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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选举的理论与制度》按照理论、知识和方
法三个层次，对选举活动、规则和方法展开比较系统的论述，构建有关选举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选举的理论与制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
主义选举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的选举基础理论、选举过程理论和选举行为理论进行系统
梳理和批判分析。
同时，在我国法学关于选举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对选举的基本制度和运行规则展开系统论述，力图构
建关于选举的理论和制度知识。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选举的理论与制度》可作为高等院校政治
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选用和公务员等读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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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选举概述　　选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运行机制，马克思主义以阶级分析方法
，深刻分析了选举现象的含义，认为选举作为民主政治的特定制度，其根本特性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
的，是服务于国家性质的政治方式和规则，也是民主政治下公民实现政治权利和参与政治的途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可以把选举理解为在民主政治制度的背景下，特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
统治，而以公民法定票决方式选择政治和公共职位任职者的机制和规则。
　　作为特定政治现象，选举具有规则的共识性、权利的普遍性和平等性、行为的选择性、投票的秘
密性和选举的定期性等基本特点。
而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国家中，选举具有不同的阶级类型。
此外，人们按照不同的技术标准，对于选举也作了其他的不同类型的划分。
　　选举是在人类社会政治长期发展过程中演进的，经过人民长期的斗争，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权利、
选举制度和选举方式才得到了发展。
　　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运行机制，选举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作用，它是民主政治中政治权威性产
生和强化的重要方式，是排斥特权专制和治理政治腐败的有效机制，是建立文明政治的实际途径。
　　在选举研究中，产生了若干研究方法。
我国的选举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分析方法指导下，采用多种方法展开研究。
　　第一节　选举的含义　　一、选举的定义　　选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构成内容。
尽管如此，在中西方古籍中，&ldquo;选举&rdquo;的概念都早已存在。
　　在中国的古籍中，&ldquo;选&rdquo;意指拣选和挑选。
《小尔雅&middot;广言》载：&ldquo;选，择也&rdquo;。
&ldquo;举&rdquo;意指推荐和选拔。
《史记&middot;殷本纪》载：&ldquo;是时，说（傅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hellip;&hellip;举
以为相，殷国大治&rdquo;。
《论语&middot;颜渊》载：&ldquo;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rdquo;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ldquo;选&rdquo;和&ldquo;举&rdquo;虽然都是选择政治人才，但
是，两者却有不同的含义，通常是分开使用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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