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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五月初俊志来邮件，让我为他的《选举政治学》写个序，我未加深思便答应了。
回想起来，自觉奇怪，反思一下，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俊志的学问和学品的信任，二是源于本人
内心的一个与选举有关的情结。
大约是在1997年的金秋十月，我参加了一个主题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座谈会，其间听闻一位来自政
府部门的官员叙述的一个亲身经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具体落实村民自治试点工作的民政部基
层政权建设司农村处的官员，迫切需要了解如何组织村民选举的知识，为此他们咨询了国内政治学界
的专家。
官员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你们不是主张搞民主么，现在机会来了，可以在农村搞试点，你们说说怎么
搞。
没想到得到的回答颇令他们失望：专家研究的是民主理论，至于如何搞选举，不是他（们）的事情。
这件小事已过去了十多年，但我一直对此事留有深刻印象。
那时我刚转入政治学界不久，学科的认同意识也不是那么强烈，但不知为何，官员的失望之言使我有
了一种负疚之感。
得知俊志在这方面有所研究，并写出了一本书，高兴之际，对写序之邀痛快承应，尽管自己根本不是
这方面的研究专家（这也是情结难解的一个原因吧）。
不过，热情与效率并不成正比，为本书写序所花的时间超出了原先的预期。
拿到俊志寄来的书稿，便感觉到它的分量；通读之后，更觉得有必要认真对待这本兼具知识综合和普
及性的专著，因为作者倾注于本书的功夫渗透在字里行间。
为此，拟订相关书目让名下学生从人大图书馆借取，不够的自己跑北图阅读和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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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内第一本选举政治学的教材，主要围绕着选举的理论与历史、选举制度和程序、竞选和投票
行为等三个方面展开。
书中系统梳理和介绍了相关领域的基本知识、理论体系和前沿问题，分析了当代世界选举体系中，多
数代表制、比例代表制和混合代表制三种最基本的选举制度，阐明了不同选举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
政党体系和执政模式，并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产生模式。
作者认为政党和候选人的竞选行为一方面因选举制度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
点。
选民的投票行为既是影响一国民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支撑选举政治成功运作的重要变量。
    本书既可作为各类院校相关专业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亦适合作为国内有关部门在进行相关实
践活动时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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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俊志，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
副主任。
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就选举问题访问研究一年。
已经出版专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制度等待利益：中国县级人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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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分 民主与选举第二章 选举发展简史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都表明，
在世界各个民族的发展史上，最初都是通过各种朴素的投票技术，以选举的方式产生统治者。
即使在进入国家状态之后，仍然还有一部分地区保留了这种原始的民主传统。
君主政治兴起，虽然在一些地方以世袭等方式替代了选举，但是，也仍然有一些地方保留了以选举方
式产生君主的传统。
即使在君主专制的力量比较强大的地方，选举在基层社会中同样广泛存在。
而现代选举的兴起和发展，则来自代议民主政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第一节 古典时代的选举一、部落时代的选举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曾经留下过关于史前时代的选举和
投票活动的记录。
这些记录所记载的主要是，在专制君主出现之前的部落时代的选举和投票活动。
专制君主出现之后，在相当一些地方改变了最高权力行使者的产生方式，以血缘继承等规则来解决接
班人问题。
但是，部落层面的选举和投票活动，仍然在相当数量的一些民族当中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即使在专制君主出现之后，也有一些地方延续了选举产生君主的传统。
在欧洲大陆相当一部分国家的部落时代，后来发展出现的议会，在其产生之初，都只是一种君主与武
士之间的集会形式。
由于武士来自自由民，因而任何自由民都是这种会议的当然成员。
而这种集会的主要功能就是就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做出决策。
在集会之时，君主往往提出一些基本的议题，与会成员则用伴之以武器撞击的欢呼声来表明赞成
（Yea），用“嘘”声来表明反对（Nay）；当君主需要换届时，针对提出的候选人，与会成员也用样
的方式来表示赞成或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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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一本教科书式的著作，本书实际上是一本知识性的入门读物。
在进行知识综合的同时，引入一些经验研究的成果和理论性的思考，是我在写作过程中的一种尝试。
之所以进行这种尝试，一半是为了回答自己在研究和思考现实问题时所遇到的一些疑问，一半是为了
引出一些更有分量的作品，以推动中国选举研究和选举实践的良性互动。
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始于对中国人大制度变迁的关注。
自1979年选举法修订以来，中国的选举制度已经在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
态势。
但是，设计出来的制度在现实之中展开运作之时，总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各种制度的设计者和观察
者们所始料不及的意外后果。
作为一名观察者，为了廓清自己的一些疑问，所能做的工作，就是通过知识的扩展而提出一些自以为
能够解释现状的论点。
在学习、研究了一些基本的文献后，我从2006年春季开始，就一直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的本科生开设《选举政治学》课程。
在持续开课的过程中，本科生的反映和意见，是原有教学构想获得改进的初始动力。
随后，这门课程又被作为MPA项目的选修课，使我有机会与一些实践操作者展开了一定的对话。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来自兄弟院校的访问学者在听课之后，一再希望我能够继续完善教案，将整
个体系扩展为一本教材。
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这些最初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MPA学员和进修教师
。
正是他们的参与和鼓励，才迫使我不断丰富和完善这门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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