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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暠
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

黄暋钢暋威
(四川师范大学 党委组织部,成都610068)

暋暋摘要: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实践内容中的党内民主选举,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和源头。提高

对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选举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选举实践探索的认识,并根据高校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将
“公推直选暠的民主选举方式引入高校基层党组织的选举实践,不仅是高校党内民主选举改革的必要尝试,更是推

进高校、全党党内民主建设乃至全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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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和实践,党内选举不

仅仅是党内民主的前提,更是党内民主化的目标。作

为衡量一个政党政治民主的标尺,党内民主选举制度

的发展、完善及其实践程度,不仅是党内民主建设的

重要方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要

课题。由于高校的党员和群众具有较之一般群众更

为强烈的民主意识以及高校特殊的社会功能,在高校

基层党组织中改革、完善和实践党内民主选举制度,
不仅对高校自身党内民主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且在促进社会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具有强大的辐射

作用。“公推直选暠就是目前高校改革、完善和实践党

内民主选举的重要尝试。
一暋高校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暠的理论依据

将“公推直选暠的民主选举方式引入高校基层党

组织的选举实践,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党
内民主选举暠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践

行党内民主理论和党内民主选举方式的重要举措。
(一)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之重要内容:党

内民主选举

任何政党都是由众多党员组成的一个整体,政党

统一高效的有效行动必须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才能

实现,党员行使权利的重要形式就是选举自己信赖的

有领导能力的党员进入党的领导机关开展工作。无

产阶级政党的本质是民主政党,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在于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

1847年,恩格斯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进程时指

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

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暠[1]239马克思、恩格

斯在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工人革命的第

一步 就 是 使 无 产 阶 级 上 升 为 统 治 阶 级,争 得 民

主。暠[1]29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

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民主制度、实行党内选举,他们在

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

盟暠时就践行了这一原则。1847年12月8日于伦敦

通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明确规定:各级领导机

构成员由选举产生;公职人员的工作不称职,“可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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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撤换之暠;“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暠;代表大会是同

盟的“最高权利机关暠,实行年会制等等[2]572-577。恩格

斯在回顾并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指出:“组织本身

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

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

道路……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暠[3]200

1864年,国际工人联合协会建立(后改称第一国际),
马克思作为创始人之一和实际的领袖起草了《国际工

人协会章程》,其中《组织条例》规定:“每一个会员有

参加选举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

利暠,“每 一 个 代 表 在 代 表 大 会 上 只 有 一 票 表 决

权暠[4]478。当“巴黎公社暠政权建立时,马克思又撰写

了《法兰西内战》,不仅对“巴黎公社暠政权由普选产生

公社委员的做法进行了充分肯定,而且对公社政权直

接表决罢免不称职主要责任官员的做法也给予了积

极的评价[4]583,646。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选举

制和罢免制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确立党内民主选

举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前提条件,是无产阶级政权

的基本保障。马克思、恩格斯在建党学说中对无产阶

级政党党内民主选举的精辟论述,开创了全世界无产

阶级政党党内民主选举的理论基石。
列宁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遵循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个共产党党章中规定的民主

制原则进行党内民主探索,并特别重视党内民主选举

制度的建设。列宁把巴黎公社作为俄国无产阶级国

家的典范,认为俄国苏维埃就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

家,并将巴黎公社“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由选

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暠[5]41看作是比资产阶级民主

制更为完备的民主制。俄罗斯共产党在从革命斗争

转向政权建设的过程中,1905年11月,列宁反对政党

选举走形式而不注重实际,主张“在新的条件下,在向

政治 自 由 过 渡 的 情 况 下,必 须 转 而 采 用 选 举 原

则暠[6]78,并在1907年1月13-14日撰写的《社会民

主党和杜马选举》中将选举原则阐述为:“党内的一切

事务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

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
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

