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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如果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看做一架政治机器，设计和开动这架机器的主要
角色，是中国共产党。
设计这一套制度体系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运作这一制度体系的主体，主要是中国共
产党的各级党委。
由中国共产党构想、设计并在中国付诸实践的当代中国代议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曾经经历了苏维
埃模式、参议会模式、人民代表会议模式等等。
《从苏维埃到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代议制的构想与实践》结合大量可靠的史料及国内
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深入、细致地阐述了这一发展、演变过程。

　　读者从中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模仿、重新思考和适应的过程。
深入了解这一过程，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代中国代议制度是今天这样的，是不同于西方的。
并且，读者在阅读《从苏维埃到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代议制的构想与实践》对人民代
表大会制在中国正式确立后数十年发展过程的进一步分析后，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
展与当代中国代议制度发展的关系（中国代议制模式发展的内在动力，源于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
期所确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同样取决于其在执政党实现中心任务过程中所发挥的实际功能
）。

　　最终，读者或许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比较深入地探索当代中国代议制乃至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
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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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俊志，男，1973年生于四川省平昌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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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选举与议会制度。
出版专著与教材：《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制度等待利益：中国
县级人大成长模式研究》、《选举政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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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县参议员，每居民700人得选县参议员1人。
第二届参议会新修订的条例规定：每居民400人至800人得选举参议员1人；人口在15000人以下的县市
，其选举参议员的居民比例不得少于400人；15000人以上的县市，其选举参议员的比例，不得多于800
人。
第二届参议会二次会议再次改为：不满2000人之县，选举参议员30名；20000人以上之县市，每增加居
民3000人，增选参议员1名。
　　边区参议员，每居民5000人得选参议员1人。
第二届参议会新修订的条例规定：每达居民8000人得选边区参议员1人，但人口最多的县（市），其应
选举议员不得多于10人；人口最少的县（市），其应选议员不得少于3人。
边区参议会选举区域的居民，不满前条比额法定人数，而已达二分之一的，得选举议员1人；其超过
比额的余数，达二分之一的亦同。
第二届参议会二次会议再次改为：不满20000人之县市，选举参议员2名；20000人以上之县市，每增加
居民20000人，增选参议员1人。
　　在选举区域内，如有少数民族，除适用第五条关于参议员人数比例之规定外，其人数不足各级参
议会法定人数五分之一者，参加区域选举；有法定人数五分之一以上者，单独进行该民族居民之选举
，得选出正式议员1人。
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条例将其进一步细化为：不足法定人数，而已达乡市选举五分之一、县市选举五
分之一、边区选举八分之一的居民，亦得单独进行民族选举，选出各该级参议会参议员一人。
第二届参议会二次会议进一步修改为：不足法定人数而已达乡市选举五分之一、县市选举五分之一、
边区选举十分之一的居民，亦得单独进行民族选举，选出各该级参议会参议员1人。
　　各级参议会之选举，得按当选人数选出五分之一的候补议员。
候补议员的选出，以得票次多者充之。
第二届参议会新增的内容为：候补议员如出席会议时，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以居民小组为单位选出的乡市议员，不设候补议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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