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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细节的思考：选民小组制度初探 

朱思昊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156】【字号：大 中 小】 

 

引论

    在《选举法》中，第31条以及第33条对选举小组作了简单的规定，从内容上来讲只规定了选民小

组在选举中的作用，对于“选民小组会议”的具体操作形式以及其法律依据却不是很完善，主要问

题包括：通知程序不规范、对选民小组会议的监督无法可依，以及参加选民小组会议的委托问题。

再有就是选民小组召开会议的提出和次数没有具体规定。现实中，不是每个选民小组都开会，这种

情况下如何保证“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总而言之就是选民小组的组成、组长的选举、会议制度、

决策机制、议事程序与规范、监督办法、推荐表管理填写办法等。没有明确规定，《北京市区、

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中对选民小组组长、副组长产生做出规定，

但各选区的实践也不相同，有的选区就没有召开选民小组会议，比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所在的选区。

但是实际选举工作中，选民小组的作用非常重要，选民的选举权利有很多是在选民小组中完成和实

现的，立法上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完善。 

    选民小组的产生 

    在社区中，选民小组人数一般是50人左右，如舒可心参加的三里屯选区8000多名选民，分为153个

选民小组。选民小组基本根据居住情况来划分，如相临的几个楼房单元。选民小组组长产生有的是

根据第一次选民小组会议由选民选举产生，这种情况非常少，因为社区选民缺乏参加选民小组会议

的动力，难以保证有足够多选民参加会议，如王海参加的第一次选民小组会议只有八人参加，这样

前提下产生的组长必然缺乏代表力；有的则是由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也就是选区工作组）指定；

有的则是选民会议召集人自然出任组长，甚至还出现了由副组长指定组长的情况。 

    选民小组在选举中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组织基层选民参加选举 

    选举中选民的组织工作是选举工作的首要环节也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选举委员会通过选民小组

会议这样一种形式，将选民按一定的标准如居住区域集中起来，以便完成选举这项特定的任务，使

有关目标能够通过选民小组迅速的向每个选民贯彻，并通过选民小组会议收集选民反馈的信息。选

民、选民小组、选区构成了一个金字塔，而选民小组则是使选民从分散走向组织的第一步，也是关

键一步。 

    2、节省选举成本，在选民与选举组织机关之间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 

    选举组织机构在选举的过程中，有义务将有关选举的规则，注意事项等通过一定的渠道告知选

民，由于选民数量的庞大，如采取个别通知的方式，将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成本。选民小组会议

恰好可以通过将某一固定区域（同一个楼）的选民集中起来统一行事。同时也是给选民提供一个可

以交流的平台，是目前选举动员的有效途径，可以说如果没有选民小组，无法保证选民的参选率，

尤其是在社区。这是选民小组存在的必要性。 

    3、决定初步候选人； 

    根据选举法规定，选民10人以上的可以联名推荐初步候选人，并不受选民小组的影响。但在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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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参选的过程中，三里屯选举分会在答复咨询时说，推选候选人的选民必须是同一选民小组成员，