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暠[7]2491912年,列宁在《立宪

民主党和土地问题》一文中指出:“民主是多数人的统

治。只有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

选举。只有根据普选制,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才

是民主的委员会。从民主制的一般的、基本的、起码

的道理出发,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暠[8]53-54。1917

年11月,列宁在起草的《罢免权法令草案》中指出:
“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

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

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暠[9]1021921年3月8-16
日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工人民主制暠,
就是根据列宁主张的选举原则所做出的决定,它“排
斥一切委任的制度暠,各级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
告工作制和监督制[10]49-63。列宁将普遍选举制、报告

工作制、监督制和罢免制相结合,有力地继承、捍卫和

发展了党内选举制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无产阶级

政党党内民主选举的理论。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关于党内民主的

言论的梳理,我们可以概括出党内民主两个层面的内

涵:一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决定权暠,是由“选
举人暠授予的;二是对党内重大事项的“决定权暠,最终

属于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全体党员。对重大事项的决

定权基本上是通过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代表所属

党员间接行使的,而实现第一种“决定权暠的基本形式

和途径须是充分体现党员或党员代表意志的选举,从
二者的关系来看,后者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前者是

由后者的授权而派生的[11]。因此,发展党内民主,实
质就是改变党内事务由少数领导人决定和主宰的专

权局面,严禁“家长制暠和个人专断,实现党员当家作

主。换言之,就是必须通过建立作为党内民主核心支

柱的选举制度,以保障党员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充分

体现党员的意志,从而实现党员当家作主,以此保持

党的蓬勃生机、旺盛活力,保证政党追求目标的最终

实现。所以,党内民主选举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

重要内容,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理论的核心。
(二)它是中共探索与践行党内民主理论和党内

民主选举方式之重要举措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具体

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西方民主政党不同的是,中国

共产党产生于一个没有民主政治传统、缺乏政党表达

自己意志诉求的途径和制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此,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始终对党内民主问题

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对于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选举制

度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步。

1921年7月23-3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

局暠,并且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首次确定

了党内选举的方式,这开启了中共有效实施党内选举

的探索和实践进程。1922年7月16-23日召开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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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

章,第七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

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离职时,
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暠[12]94,并明确了党代表的选举

权和党代会的权威地位。1927年4月27日至5月9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

《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

的领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暠[13]88;而五大修正通

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部之执行机关概以党员大会

或其代表大会选举暠,“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

制暠[13]144,从而使民主集中制第一次成为了党的组织

原则。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28年6月18日至7
月11日召开的党的六大,虽然基本上坚持每年召开

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由全体党代表民主选举中央领导

人,但由于建党初期的中共党人深受中国传统封建文

化的影响,对民主的认识极其肤浅,以至国民革命时

期“整个党的组织带有家长制的习气暠[14]639,作为党的

创始人和初期领袖的陈独秀在党内坚持极端的集中

制、实现集权领导。据早期中共党人包惠僧回忆:“陈
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

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

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暠[15]386正因为如此,中共早

期革命事业在国共合作破裂后曾遭遇严重损失,应该

说“家长制暠与个人专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五
大暠通过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就是针对陈独秀的家长

作风和中央集权制而作出的。
通过土地革命战争和八年抗战的艰苦磨练,中国

共产党对党内民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45年7月,
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其兴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暠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指出:“我
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

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

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暠[16]473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刘少

奇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党内民主

集中制作了中共建党以来最全面系统的阐述,七大修

订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凡能进行选

举的地方,均须由选举产生之。暠“选举党的各级委员

会,须按候选人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或表决,并保障

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暠“党的中

央委员 会 的 员 额,由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决 定,并 选 举

之。暠[17]124,127七大党章还首次对党员的权利、义务进行

了详细的规定。七大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

和建设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中共七大开

始,自中央到基层逐步推行了党内选举,这促进了党

内生活的正常化,党内民主建设得到不断加强,党对

民主选举的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快了民

主选举实践和探索的步伐,大力促进党内选举的经常

化。195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第一

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由于我们党员

对党内的选举也缺少经验,为使党员有更多的练习选

举的机会,一般的可在党内每一年进行一次选举。党

的各级代表会议的代表,亦应尽可能地经过适当的选

举产生。暠“各级党委,应由党员大会、党员代表大会或

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暠“各级党委的常委,则由党委的

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暠[18]2001956年9月15—27日,中
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

