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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选举制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立的,以普遍、平等、直接和无

记名投票为基本原则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选举制度。它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民主觉悟,增强了中

华民族凝聚力,对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都有着积极作用。并为当前我国民主选举制

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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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民主大选举运动曾引起世人注目,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成果,确立了具有近现代国家民主选举制度的一般原则和富有中国特质的民主选举制度,其作用和意义是

重大而深远的。但以往的研究多关注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和村级的基层选举。笔者拟在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民主选举制度进行深刻历史考察的基础上,重点揭示其鲜明的特质和重大的历史作用,为当前我国民主选举制度

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选举制度的一般原则与鲜明的中国特质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制度,是在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选举制度的基础上,依据普遍、平等、直

接、无记名投票的原则和中国的国情而确立的。经过多次的民主大选举运动,从内容到形式逐步发展和完善,具

备了近现代国家民主选举制度的一般原则。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及苏维埃时期

民主选举的经验,又使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 

        首先,充分地体现了民主选举制度的一般原则。 

        第一,无任何限制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主要指选举资格范围的普遍和广泛,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大多数人

所拥有。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相比,社会基础更加广泛。这

样的政权性质就决定了抗日根据地必然要实行普选制,即对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取得不附加任何限制,不以

财产、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条件限制选民的资格。正如谢觉哉先生所说:“这叫做‘普选’,比以前宽大的

多。”[1]中共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明确提出:“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

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2]此后中共中央文件、中共领导人讲话始终坚持抗日根据地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

1937年5月12日,西北办事处召开行政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特区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草拟的《陕甘宁边区选

举条例》。该条例第一章开宗明义地规定了选举的原则:“本条例遵照国民政府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民主的原

则,并依据陕甘宁边区的特殊情形而制定。”“本条例采取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保证实

现彻底的民主。”并明确规定:“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十六岁的,无男女、宗教、民

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修改后的《陕甘宁

边区选举条例》,在选举资格上增加了“无阶级、职业”的规定。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

例》又增加了不分“党派”差别的规定[3]53,121。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条例也都规定除极少数的卖国

者、被判罪并剥夺公民权者和精神病患者外,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宗教、性别、职业、财产和文化程度,都

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充分体现了民主的精神,体现了抗日民主政权统一战线的性质。改变了苏维埃工农民主



政权中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属于劳动群众,不给一切剥削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原则。“不但地主、绅士、资本

家已事实上恢复了公民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 

且各种抗日的党派,已有了公开活动的可能,以及进行竞选的自由。”[4] 

        第二,真正的平等性。平等选举,即一切公民都以平等的地位参加选举,每个选民有且只有一个投票权,每张

选票的效力均相等。抗日民主政权实施平等的选举制,各抗日根据地颁布的选举条例都规定平等的选举原则。

主要表现: 

        一是所有选民不受性别、职业、财产等限制,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个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

个投票权,每张票效力相等。二是各级参议会代表名额的分配是平等的。即以一定的人口比例为基础,每一代表

所代表的人口比例相等。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每居民五千人得选举参议员一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员的选举

以县市为单位,“三万公民以下之县,选举参议员二名,三万公民以上之县,每增加三万公民增选参议员一名,所增

尾数超过一万五千人者,亦得增选参议员一名。”[5]三是平等的竞争。所有候选人都是平等的,谁当选由选民来

决定,“凡以威胁利诱等舞弊手段妨害选举自由者,不问当选与否,除制止其行动外,并将当选人及参加舞弊人提交

法院依法惩处。”[3]124 

        第三,直接性。所谓直接选举,是指由公民直接投票选出当选人。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制度规定各级代表机

关都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从乡代表、区参议员、县参议员到特区参议员。各级政府由各级参议会选举产

生,对各级参议会负责,人民真正直接行使其选举权。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是中共实施普选制的实验区,实行得更彻

底。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特殊的环境,如游击区、沦陷区无法召集选民进行直接选举,可以采用间接选举或聘任

