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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5月20日，越南全国5600多万选民前往各地投票站，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第十

二届越南国会代表。5月29日，越南国会选举委员会正式对外公布了最终的选举结果，全国875位候

选人中只有493人当选，没有达到预期的500位。 

    这是在越南全面深化革新事业，加快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和融入国际经济进程的新形势下举行

的一次重要选举，被认为是2007年越南政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一件大事”。选举的结果无疑将

对未来越南的政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而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越南作为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社会主

义国家，在国会改革方面不断颇具“越南特色”的改革举措，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民主、合法、安全、振奋”的选举 

    国会是越南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会代表依法选举产生。越南相关法律规定，越南年满18周

岁的公民，不分民族、性别、职业、社会成分、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年

满21岁的公民还有权依法参选国会代表，但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国会代表选举为差额选

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选举中，代表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的选票才能当

选。 

    为了组织好本次国会代表选举，越南党、政府、国会和祖国阵线（具有政治协商性质的组织）

做了大量、充分、扎实的准备工作。2007年1月中旬，越共中央十届四中全会就专门讨论过国会选举

的筹备工作，1月29日，国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决议，确定选举日并成立了国会选举委员会。此后，选

举的各项筹备工作在紧张、有序、顺利中稳步进行，从宣传动员、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到申诉案件

处理、安全保卫工作等各环节，越南的相关部门和机构之间展开了良好、密切的配合，为选举的顺

利进行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为了充分体现民主、平等的原则，确保将“德才兼备”、“代表人民意

志和愿望”的人选入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及各省、直辖市委员会组织召

开了三轮由各国家机关、政治组织、社会政治团体、社会组织及军方参加的协商会议，并于4月25日

最终敲定和对外公布正式候选人名单。 

    5月20日投票那天，越南从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到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全国选民热情

高涨，他们都非常“严肃、认真”地行使了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通过投票慎重挑选合乎标准、德

才兼备、能够代表各族人民的人进入国会。据越南国会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的投票率

高达99.64%，有59个省市的投票率在99%以上。 

    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在一些官员和一位99岁老人的陪同下，率先来到河内一个投票点投票。

据越南媒体报道，在某省一个偏僻落后的山区县城，甚至还出现了10多位白发苍苍的百岁老人一同

参加投票的感人场面。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海外反政府势力和某些西方人士曾跃跃欲试，国内执不同政见者也频繁采

取行为，企图“里应外合”，利用本次国会选举压迫越南党和政府“扩大民主”，“加快推进政治

改革进程”。越南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这次选举的安全保卫工作，制定了相应的安全保卫措施

和应急预案，使这些干扰都没有对选举进程造成大的影响。总体上看，第十二届国会选举的筹备和

选举期间，越南社会稳定，治安状况良好，没有出现安全问题，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民主、合法、

安全、振奋”的成功选举。 



    新国会“三化”明显 “四驾马车”高票当选 

    新当选的493位代表中，有153人为中央推荐、340人为地方推荐；少数民族87人，占17.65%；女

性127人，约占25.76%；党外人士43人，约占8.72%；自荐当选1人，仅占0.20%；在875位正式候选人

中，少数民族、女性、党外人士和自荐候选人分别占到289、168、150和30人，均明显多于往届，但

选举结果却出乎预料，少数民族、女性、党外代表所占比例都没有达到先前期望的那么高，自荐候

选人仅有1人当选，甚至少于上届。 

    新一届国会代表既是“不同战线、不同岗位和不同地区的优秀分子”，在民众中拥有广泛的代

表性和影响力，同时又具有“开拓精神”、“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在素质和能力上有新了的突

破和提高，充分体现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特点和趋势。本届国会代表中新当选的345人，约

占69.97%。其中，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共54人，约占11%;而60岁以上的代表只有29人，所占

比例不到6%;大学文化程度309人，占62.68%;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164人，占33.27%。新一届国会

代表整体年轻、文化程度跃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代表综合素质的提高，这将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行

使代表的职权。越南民众普遍期待新当选的年轻代表在为国会增添新鲜血液，注入新活力，带来新

风貌，确实在完善国会组织、深化国会改革、加强国会立法和监督，特别是在治理腐败，改善民生

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越南现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高票再次当选国会代表，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在太原省的得

票率为91.35%;国家主席阮明哲在胡志明市赢得89.68%的票数;而总理阮晋勇在海防市获得99.07%选

民的支持，成为本届选举的最高得票率;国会主席阮富仲在河内也得到了88.12%的选票。高层“四驾

马车”高票当选，说明他们得到越南民众的高度认可和支持。而党员代表占据90%以上的比例，也说

明“人民更加相信党员”，折射出越共民意基础扎实、执政地位牢固的一面。 

    不过，中央推荐的165位候选人只有153位当选，“意外落选”者达到创纪录的12人，其中不乏

政府重要部门的官员。来自党中央、中央政府、国会机关和祖国阵线等行政机构的官员代表数量进

一步下降，分别只有11、20、75和27人，而更多德才兼备的科学家则进入了国会，专职代表比例也

将进一步上升，从上届的25%提高到28%。民众认为，这样的结果有利于改善官员“既当球员又当裁

判”、“边踢皮球边吹哨”的状况，有利于提高国会的监督职能。 

    80高龄的陈文龙是新一届国会中年纪最长的代表，他是一位高僧，法号释清思和尚。年仅24

岁、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河内法律大学毕业生韦氏香在西北山区奠边府省以72%当选，成为最年轻的国