大会上系统阐述了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问题,八大

修订的党章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选举必须能够充

分表现选举人的意志暠[19]327,党内选举的民主思想进

一步得到概括和发展。八大以后整个党内选举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然而,不久爆发的“文化大革

命暠,延续时间长达十年,不仅使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

选举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和扭曲,而且使党内选举和党

的领导体制、组织原则受到严重践踏。
自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以后,党内民主生活不断恢复正常,党内选举得

到逐步推进。特别是1980年2月23—29日党的十

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第八条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要按期改选;候选

人名单要由党员或代表通过充分酝酿讨论提出,选举

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实行

候选人多于应选人的差额选举办法,或者先采用差额

选举办法产生候选人作为预选,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要向选举人介绍清楚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党内真正实

行民主选举,才有可能建立起在党员和群众中有威信

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等等[20]18。其中,差额选举的规

定是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2009年9月15—18
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

步明确规定:“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

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
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暠[21]11从

此以后,以基层党组织为突破口、以公推直选为代表

性的党内竞争性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并取得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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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实践经验,党内选举的探索和实践进入了崭新的

阶段。
邓小平曾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

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暠[22]168,并认为“不管党也好,政也

好,根本的问题是选举暠[23]321。胡锦涛在2007年党的

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升了“民主选举暠的重要性,将
其置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暠之首[24]。

如何使党内民主选举真正做到民主与科学,真正

充分体现大多数选举人的意志,体现党员的主体地

位,激发党员的政治参与热情,保障党员最重要的选

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实现,历来是执政党建设面临的一

道难题。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民主的核心问题是权

力的授受问题,没有党内统一的授权,党内领导集体

的权力就没有合法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党内民主。
因为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通过选举授受权

力,是利益主体意愿自由充分的表达,是权力具有合

法性的必经途径,由民众投票选举权力的执掌者是迈

进现代文明社会的阶梯;所以,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实

践,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25]1,选举与民主有着紧密

的联系,选举是民主的本质[26]6。
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共党内选举存在的问题主要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有关党内选举

制度的具体条例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另一方面,表现

为在党内选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符合民主精

神的现象[27]。因此,不断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选举,
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党内民主

建设的重要课题。高校基层党组织实施的“公推直

选暠,就是中共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选举的一种具体

形式。
二暋高校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暠的实践意义

(一)高校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暠的实践探索

“公推直选暠,即在党员个人自荐、党员群众和组

织推荐基础上,由全体党员公开投票产生初步候选

人,然后由党组织根据量化民意,对得票最高的初步

候选人进行考察产生正式候选人,最后依法定选举程

序直接选举产生特定党内领导职位的人选。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

断提高的进程中,各种适应国情的民主选举形式在实

践中都被不断尝试,“公推直选暠作为一种适合我国国

情的民主政治形式在地方的基层党组织选举中逐渐

成熟,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选举主流模

式。但是,将这种在探索中不断完善的民主选举形式

引入高校党内民主建设中,总的来讲还处于探索和尝

试阶段。

2010年,四川省有五所高校基层党组织进行了

公推直选试点。它们分别是: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

学校党总支委员、书记的公推直选,成都理工大学和

西华大学学生党支部委员、支部书记和副书记的公推

直选,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党总支委

员、书记的公推直选,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

程系党总支副书记的公推直选。四川省五所高校探

索和实践的公推直选,在改革和完善中共党内选举方

式、推进高校党内民主建设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五所高校在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的选举改革

