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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一首感人肺腑的歌曲有这么一句唱词，叫做“你是谁，为了谁”，青年政治学者邱家军君却用
洋洋20多万字的篇幅，试图回答一个“你是谁，代表谁”的这样一个既浅显而又深奥复杂的政治学问
题。
　　“人民代表为人民”，这是谁都能理解的非常浅显的问题。
但是，人民代表如何代表人民、代表哪些或哪部分人民、采取何种方式代表这些或那些人民等等诸如
此类的问题，却恰恰是深奥复杂的政治学问题。
　　自近代以来，人民主权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代议制原理已经成为政治学的公理。
从价值判断上来讲，人们对于人民主权原理的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如何将这个价值判断通过制
度建构置换成事实判断，不同的国家则采用了不同的政治形式，这些政治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
各国落实公民政治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水平。
经过长期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人们发现，代议民主制度（或者代表制度）是将人民主权原理转化为理
想政治制度的一般结构形式。
各国代议民主制度的政治公信力是以落实公民政治权利、提取民意和反映民意的实际水平为衡量标准
的。
也就是说，如果代表能够忠实地担当民意代理人的角色，那么政治制度的民意含量就高，政治体系的
公信力就强，反之，政治制度的民意含量就低，政治体系的公信力就弱。
　　按照政治学的一般原理，民意委托一代理结构是通过选民选举产生的议员及行政官员来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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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按照公民授权与代议民主的运行逻辑，代表的基本属性必然体现为“代表选民议事”、“代替选
民监督政府”和“代为选民服务”。
公权授受的逻辑理则要求受权者必然对授权者负责，惟其如是，才能构建顺畅的委托－代理政制框架
。
　　借助政治系统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选民与代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发现代表是一个“多重
代理的角色集”，即代表集政党代理人、国家代理人、法律代理人、政策制定者与民意代理人于一体
。
代表这种“多头负责主体”的角色既遮蔽了其应有的基本属性，又成为他们选择规避风险和政治“不
作为”的合法理据。
　　欲使民意代理机构发挥应有的制度功效，就必须对现有的代理结构进行价值澄清和制度再造，使
代表真正成为能够代理民意的职业政治人，最终解决代表到底“代表谁”这一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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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家军，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首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获得者
，已发表论文20余篇，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
项目各1项。
主要从事比较议会与代议制度、选举政治学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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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学说发端于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霍布斯指出，“利维坦”事实上就是人民的代表，或
者干脆称为人民的代理人。
他认为人们在权利的让渡之中，授权人承认代理人是根据授权而行动的，代理人根据授权而采取行动
便是根据拥有权利的人的委托而采取行动。
当一个代理人根据授权订立了一项信约时，对于授权者来说，也就像亲自订立了信约一样，既要受到
该信约的约束，又要对该信约的一切后果负责。
因此，一个人如果和代理人订约而不知道他有多大授权的话，那么发生危险时就要由他自己负责。
由此看来，如果授权是明确的，那么信约便对授权者而不是对代理人产生约束力，如果授权是假托的
，便只能约束代理人，因为除他本人以外并没有其他授权人。
他进而得出结论：好的代表者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自身的目的与利益不能和被代表者的目的与利益相矛
盾。
　　洛克在霍布斯之后提出了关于革命的权利，人民同意的政府以及多数的统治等内容。
洛克政治理论的两大支柱由信托信念以及政府由人民同意之信念组成。
第一个界说意味着只要有少数公民感觉到政府已经破坏了其信托，该政府便不再是正当合理的，但是
第二种界说则意味着任何政府无论其如何不受拥护，在人民起来积极反对之前仍属合法。
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形式是议会拥有最高主权的制度。
可以这样说，切切追问主权在谁之手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运用治权以及治权为谁服务。
政治权力的一切目的都只是为了谋取公众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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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着一声追问一起走入选民与代表关系的界，捧着一颗丹心共同探讨选民与代表关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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