会代表。自幼年父母双亡、靠吃“百家饭”长大、累计捐助善款超过10亿越南盾的义安省退休老医

生阮明雄，在经历上届选举名落孙山之后东山再起，这次终于如愿以偿，成为30位自荐候选人中

“硕果仅存”的一位国会代表。 

    国会选举的“特色举措” 

    革新开放以来，越南不断结合自身实际，采取改革措施，逐步完善国会选举制度。这些改革举

措颇具“越南特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确定代表的“五大标准”。经过修改的《越南国会代表选举法》规定，国会代表必须具备“五

大”标准：一是忠于越南社会主义祖国和宪法，努力为推进革新事业，促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

设，实现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而奋斗。二是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勤俭廉洁，大公无

私，模范遵守法律，坚决同一切官僚主义、作威作福、贪污腐败现象和各种违法行为作斗争。三是

具备履行国会代表任务、参与国家重大问题决策的水平和能力。四是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人民意

见，受到人民信任。五是具备参加国会各项活动的条件。这“五大标准”也成为评判、衡量国会代

表候选人具备资格与否的主要尺度和“硬性指标”。不少有意参选的人在认真对照“五大标准”

后，自认“尚未达标”并宣布放弃参选。而另一部分人虽自认“达标”，但祖国阵线和选举委员会

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并未“达标”，他们照样不能如愿成为候选人。林同省一位工会干部进入正式

候选人名单后，被查实“未按规定充分、如实地公开自己的简历”，因而“没有达到第十二届国会

代表候选人标准”，候选人资格就在选举前几天被取消。 



    允许公民自荐参选。根据越南相关法律规定，除正在服刑、被拘留或刑事起诉、被行政管制等

情况外，越南公民年满21岁即有被选举权，也有权自荐参选国会代表，但前提条件是必须符合国会

代表的相关标准和要求。最近几届的国会选举都出现自荐候选人参选并当选的情况，本届国会选

举，自荐参选人数大幅增多，被认为是民众参政议政意识明显增强的体现之一。祖国阵线组织进行

的第二轮协商后，全国有1322名候选人进入了第三轮协商，其中自荐候选人为238名，占18%。经过

第三轮协商，最终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自荐参选者只有30人，约占全部正式候选人的3.4%。但只有一

位自荐候选人最终如愿成为国会代表。 

    候选人须过“民意关”。所有国会代表候选人都必须经过本单位和住地群众两道“民意关”，

如果得不到所在单位和住地居民50%以上的民意支持，他们将不能成为候选人。征求民意支持的做法

迫使国会代表或有意参选国会代表的人自觉深入到民众当中去，了解、掌握民众的现实情况和所思

所想，关注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可有效避免部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身为领导如果

不密切联系群众，与单位同事及居住地民众群众“打成一片”，将很难获得足够的基层民意支持，

自然也就当不上国会代表，政治生涯也大受影响。1名教师曾因揭露教育界的贪污腐败而名噪一时，

此次国会选举他也积极报了名，但他在单位“确实人缘不好”，民意支持度几乎为零，最后只得宣

布放弃参选。 

    选前安排候选人同选民“见面”。越南相关选举法律规定，正式候选人确定后立即通过新闻媒

体公布每位候选人的简历和照片，供民众全面了解候选人的情况。接着，各级祖国阵线委员会在同

级地方政府的配合下，选择在同一个时间段，安排包括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在内的所

有候选人，前往本人所在选区直接与选民见面，同选民们进行广泛交流互动，听取选民的意见，回

答选民提出的社会热点问题，并陈述本人当选国会代表后的“行动计划”，以便在任期内接受选民

的民主监督。本届选举的见面时间安排在5月3日至16日，要求每位候选人至少要参加6场见面会，而

实际上最多的参加了30场。这种与选民见面的做法，虽然不同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竞选”，但

实际上“竞选”的味道也很浓。因为，这是一次候选人向选民充分、全面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是一

次考验候选人综合素质的过程，如果候选人在这一过程中表现欠佳，选民们很可能会“抛弃”他，

最后把票投给他的竞争者。据越南媒体报道，本次候选人和选民见面场面十分热烈，选民们普遍问

及反腐败、教育改革和“看病难”等社会热点问题。国家主席阮明哲在和胡志明市选民见面时，选

民们就问他反腐败和身体状况等敏感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近年来，越南一直在大力推行国会质询制度,也引起较大反响。其主要做法是，

在国会开会期间安排专门时间，供代表们就某些问题质询相关政府、高检或高法官员，同时允许电

视台和广播电台全程跟踪直播，通过观看直播节目，老百姓经常可以领略到部长们在问答质询时

“额头冒汗”的风采。自从实施质询制度以后，“政府官员不再敢小看国会”，代表们不再是“举

手表决机器”，国会也甩掉了“橡皮图章机构”的帽子，权力和职能明显加强。 

    越南党和政府一贯主张，革新开放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下，经济领域的改革应先于政治领域

改革，政治改革必须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稳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国会改革是越南政治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走得最快、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领域。不过，越南国会改革的深化也面临诸多

内部挑战和困难，同时也承受着来自西方的压力和干扰，如何化解挑战和压力，排除困难与干扰，

将是对越南党、政府，特别是新一届国会的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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