的方法。但是,这里的人民群众克服重重困难,甚至顶着枪林弹雨,冒着生命危险,“以种种特殊的方法进行选

举”。有些村庄在黑夜里到荒野或森林中进行选举,还要举行庄严的仪式;还有些村庄派人站岗放哨,监视敌人的

动静,等敌人出动了,他们也结束了选举[6]29。 

        其次,具有鲜明中国特质的选举制度。 

        第一,物质和法律的切实保证。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制度的法律保障,其特质在于它的实际性。即抗日民主

政权不仅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及对选举条例的解释和实施细则,切实保证广大的人民群众充分行使自己的权

利,为选举运动提供物质保证。抗日根据地的选举制度可谓开世界近代选举制度之先河,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国选

举制度的一大特色。各抗日根据地选举条例中都明确规定,选举所需费用由政府负担。如《陕甘宁边区选举条

例》就规定:“各级参议会选举经费,由边区政府支付之。”[3]55再如《津浦路西乡选暂行条例》第7章第13条

规定:“乡民选举所需经费,由各乡选举委员会,拟定预算,送请各县县政府核准支付之。”[7]切实做到了“政府

不但从法律上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且在实际生活上,在物力和人力上帮助了人民自由权利的发挥和发

展。”[3]288-289 

        第二,选民对代表和政府拥有监督权和罢免权。没有罢免权的选举权是不完整的选举权,正如列宁所说:“任

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确实代表人民

意志的机关。这是真正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对于一切代表会议是如此,对于立宪会议也是如此。”[8]苏维埃时期

就对选民的监督罢免权非常重视。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代表须按期地向其选

举人做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实行新选举的权利。”[9]9抗日民主政权下选举制度的监督

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选民对代表的监督与罢免权。各抗日根据地在其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如《陕甘宁边区议会

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选民对于所选代表认为不称职时,得随时撤回改选之。”[1]《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

选举条例》规定:“各级参议员在任期内如有不称职的,得由该级议员选举之法定人数十分之一以上的选民的提

议,经由该选举单位投票罢免之。”[3]在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民主选举运动中,“召回权在乡一级多已

实行”[10]。 

        二是对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罢免权。每届选举都是对政府工作的大检查,上届政府要向人民汇报

工作,人民可以自由的提意见和建议。“乡政府分村向村民大会报告工作,请求批评,区县以上政府,还得把报告登

在报上,做得好,人人称赞,做得不好,就得受指责。人民是不客气的。政府负责人能否继续当选,就看这次讨论会

中,人民对他的评论如何。”[11]“选举是老百姓对政府工作的大检查:乡市半年来一次,县一年来一次,边区两年

来一次。这对政府有很大好处:工作呢,好的赞扬,坏的谴责;人员呢,剔退一些,新选一些。”[9]214而且,公民可以

“控告以至越级控告失职的政府人员等”[3]288。 



        第三,投票方式与组织管理的独创性。民主选举制度,采用秘密的无记名投票,以保障选民的选举自由,以防

止打击报复。但当时由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低,大部分是文盲。如何保证秘密无记名投票?在中国共产党的带

领下,根据地人民发明了投豆法、背篓法,或用香火烙票法等简易可行的投票方法,保证了无记名投票原则的真正

实行。民主选举制的有效运行对于民主选举本身的组 

织与管理有着较高的要求:要有精干、高效、民主的选举机构作组织保障;要及时准确地进行选民登记;要公平合

理地划分选区;要有公正、稳定而便捷的计票制度;要允许并规制各方的竞选运动,等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

制度的组织与管理不仅符合现代 

的民主选举组织与程序的要求,并独具特质: 

        其一,选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为民主选举的顺利运行和成功提供了组织保障。边区、县、乡市均设选举