不能跨小组提名。王海所在得选区还要求选民联合提名的必须经过选民小组组长来签字，才能提交

选举委员会。在一些选区，选民小组被认为是提名的基本单位，选民必须通过这个基层单位才能与

更高层的选举机构如选区工作小组、选举委员会分会联系，而选举委员会处在最高层。有些选民小

组特别是单位选区中，还承担了推荐组织候选人的任务，这样产生候选人虽然形式上是选民推荐，

但事实上是组织通过选民小组完成了形式化的转变。 

    4、酝酿决定正式候选人； 

    在此次舒可心参加的选举中，酝酿正式候选人阶段实际上是由选民小组组长参加完成的。选民小

组组长无形中成为该选民小组全体选民的代表，全权代表选民决定谁成为正式候选人，选民小组的

组长是否具有这样的代表力，以及这种形式的代表是否需要具备一些合法要件是有待商榷的。 

    3、与正式候选人见面； 

    在正式候选人产生后，按照法律规定，要与选民见面。这一程序在舒可心参选的过程中完全是上

由选民小组组长来完成。普通选民不能及时得到信息。舒可心在见面会之前是专门提交了一个书面

申请并且满足选举委员会分会“不带媒体”的要求后得以参加的。 

    选民小组在具体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推荐表缺乏法定格式 

    推荐表有很强的不科学性，缺乏法定格式。有关推荐表的发放和使用规定也不清晰，舒可心在参

选的过程中多次向三里屯分会咨询相关问题，每次都得不到准确的答复。 

    推荐过程缺乏可操作性 

    对推荐范围和推荐提交人为的限制使选民不能够很好的行使推荐权和被推荐权。如舒可心所在的

选举分会要求必须在小组内推荐。但实际情况是，推荐舒可心的36人来自不同的选民小组；选举分

会还要求必须在开会时就填写推荐表，但实际上第一次会议后虽然选民进行了推荐但并没有填写表

格，舒可心也是会后领取表格进行的联署；这里带来了一系列诸如如何确认推荐表的有效性、如何

组织推荐等问题。总的来说，关于“推荐”的相关规定缺乏法律上的统一性，特别是程序上缺乏统

一的规定。 

    

    选民的选民小组会议参加权无法保障 

    王海在去开第二次选民小组会议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会已经开完了，大家都不准备推荐谁

了。可选举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经调查核实后发现，王海小组内没有任何选民表示放弃推荐的权利，

也没有接到会议取消的通知。实际上，选民的推荐权和被推荐权就在选区工作组的某种无根据的决

定中被剥夺。 

    会议代理权缺乏相关规定 

    在舒可心参加的第一次选民小组会议中有个别选民同时代替了2个人进行参加会议并进行推荐，代

理人并没有出具任何证明委托的书面材料。而舒可心欲代理其母亲参加选民小组会议的要求却被选

委会分会否决。同样的事情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关于代理权制度的缺位是造成这个现象的一

个重大原因。 

    选民小组制度的价值 

    在选举的过程中，选民选举权的实现有赖于选举组织机关的一些列积极工作，如前所述，选民小

组会议起了一个想当关键的作用。 

    选民小组会议的程序性规范实际上就是对选民推荐权和被推荐权的保护，这里需要解决一个问

题，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不是应该得到进一步细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笔者认为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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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分解为：参选权、自荐权、推荐权、被推荐权、选举中的委托和被委托权（涉及

到政治权力的问题是否可以将委托投票扩展到参加会议等方面）、监督权等。这些权力在选举的不

同阶段得到具体的体现，从而构建了整个选举过程中动态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同时要关注的是再赋予选民这些权利的同时更因该关注如何对这些权利进行保护，如何在这些权

利被侵害时给与司法上的救济，构造结果模式。我国的选举法在这方面是存在不足的，目前能够提

起诉讼的只有选民名单案件，而选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其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有相应的救济渠道。

如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议会选举指引中，每一章的最后一部分都规定有相应的制裁性条款。 

    选民小组制度的完善 

    就目前选举情况而言，选民小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也毋庸讳言选民小组并没有发挥其应当发

挥的选举基层单位作用，而且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选民之间的互动和协商，有改革的必要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准许选民自由组成选民小组，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待商榷。选民小组制度作

为一个细节性制度，如果完全由选民通过自治的形式予以阻止，在现在的情况下将会使调动选民积

极参加选举变得更加困难。 

    有益的尝试应该是完善选民小组的操作细则。选民小组的议事规则和会议制度应当以充分保障选

民民主权利为原则，不得制定条款限制该小组选民投票的具体对象，也不得制定条款限制该小组选

民参加其他选民小组提名候选人，但应防止该选民重复使用提名权。可以制定具体表决和选举程

序，确定参加酝酿协商正式候选人的代表，参加正式代表人见面会的代表。选民小组选举产生组长

和副组长，负责与选区工作组进行联系，传达有关选举的政策和规定，组织本选民小组进行正常的

选举活动。这些规定可以由各个地方的选举组织机关根据本地区情况加以制定，并在本地区如区县

人大选举中予以具体实施，以保障选民小组会议这一制度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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