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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生动幽默的笔触和丰富有趣的故事，勾画了美国及其他各国选举制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用
民主法治的理论和数学统计的推理，概括并分析了选举投票中的20多种僵局和困局，以及它们在人类
心理、统计概率、计量方法和投票制度等方面的成因。
在这种纵横两维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对选举制度及宪政制度的创建和改革提出了范围广泛、富有
创意而又切实可行的建议。
　　本书第一版出版后在报章、电台及网上广受好评，读者称“不忍释手”，学界则称之为关于民主
的“小型百科全书”（厦门大学教授胡兆云语）。
我国一流大学如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政治学、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学的院
、系纷纷将它列为教科书、必读书。
本版增补了作者初版后四年问研究的新成果，包括理论新发展、技术新发明和历史新事例，同时也删
改了许多文字，增、改总篇幅超过50％。
增订版改进或提出的各种程序、技术和方法，可直接运用于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日益增多的
各类集体决策，如评选、评审、表决、投票、推举、谈判、磋商、选举等，有助于避免制度陷阱，改
善决策质量，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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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三足鼎立，还是四足鼎立？
　　上一节关于“三足鼎立”的国家体制的讨论，在某一点上是接受了1788年生效的美国《宪法》正
文的思路，即将立法、行政、司法确定为唯一重要的三足或三支，似乎没有其他东西与它们至少是同
样的重要了。
　　其实，美国的开国者在宪法还没有签字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三支思想”里隐含的致命缺陷，并几
乎在第一时间就对之予以纠正。
这个缺陷就是，《宪法》正文中只字未提言论自由。
　　上文提到，美国的立国者们已经理解到：（1）稳定离不开民主，所以总统必须民选；（2）民主
离不开法治，所以司法必须独立；（3）法治离不开民主。
所谓法治，就是由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来管理有关社会的一切；要使绝大多数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
这样的管理，就必须让他们信服，法律真正是“全体人民的相互约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民
选的代表来制定法律，所以议员必须民选。
　　但是，单单做到以上三条，即民选总统、民选议员、司法独立，是不是就保障了民主法治呢?不是
。
所谓民主，当然是指人民当家做主，具体体现为民选各级行政长官和各级议员。
但是如果有人垄断信息来源，不把有关社会或自然的全面情况告诉人民，或不让人民相互了解各自的
愿望、意见和主张，这样垄断者就可以操控人民的思想、观念和意见，表面上做主的人民就成了实际
上的傀儡，就像封建时代的皇帝大公可以被宦官、外戚或强臣挟制架空一样。
这样的民主就成了假的、空的。
民主不存，法治焉附？
　　最有可能实施这种信息垄断的，自然是包括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在内的各级政府。
一是因为他们掌控着政权，有这个能力。
二是因为官员要连任升迁，有这个需要：连任升迁需要政绩，政绩说到底是在人民心中，在别人心中
的政绩不仅是做出来的，更是说出来的；要保证别人说你政绩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信息，也就
是控制言论。
　　这并不是因为政府官员特别的“性本恶”，而是常人天性和工作性质使然。
譬如，若在足球场上不设守门员阻遏对方的前锋，前锋们自然就会不断地把皮球踢进双方的球门，踢
得球赛失去了悬念和惊喜，踢得球迷失去了渴望和刺激，踢得球队失去了球迷和收入。
莫怪前锋“性本恶”，这不是前锋的错，而是制度的缺陷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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