尝试中,学校党委采取了四个方面的基本做法。一是

深入调查摸底,精心安排部署。各高校在试点工作开

始前,均开展了深入的调查摸底,做到“两个摸清暠,即
摸清有条件开展公推直选的基层党组织,摸清党员、
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状况,掌握基本情况。如四川师大

向每一位党员发放了意见征求表,召开了部分党员代

表座谈会,在充分了解民意、党员表示赞成的基础上,
才确定开展公推直选的试点单位。在深入调查研究、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各高校成立了学校党委书记

或党委组织部长为组长的公推直选领导小组和办公

室,并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公推直选实施方案》,做
到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分工协作、密切配

合。二是广泛宣传发动,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参与积极

性。各高校坚持群众路线,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大

教育宣传引导力度,让党员群众充分认识公推直选的

目的、意义,增强党员群众的责任意识、主人翁意识,
鼓励和支持党员群众踊跃参与到试点工作中来,进而

实现党员意愿和群众意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有机

结合。如西华大学为做好学生党支部的公推直选工

作,通过召开学生支部书记会、学生党员大会、张贴公

告等形式,组织学生党员和普通学生学习党内选举法

律法规,深入思想发动,增强学生党员和普通学生的

责任感、使命感、法纪观念、行使民主权利的意识和方

法。三是真实反映群众意愿,切实做好公推工作。各

高校均对预备人选名额、构成原则、提名资格和条件、
酝酿推荐办法进行了详细规定,采取党员群众推荐、
个人自荐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推。上级

党组织汇总推荐情况后,对公开推荐提名人和自荐人

员进行资格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再召开全体党员参加的民主测评会,
通报候选人初步人选产生情况,全体党员再以无记名

方式推荐候选人。上级党组织按照民主推荐得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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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以不同的差额比例最终考察确定候选人。如四川

师大、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以不低于20%的

差额比例,确定党总支委员候选人,成都航空职业技

术学院以2暶1的比例确定党总支副书记候选人。四

是严格组织程序,实行真正直选。各高校召开全体党

员参加的选举大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上级党

组织的有关规定,由参会人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

直接选举产生党组织的委员。委员产生后,召开第一

次委员全体会议,实行等额或差额方式推荐书记、副
书记。如西华大学学生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由委员

直接等额推选;四川师大和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

校由委员民主推选书记、副书记候选人(按2暶1推选

候选人),再由全体党员采取差额直选的方式选举产

生书记、副书记。在正式投票前,各高校均组织了候

选人竞职演讲,让参会人员进一步了解候选人基本情

况。
五所高校党委在试点过程中严格把握三个选举

环节中的四个重要关口,并将两个重要原则贯穿至整

个选举过程的始终,最后取得了高校基层党组织民主

选举改革尝试的成功,并积累了进一步完善以公推直

选为切入点推进高校党内民主建设的经验。五所高

校在试点中把握的三个关键环节为:一是公开投票产

生初步候选人;二是组织考察决定正式候选人;三是

依据法定程序正式选举。而在这三个环节中,对四个

重要关口的严格把握是公推直选顺利进行的有力保

证。首先是严把公开推荐关。各高校在坚持“依靠群

众选人,选群众信得过的人暠原则的前提下,以“组织

推荐、党员群众推荐与个人自荐相结合暠的方式来进

行公推,确保选出党员群众广泛认同和肯定的候选

人,以奠定新的领导班子坚实的群众基础。其次是严

把选举方式关。各试点高校在全程直接选举的原则

下采取多次直选的方式,采用“多票制暠、“多轮选暠的
“单一层面开放式选举暠,使选举人的意志得到更好体

现,实现了公开直选和差额票决的有机统一。再次是

严把选举程序关。各试点高校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

优的原则,着重强化了书记候选人之间的充分竞争,
以竞职演讲等形式使党员群众对候选人进行更全面

的了解,实现了民主选举和公开竞争的有机统一。最

后是严把组织领导关。各高校为了充分体现党管干

部的原则,采用科学制定候选人标准、严格组织考察、
严格选举程序等形式来实现组织意图,实现了组织意

图和监督指导的有机统一。同时,在此次试点中,各
高校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将党员和群众共同参与机制