委员会为办理选举的专门机构。边区选举委员会为常设机构,办理各级的选举事宜;县选举委员会负责办理该县

及乡的选举事宜;乡市选举委员会办理该乡的选举事宜,县乡选举委员会不常设。选举委员会的组织是非常民主

的,各级政府、法院、驻军长官,不得为选举委员会委员;边区选举委员会“由各党各派,当地政府及民众团体代表

组织而成。”[12]乡市选举委员会的成员,由边区级和县级举办选举训练班进行培训,训练其到基层去做宣传工

作,“报纸、画报、戏剧,一齐动员起来。唤起大家对选举的注意,知道选举的意义及应该做些什么事。然后按选

举区组织选举委员会,委员会人选由各民众团体推出,上级派一人去参加。”[11] 

        对选举委员会的工作,有专门的文件,如《陕甘宁边区选举委员会工作细则》、《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

会组织规程》等作了具体的规定,恕不赘述。选举委员会的工作最有特色的是宣传教育工作,即“有组织有计划

地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广泛的宣传鼓动教育解释。”[12]包括对选举条例,逐条地进行通俗的解释;举办选举训

练班,培训选举工作干部。1941年陕甘宁边区选举运动中,“边区政府先后派出九个工作团协助进行选举训练工

作,一共培养了八千七百多名选举工作干部。”[13]特别是对贯彻实施“三三制”政策的宣传,既要做原苏区干

部和群众的工作,也要做地主士绅的工作。思想工作做通了,才能保证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乡市的选举委员,一

是要深入到各村宣传,“动员各团体各小学组织宣传队、贴标语、画报、传单、挨户演说,说明选举的要。”

[14]动员人民积极参加选举;二是在选举过程中发动群众给乡政府的工作提意见,检查政府工作。 

        其二,选民登记方式的公开性,极大地激发人民争取和实现自己权利的积极性。选民登记(Regis-tration of 

Electors)是选举中确认合格选民的法定程序。在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运动中,由选举委员会进行选民登记工作,

然后张贴红榜。“村子的大院落的围墙,满贴着红的大榜,远远望去墨?淋漓,‘榜’字漆乌的发光,在这‘榜’字

的前面排列着一排公民名单。这些人都是经选举委员会登记了公民资格,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在榜的后尾

出现了一两个神经病患者或刑事犯被?夺了公民资格,有些榜的后面,除公民外还登记了候补公民,所谓‘候补公

民’就是还没有上十八岁的未来的小公民,于是刚刚哇哇坠地的小娃娃的名字也出现在皇皇大榜上。”[6]26这

样,极大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实现自己权利的积极性。地主、富农、士绅看到自己的名字上了红榜,“衷

心的发出微笑来,他们热情的走到参议会来了,走进政府里来了。过去逃亡在外的地主绅商,听说自己有了选举权,

被选举权,彼此相约归来。这才造成乡、县二级选举的高潮。破天荒的竞选的喜剧竟在这边陲的高山深沟里第

一次的演出,成为历史上的奇迹。这说明了‘三三制’得到了人民的反应和拥护,更加强边区人民的团结了。”

[5]另外,划定投票地点也很重要。一是要使选民易于到会。乡选举以行政村为单位,县以上的选举,可以在几个地

点投票,所以虽在偏僻之区,选民能够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二是在选举前使选民知晓他们的投票地点。 

        其三,竞选制定,充分体现了抗日根据地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关于竞选,一般被认为是政党的博弈,而抗日

根据地民主选举中的竞选则是选贤任能的大考场,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大舞台各抗日根据地颁布的

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各政党及各职业团体提出候选人名单,进行竞选运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选举委员会不

加以任何阻止。”[1]“谁都有参加竞选的自由,同时谁也有正当的批评竞选人的自由,自然,这种批评不是背后的

毁誉,而是当面的赞颂或指责。”[6]27在选举中,中共提出“民主政府施政纲领”,提出候选人名单并在报刊上公

布其“革命事略”及“在特区政府选举中应进行的具体工作”等,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争取选民[16]。公民积极

参加竞选,讨论候选人名单时,“老百姓纷纷议论,谁好,谁不好,什么话都讲出来了。他们不仅是自由选择,且可以

提议删去某候选人,或加提某候选人。”[17]但由于陕甘宁边区是从苏区转变而来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员占绝

