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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2006_c36_50363.htm 第二部分：国体和政体 一、人民

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是当代中国的国体，主要特色：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人民民

主专政的突出特点和优点。 2、爱国统一战线，是我国人民

民主专政的又一主要特色。 二、各所有制经济（《宪法》

第9、10条） 1、矿藏、水流、城市的土地专属于国家所有。

2、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可以由国家所有，也可以由集体所有。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民

主的基本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含义： 1、国家

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逻辑起点。 2、

选民民主选举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前提。 3、以人民代表

大会为基础建立全部国家机构是人民代表制度的核心 4、对

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键。 四、我

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原则例外普遍性1、剥夺政治权利（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死刑犯、无期徒刑犯）；2、精神病人，经

选举委员会确认，不列入选民名单；3、停止行使选举权：因

危害国家安全罪或者因其他严重刑事犯罪被羁押，正在受侦

查、起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

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选举法》第3、26条）平等

性1、自治州、县、自治县、省、自治区的人大代表、全国人

大代表的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

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2、直辖市、市、市



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

所代表的人口数；3、少数民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

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选举

法》第12～14、16条）直接和间接选举并用县级以下（包括

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实行直接选举；县级以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实行间接选举。（《选举法》第2、51

条）选举自由1、秘密投票；2、自由投票；3、可以委托选举

：（1）委托人是在选举期间外出的选民；（2）受托人是其

他选民，同时该受托人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3人；（3）书面

委托；（4）经选举委员会同意。（《选举法》第36～38条） 

五、人大代表的选举（《选举法》第7、29、32、40、41条）

选举组织1、间接选举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持，直接选举由本

级选举委员会主持；2、乡级、县级的选举委员会受县级人大

常委会领导；3、省级、地级人大常委会指导县级以下人大代

表的选举工作。提出代表候选人1、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

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

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2、县级、地级、省级人大选

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不限于各该级人大代表。 

投票1、选举本身必须有效：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

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在选民直接选

举人大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

；2、所计算的选票必须有效：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规

定应选代表人数的作废，等于或者少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

有效。3、代表候选人获得一定的选票：在选民直接选举人大

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选票时，始

得当选；间接选举中，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



票时，始得当选。4、得票相对较多：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

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

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

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另行选举1、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

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2、

直接选举的另行选举，代表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

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1／3；间接选举的另行选举，代表候选

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六、人大代表的

罢免 （一）对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的罢免（《选举法》

第44、47条）1、有权作出罢免决定的主体：原选区的选民会

议。2、有权提出罢免案的主体：原选区选民30人以上（对乡

级人大代表）或50人以上（对县级人大代表）联名。3、接受

罢免要求的机关：县级的人大常委会。4、通过罢免决定的人

数要求：须经原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通过。（二）对间接

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的罢免（《选举法》第45、47条）1、有

权作出罢免决定的主体：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有权决定本级人大选出的上一级人大代表的罢免，但无权

决定罢免本级及下级人大代表。2、有权提出罢免案的主体：

（1）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的主席团或者1／10以上人大

代表联名，可以向本级人大提出对由该级人大选出的上一级

人大代表的罢免案。（2）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或者常委会1／5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委会提

出对由该级人大选出的上一级人大代表的罢免案。七、人大

代表的辞职（一）接受辞职的主体（《选举法》第49条）1、

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可以向选举他的人大常委会书面

提出辞职。2、县级人大代表可以向本级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



辞职。3、乡级人大代表可以向本级人大书面提出辞职。（二

）人大代表被罢免和辞职被接受的法律后果（《选举法》

第48、50条）1、人大常委会成员或者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代表

职务被罢免或者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常务委员

会成员、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相应撤销或终止。2、乡、民

族乡、镇的人大主席、副主席的代表职务被罢免或者辞去代

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撤销或

终止。八、人大代表的特权（一）言论免责权（《代表法》

第29条）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

受法律追究。（二）人身特别保护权（《代表法》第30条）

对代表采取逮捕、刑事审判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

的措施的，应当经该级人大主席团或者人大常委会许可，但

有两个例外：1、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代表，如果因为是现行

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大主席团或者

人大常委会报告，但无须经事先许可。2、对乡级人大代表，

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

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报告乡级人大，但无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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