与组织审查考察机制始终如一地结合起来,也是公推

直选得以顺利推行的宝贵经验。

2007年10月24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暠[24]这表明我党最高决

策层在明确提出民主法治的发展前提必须是坚持党

的领导的同时,为发展民主法治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

间。公推直选作为目前较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基层民

主选举方式,要想贯彻这一精神,就只有将党员群众

参与机制与组织审查机制结合起来,才能使党选拔干

部建立在“人民公认暠的基础上,以实现既能推动民主

的发展,又能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目的,公推直选这

种民主选举改革模式才能取得成功。公推直选在高

校的试点,真正落实了党员选举的民主权利,充分激

发了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热情,选出的领导班子及其

主要负责人既得到学校党委的认可,更得到了党员和

群众的广泛赞同,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

斗力较之以往得到较大的增强。
(二)高校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暠的理论与社会

意义

高校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素质人群的聚集地,高
校的党员和群众具有较为强烈的民主意识,他们文化

水平高、参与愿望强,高校的大环境较之地方也更具

民主氛围。从高校具体实际出发,在高校的基层党组

织选举中推行“公推直选暠有着良好的环境基础和更

强的可行性。因此,以改革高校基层党组织的选举形

式为突破口,将“公推直选暠民主选举方式引入高校基

层党组织选举,不仅能够巩固高校党的执政基础,增
强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更是推进高校党内民主建

设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高校的党员和群众具有较

为强烈的民主意识,以及高校具有的社会职能和社会

影响力,在高校党内基层组织实行“公推直选暠,将对

我国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产生强大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第一,使高校党内选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是

“公推直选暠在推进高校党内民主建设中的首要任务。
选举是民主的基础,发展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健全党内

选举制度。“公推直选暠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干部选

拔制度与自下而上的政治选举制度相结合,使党在干

部选拔时能够将选举结果建立在“人民公认暠的量化

民意基础上,这样的选举结果既有助于发展民主,又
有助于巩固党的领导。“公推直选暠作为基层党组织

新的选举方式,在实行的过程中,引入了诸如公开推

荐、公开竞选、公开答辩、公开投票等民主选举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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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式,不仅使党内干部和普通党员受到直接的民主

选举的训练和熏陶,而且选举过程中坚持“党管干部暠
的原则也延续了党内选举的基本制度和原则,确保了

党对选举过程的政治领导。公推直选这种以干部选

拔制度与民主选举要素相结合的全新方式,一方面使

现有的党内选举制度的民主化程度与竞争性大大提

高;另一方面也使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提升,并在此范

畴中实现了党内民主引领,并兼容了人民民主。就目

前普遍情况而言,高校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产生,
一般采取封闭式的选举模式,由学校党委推荐、选举

实际认可的候选人,普通党员的知情权、选择权、监督

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和尊重。高校

基层党组织采用公推直选的方式,不仅健全和完善了

高校党内选举制度,而且使“普遍参与暠这个实现党内

民主的重要基础通过改革选举制度的方式得以最充

分的实现,因此公推直选对高校党内民主建设有着重

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使党员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保证和尊重,

是“公推直选暠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中的重要体现。
胡锦涛曾指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行为

主体。暠[28]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了“党
员主体论暠,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

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暠[24],并
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明确要求:“以落实党员知情

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

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

主体作用。暠[21]10-11因此,所谓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

员主体地位,就是指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平等、充分地

享有党章所规定的管理党内事务和参与党内决策的

权利。党员的主体地位决定了这种权利是“与生俱

来暠的,是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党章规定的,是任何组

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无权剥夺的。党员民主权利的

行使是党员主体地位实现的渠道,尊重党员主体地

位、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是建设党内民主的首要和根

本任务。要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只有真正落实

党员的表决权和选举权,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党员的

积极性,保持蓬勃生机的政治局面。无论从形式还是

内容上看,“公推直选暠都将党员的平等参与机制发挥

到极大程度,其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得到保障,广
大党员在党内民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尊重