对多数。选举刚开始时没有其他党派参加竞选,中共通过聘请勤劳国事及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名望的

党外人士参加,制定和实施“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等措施,开展竞选运动。 

        而敌后抗日根据地则不同,这里的政权是在建立了半政权性质的群众团体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来



的。因此,一开始就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所以在选举中竞争比较激烈。“竞选人在竞选晚会上或其他有群众

的场合发表演讲,公布自己的竞选纲领”,选民对受欢迎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否则就直言不讳地批评,并毫不留情地

将其赶下台。竞选人有的是单枪匹马,有的自由组合,还有的是群众团体提出[6]26-27。 

        二、重要的历史作用及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动群众,从提高农民民主意识入手,从最底层的村政权选举开始,开展轰轰烈烈的民主大

选举运动,并卓有成效,不仅历史作用重大而深远,对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村选制度的完善,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民主选举制度的实行是对人民的民主教育和民主能力的训练,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

会责任感。中共“把选举看做是改善政治,发扬与提高民气的一个推进机。”[18]选举前的大力宣传和鼓动工

作,通过报纸、画报、戏剧,贴标语、召开群众会,甚至到各家各户进行宣传,使每一个抗日的人民都明白由苏维埃

选举制转变为普选的民主选举制的必要性,真正懂得民主选举的意义和重要性,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民主教育。使

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民主的价值落到实处。在实际操作中,通过选民登记、确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投票、竞

选等一系列训练,特别是公开竞选制度,使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得到了民主的教育与训练,“人民并因此受到很大

的民主教育,政治文化水平因之提高,抗战热忱也愈益增长。”[17]连外国人都认为“选举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开

始创造一个有见识的、政治活跃的人民群体。没有操纵政治经济利益,来达到私人的目的,也是边区选举制度的

特点。”[19]135 

        第二,民主选举运动即是极大的抗战动员运动,保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目前抗战紧迫的形势下,民

主选举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抗战动员工作……,因为特区政府的民主选举是要产生真正能领导抗战保卫特区的政

府,同时也只有在抗战动员的工作中,去完成民主选举,才能在内容上充实这次的选举运动。”[20]因而要大力宣

传,使人民群众“深切认识目前抗战的形势,特别是特区已实际成为直抗战地区的紧急形势,以造成群众热烈的抗

战情绪,提高群众对抗战动员的热忱。”[21]通过民主选举运动,广大人民群众切实认识到抗日民主政权与自己

息息相关,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运动中,真正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第三,使抗日根据地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模范,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以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

的典范去影响和推动国民党中央政权的民主改革,实现全国政治民主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既定方针。

民主选举是实现社会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和关键所在。抗日根据地经过多次民主大选举运动,创建了具有鲜明

中国特质的民主选举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醒和政治参与热情,从根本上改变了基层政权的性质,

变动了中国农村的社会政治秩序。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也是对国统区人民民主要求的回应,推动了国统区民

主宪政运动的高涨,强烈地冲击和震撼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更重要的是,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制度为新中国

民主选举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正如美国人马克·塞尔登对1937年

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民主大选举运动的评价:“开创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治,成为其他根据地的榜样”。

“不仅对根据地内部具有重要意义,还含有全国和国际意义。”[19]127,135 

        第四,中共在选举中树立了良好形象,提高了执政能力,奠定了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全国胜利的基础。“在中

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

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

星。”毛泽东的话道出了中国共产党赢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制度,树立了中共在人民群

众中的良好形象,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高度认可、广泛支持和衷心拥护,同时也提高了自身执政能力。 

        综上所述,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运动,无论从规模还是民主程度上来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极大

地动员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造就了使敌人灭亡的汪洋大海;创造了形式多样、实际适用的选举

方法,使目不识丁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大众,真正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这也就说明了新民主主义不只是一些概括的知识、范畴和条文,它的内容将一天天在人民创造自己民主

生活中、民主经验的汇集中丰富起来。”[15]确立了具有现代民主选举制度的一般原则和富有中国特质的民主

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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