年满18周岁的高

二学生马若阳，兴奋地投下自己的选票：“终

于体验到课本上所说的选举权了！”

从2016年开始，中国新一轮县乡两级人

大换届选举陆续展开，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

公民，全国9亿多选民参加选举，这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基层民主选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社会政治稳定

与政治参与两者之间达成平衡的制度保

障。”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

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面对本选区的4名人大代表候选人，白
发苍苍的韩月爱显得有些激动。“人民的困难
事，人民代表要帮着办啊。”她从椅子上站起
来，提高了嗓门，向候选人陈鹏提出了养老
床位难找的问题。

听到韩月爱的提问，台上的陈鹏立马坐直
身子，认真地回答道：“如果当选，我将向区民
政等部门建言献策，推动社区养老驿站建设。”

韩月爱是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北里社区
居民。这是11月10日石景山区选举委员会八
角地区分会第三选区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
见面会上的场景。在对候选人进行一番“面
试”后，韩月爱与所在选区的2300多名选民
选出3名区人大代表。

在全国，有9亿多选民将投下自己“神

圣的一票”。根据宪法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每届任期 5年的规定，自 2016年开始，
全国县乡两级人大将陆续换届。全国将有9
亿多选民参加这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直接
选举产生250多万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并
在此基础上依法产生新一届县乡两级国家机
关领导人员。选举工作涉及全国2850多个县
（市、区）、32000多个乡镇，是中国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根据选举法，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不
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
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
外。中国五级人大代表都由民主选举产生，选
举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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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
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

11月27日，是重庆市云阳县县乡两级人
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的日子。这一天，尽管
寒气逼人，但在全县的几百个投票站现场，
横幅高悬、人头涌动。

上午9时，故陵镇第三选区宝兴村投票
站投票开始，现场顿时沸腾起来。“左边的票
箱是投县代表的、右边的票箱是投镇代表
的。请大家一定区分清楚，不要投错了。”工
作人员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引导选民往两个
不同的票箱投票。

82岁的吴明山不识字，眼睛有些老花，
但他谢绝了工作人员代写选票的好意。他让
工作人员把候选人的名字按顺序念给他听，
然后，颤抖着填完选票。吴明山一边将选票
投进票箱，一边说：“这些候选人谁办事热
心，我比谁都清楚。”

在现场，有一辆鄂字牌照的出租车。车
主叫石光学，在湖北宜昌跑出租。一天前，
他开了4个多小时的车专程回来投票，投完
票后，还要赶回宜昌。来回奔波只为了“能
够亲手行使权力”。
“县、乡是中国行政体系的末端或者基

层，这两级是人大制度权力的最初来源。中
国领导层对这两级选举的重要性有充分认
识。”郑永年说。

17张选民证，张张崭新如初。这是北京
市昌平区沙河镇94岁老人窦宇宏跨越半个世
纪的珍藏。

第一次选举，窦宇宏毕生难忘。
那是 1953 年 12 月 25日。提前 10多天，

街道干部上门发选民证。“喏，就是这张。”
老人挑出纸质呈暗黄色的一张，上面用繁体
字记录着选举人姓名、性别、年龄等事项。
“什么是民主选举？”当时的窦宇宏一头

雾水。选举当天中午，他到附近冰窖口胡同
一处平房里投了票。

63年后的2016年11月15日，窦宇宏在家
人的搀扶下，再次参加了投票选举。如今，他
对民主选举早已有了深刻体会。他说，“如果
老天爷让我多活几年，我还会参加下一次选

举。这是我的公民权利，也是义务。”
窦宇宏与17张选票，见证了中国民主制

度的发展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的

集中体现，而选举是民主制度的基础环
节。1953 年 2月 11 日，中国第一部选举法
诞生，中国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由此确
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举制度经历了3
个历史性跨越：一、1979 年选举法修订，
把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由乡镇扩大到
县一级；二、同是 1979 年选举法修订，将
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三、2010 年，选
举法再次修订，从城乡按不同人口比例改
为按相同人口比例产生人大代表，全面实
现了选举权的平等。

12 月 1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
《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
显示，在当选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987名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
有401人，占代表总数的13.42%；妇女代表
699人，占代表总数的23.4%；少数民族代表
409人，占代表总数的13.69%。

制度在革新，细节也在完善。今年，上
海市为了动员选民参选，首次制作了换届选
举微动漫，拍摄了公益宣传片和基层代表履
职风采电视专题片，借助微信、楼宇电子
屏、移动电视等新媒体滚动播放。

60多年来，中国的民主制度除了逐步增
强平等性外，在保证公平、公正方面也进行
了不断探索。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尤

为严格。11月15日，习近平在参加北京市区
人大代表的选举投票时强调，要加强对选举
工作的监督，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零容
忍”，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
“我全程没有花过一分钱。资格审查人员

到我公司，盒饭都没吃一个。”湖南长沙市雨
花区人大代表李章说，自己的当选经历、其
他代表的精神面貌都让他感到“和过去想象
中的不一样”。

目前，湖南已经完成乡镇人大换届选
举，县、市区人大换届选举也即将收尾。
湖南深刻吸取衡阳破坏选举案教训，专门
成立换届风气监督工作小组，今年以来通
报各类违反换届纪律典型案例 53期，涉及
452人次。

9亿人投下“神圣一票”

60多年制度不断完善

新模式世界逐渐认可

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大浪镇古等壮

寨，一名壮族选民在填写选票。

庞革平 龙林智摄

▲江西南丰县傅坊乡梅林

村选民观看张榜公布的选民名

单。 黎兴旺摄（人民图片）

��重庆市綦江区三角
镇杜家村镇人大代表换届

选举现场。

陈星宇摄（人民图片）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玛

县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投票选举

现场。 周长平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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