和体现。从“公推暠阶段来看,每位党员都能以推荐或

自荐的形式成为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候选人,能充分享

受到作为一名党员具有的被选举权;而在“直选暠阶

段,改变了以往“党员选委员、委员选书记暠的间接选

举方式,直选机制赋予了广大党员选举基层党组织领

导人的权利,更好地体现了选举人的意志,党员的选

举权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尊重。整个选举的过程还

使广大党员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得到进一步落实,同时

也为后续的监督权的行使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因此,
高校基层党组织实行“公推直选暠是尊重和保证党员

主体地位的充分体现。
第三,使党的执政基础得到巩固,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力和凝聚力得到增强,是“公推直选暠对高校党内

民主建设的重要贡献。“公推直选暠的选举方式主要

分三个阶段:首先,由选举人公开投票推(自)荐产生

初步候选人;其次,由党组织根据量化民意对高票候

选人进行重点考察,产生正式候选人;最后,按程序以

直选方式产生特定人选。这种选举方式改进了候选

人提名方式和传统选举方式,体现了“多数人在多数

人中选人暠的特点,不仅使广大党员的选举权与被选

举权得到保障,而且能极大地激发党员的政治热情与

参与热情。在高校,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是否得到师

生绝大多数的认可和支持,能否真正维护师生的根本

利益,这是党组织在高校行权治校的基础。高校党员

知识层次高、理想追求高、理想期望高,由广大师生党

员直接参与提名并差额选举产生领导班子的方式,在
保障党员群众选举权的前提下,将党员和群众的公认

和公信度运用到了党的基层组织选举过程中,以这样

的形式产生的领导班子,得到了普通党员和群众的认

同和肯定,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基层党组织的

威望和地位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其战斗力和凝聚力

得到进一步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得到进一步巩

固。
第四,强化师生党员的民主意识,以带动和影响

整个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是高校基层党组织推

行“公推直选暠的重要社会作用。高校因其特殊的社

会政治存在以及学生党员的流动性,使高校党内民主

建设成为促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因子。在当今这

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国际竞争实质上已经演变为知识

的竞争、人才的竞争,高校就其社会职能来讲是培养

社会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场所,因此无

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高校都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

历史使命。高校的党员队伍主要由教师党员和学生

党员组成,他们不仅知识层次高,而且具备积极参与

党内民主建设的素质优势。高校教师由于其职业特

点使得他们成为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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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己任的、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知识前沿的知

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生力军,他们对被培养者的影响

和带动,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化知识传授,由他们营造

的包括民主意识在内的精神和文化氛围,对高校所培

养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有着巨大的影响

力。高校学生党员是高校为社会培养的高素质人才

中的精英分子,无论是文化知识还是政治觉悟都是同

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在未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时,
必将是骨干甚至引领者的角色,他们在高校党内生活

中形成的民主意识、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将作为一笔

巨大的精神财富,成为他们未来行使其党员的知情

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的内在动力,
也必将成为他们未来在党内生活中发挥主体作用的

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在高校基层党组织的选举中

推行“公推直选暠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高

校党组织,它也必将对全党乃至全社会民主政治建设

产生强大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列宁全集: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7]列宁全集:第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8]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9]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苏共决议汇编:第二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1]席富群.从历届党章的演变看党内选举制度的发展[EB/OL].[2012灢05灢03].苏州大学党委组织部http://zzb.suda.edu.

cn.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5]“一大暠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6]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20]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1]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学习读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R].人民日报,2007灢10灢25.
[25]胡盛仪,陈小京,田穗生.中外选举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6](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7]季正矩,彭晓.当前党内选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4).
[28]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凌兴珍]

46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