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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基层民主，是建设有中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工程，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选
择。
    本书以中国的间接选举、乡级人大代表选举、村民自治、社区建设、乡镇治理等研究为基础，着重
对2000-2005年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作总体说明，不仅介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还指出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对学术界就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经济、社
会基础等进行的研究作高度概括，理出未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基本思路。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
本书是《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的最后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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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村民委员会选举调研报告　　第一章　1998—2005年村民委员会选举统计数据分析报
告　　九　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构成情况　　通过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选举数据的比较，可以对村
民委员会成员数量的变化、连选连任情况以及村民委员会的具体构成情况作总体说明。
　　（一）村民委员会成员数量的变化　　按照民政部统计的1998-2000年村民委员会成员人数（见
表1-28），1998年全国村民委员会成员总人数为3589166人。
1999年全国村民委员会成员总人数3513982人，比1998年减少75184人，减少比例2.09％；在31个省份中
，16个省份村民委员会成员人数有所减少（其中7个省份减少比例超过10％，减少比例较高的上海和广
东均超过50％），15个省份村民委员会成员人数有所增加（其中4个省份增加比例超过10％，增加比例
最高的山东超过35％）。
2000年全国村民委员会成员总人数3150342人，比1999年减少363550人，减少比例10.35％；在31个省份
中，20个省份村民委员会成员人数有所减少（其中3个省份减少比例超过10％，减少比例最高的云南超
过70％），11个省份村民委员会成员人数有所增加（其中2个省份增加比例超过10％，增加比例最高的
江苏超过20％）。
2000年与1998年相比，全国村民委员会成员人数减少438734人，减少比例12.22％；在31个省份中，22个
省份村民委员会成员人数有所减少（其中7个省份减少比例超过10％，减少比例较高的上海、广东、云
南均超过50％），9个省份村民委员会成员人数有所增加（其中4个省份增加比例超过10％，增加比例
较高的甘肃和新疆超过20％）。
广东和云南人数的大幅度减少，原因在于1998-2000年将管理区、村公所改制为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的定员大大少于管理区和村公所人员。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报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