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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是1998年筹建、1999年末由深大管理学院建立的非法人研究机
构。
2000年初，深大组建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时，研究所
成为特区研究中心的直属研究机构之一。
2003年，深大整合全校政治学学科资源，重新组建研究所为直属学校的研究机构；同年底，研究所被
遴选为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我们所地处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先行地区和“一国两制”的结合部，虽远离高校学术主流圈和国家
的政治中心，却深深地植根于充满发展生机的经济特区，直面深刻的社会转型。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开拓新世纪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新空间，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
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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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乡镇选举改革研究》梳理了十余年来我国乡镇选举改革的实践历程及制度创新的意义，指
出中国乡镇选举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合力推动下的地方政治创新实践。
这一创新实践在发展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中央精神以及具有创新意识的地方官员推动下，不断深化
和拓展。
乡镇选举改革在选举方法上经历了公推公选、直接选举与公推直选的发展变化，在选举对象上也由乡
镇长的选举改革向乡镇党委及乡镇党政班子的选举改革转变。
　　乡镇选举改革在深化基层民主、优化干部体制、探索党内民主等方面进行了重要的探索；然而由
于制度不兼容、动力不足、主导过度等原因，乡镇选举改革的进展还较为缓慢，当前乡镇选举改革还
需要进一步地修正完善。
以乡镇选举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治创新的持续推进，表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在执政党领导
下的自下而上、由党内到党外的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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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卫平，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
主要学术范围：当代中国政治，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历史回顾与现实思
考——极左现象研究》等，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政治学与公共管理论丛》、《深堋大
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学术文库》、《中国地方治理与政治发展实证研究丛书》。
　　陈家喜，1976年出生于安徽怀远，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政治学博
士学位。
现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党内民主与基层治理，已出版专著《改革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家
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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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创新与干部体制革新二、地方政治创新的民主意蕴三、政党推动下的地方性政治创新参考文献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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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村民自治的“升级版本”——乡镇选举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并且不断发展。
随后的十年来，我国乡镇基层政权选举方式改革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乡镇长直接选
举或变相的直接选举”、“乡镇长‘公推公选’”、“乡镇领导班子任内‘信任投票”’等各种改革
形式并存，并以乡镇长直选和变相直选最引世人关注，时间大约是1998-2002年；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
段各种改革尝试基础上，逐步向以乡镇党委或者乡镇党政领导班子的“公推直选”为主的改革模式发
展，时间大约是2002-2008年，第二阶段的改革趋势还在继续进行。
从选举方式上看，“公推公选”、“两票制”、“三票制”、“公推竞选”、“两推一选”等多种探
索，正开始逐步向“公推直选”过渡。
“公推直选”成为越来越多的乡镇选举试点所采取的统一办法，但与此同时，各地改革所采取的具体
做法还是略有不同。
为了准确描述当前发生的中国乡镇政权领导人选举方式改革的流变，笔者试图通过具体的案例解析，
对中国乡镇选举改革的发展作一个全景式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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