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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社区党组织的直接选举，放在更宏观层面来看，可以更好地认识其意义。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党内选举直接应对的是

几个问题。 

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背景。基层党内直选，尽管在法理上只是党的内部选举，但从南京的实际情况来看，非党群众通过

驻点调查、现场提问、投信任票等环节中参与进来，客观上形成了群众对社区党组织的认同，恰恰有助于、而不是削弱了党的领

导。  

二是形成党内自我更新机制。在党内民主多种功能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也是过去很少提及的功能，就是通过民主的制度建

设，能够形成一种促进新陈代谢的推动力量，形成一种自我更新机制。基层直接选举制度是党内自我更新机制中的首要一环，可以

为基层提供生命活力。363个社区直选的结果证实了这点。  

三是弥补体制性弱点。以扩大民主为价值取向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受到权力结构过于集中的大环境的影响，致使用人机制的

改革比较艰难。如何制约权力？可以权力制约权力，也可以权利制约权力。在现行体制不变的条件下，选举，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力

的有效方法。  

四是实现了党员的基本权利。在实践中，实现党员基本权利的制度化管道不足。基层直接选举，特别是群众联名举荐和个人自

荐，为真正实现党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提供了平台。  

五是为党内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选举本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但是，由于诸多利害关系，使得选举难以真正实现。

南京的基层选举证明，真正的民主选举，是可以得到群众拥护的，可以提升党员的权力主体感，并带来党内民主和社区建设的新风

貌。  

南京的直接选举给我们带来几个方面的反思。  

首先，科学处理任命制与选举制两种制度体系的关系，科学确定民主选举的边界。南京基层直选的好处就是在真正需要选举的

岗位运用选举，同时，规则界定得比较清晰，并顾及到现实的情况，采取了驻点调研等措施，符合实际。  

第二，什么是党的领导、党管干部的内容应与时俱进。在社会自治已初露锋芒的情况下，所谓党管干部，应是指在选举中的限

定资格和条件、制定合理规则、监督选举程序的实施，包括对干部的日常教育、监督。把党的最优秀党员推到竞争性选举中，只要

符合条件、不违规、不作弊，就是党的领导实现了。  

第三，改进选举程序。选举是一个过程，如果没有相应的总体设计，只有投票一个环节，是很容易被大量的“潜规则”所干扰

的。因此，逐步改革选举制度，探索质询、罢免制度，积极应对社会民主的发展浪潮，才能承担起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职责。  

第四，关于初始提名权。在选举类干部中，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组织推荐、党员联名推荐两种方式。南京基层直选

还包含有个人自荐方式。三种方式并存，可以拓宽选拔干部的视野，使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至于任命类干部，依据干部管理权限，可以由上级组织或个人提名，但需有公开提名、民意测评、政绩捆绑考核、负连带责任

等配套措施，以防止任人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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