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一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７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８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 近 平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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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修正草案）》的 说 明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沈春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委员长会议委托，作关于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法 （修正草案）》的说明。

一、修改选举法的必要性

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以下简称选举法）是保障公民行使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依法产生各级人大代表的重要法律。我

国选举法于１９５３年制定，１９７９年重新修订，此

后 于 １９８２ 年、１９８６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５年进行了六次修改。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人大选举制度，适当增

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部署

要求，需要针对各地基层行政区划撤乡并镇改设

街道、基层人大代表数量逐届减少的实际情况，

对选举法进行适当修改。

代表名额是选举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１９５３

年选举法曾对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的确定办法

作出过具体规定。１９７９年重新修订选举法时删

去了这一内容，规定由省级人大常委会 “按照便

于召开会议、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且使各民

族、各地区、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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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确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由于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代表名额的标准不同，

实践中各地的人大代表名额数量很不平衡，地

域、人口等情况相近的省、市、县，代表数量相

差悬殊。针对这一问题，１９９５年修改选举法对

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采取 “基数＋人口代表

数”的计算办法作出具体规定，并分别明确了

省、市、县、乡四级代表名额的标准，以及人口

特多、特少地方的代表名额上、下限。根据现行

选举法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名额

基数为３５０名，省、自治区每１５万人可以增加

一名代表，直辖市每２．５万人可以增加一名代

表，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１千名；设区的市、自

治州的代表名额基数为２４０名，每２．５万人可以

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１０００万的，代表总名

额不得超过６５０名；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

自治县的代表名额基数为１２０名，每５千人可以

增加一名代表，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４５０名，人

口不足５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１２０名；

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为４０名，每

１５００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代表总名额不得超

过１６０名，人口不足２０００的，代表总名额可以

少于４０名。选举法还规定，除因行政区划变动

或者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以

外，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

动。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７年，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

首次按照这一规定确定。１９９７年底，我国五级

人大代表总数为３１２．５万名，其中，县级人大代

表共５７．９８万名，乡镇人大代表共２４２．３４万名。

自１９９７年以来，虽然我国多数地方的人大

代表名额没有变化，但我国五级人大代表总数特

别是乡镇人大代表数量却呈逐届减少的趋势。

２０１７年底，全国五级人大代表总数为２６２．３２万

名，与１９９７年底比，减少了５０．１８万名，降幅

为１６．０５％。其中，全国人大代表和省级以及设

区的市、自治州人大代表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县

级人大代表数量略有上升，由１９９７年的５７．９８

万名增加至２０１７年的５９．６５万名，增加了１．６７

万名，增幅为２．８８％；乡镇人大代表数量逐渐

减少，由１９９７年的２４２．３４万名减少至２０１７年

的１８８．１５万名，减少了５４．１９万名，降幅为

２２．４％。乡镇人大代表数量减少是五级人大代表

总数逐届减少的主要原因。

乡镇人大代表数量之所以减少，主要是因为

撤乡并镇和乡镇改设街道。据民政部统计，对应

换届选举统计年份，全国乡镇数量由１９９６年底

的４５２２７个减少至２０１６年底的３１７５５个，减少

１３４７２个，降幅为 ２９．８％；街道数量同期由

５５６５个增加至８１０５个。增加的街道多数由镇改

设而来；减少的乡镇有一部分是因为乡镇合并，

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改设街道。每撤并一个乡镇，

就减少４０名代表名额基数，从而造成乡镇人大

代表数量大幅减少。

县乡人大是基层国家权力机关，是我国地方

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基层民主的有效形

式。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约

占我国五级人大代表总数的９５％，是党和国家联

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适当增加基层人大

代表数量，有利于更好反映人民意愿、代表人民意

志，加强与人民群众联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权利；有利于加强地方人大建设，结合地方实际，

创造性地做好各项工作；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有力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修改选举法的指导思想、

遵循原则和工作过程

　　修改选举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修改工作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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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的原则：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二是突出重点，此次修改

重点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

增加加强党对选举工作的全面领导的规定，适当

增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

修改选举法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

度立法工作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于２０１９年底启动选举法修改工作，主要开展

了以下工作：一是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想，学习领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二是对１９９５年

以来全国历次换届选举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数量变

化情况及其原因作了梳理分析和研究。三是征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对修改选举法

的意见和建议；多次召开网络视频会议，听取部

分地方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选举联络工委负责同

志的意见。四是根据近年来地方行政区划、人口

数量和代表名额的变化情况，就适当增加基层人

大代表名额的不同方案进行测算；会同有关方面

对修法中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修

改方案。五是就修改方案征求中央有关部门和各

地方人大常委会以及各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意见。

六是到地方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法制工作委

员会拟订了选举法修正草案，委员长会议决定提

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三、修改选举法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适当增加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数量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

“适当增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的要求，一方面，

需要适当增加乡镇人大代表名额，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撤乡并镇后乡镇人大代表数量的减少；另一

方面，由于街道不设本级人大代表，只增加乡镇

人大代表名额，难以解决乡镇改设街道后原有的

乡镇人大代表名额消减的问题，考虑到改设后的

街道一般隶属于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等，适当增

加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人大代表名

额，在分配这些增加的县级人大代表名额时，重

点向由乡镇改设的街道倾斜，进一步优化县级人

大代表结构，利于有针对性地解决乡镇改设街道

后基层群众政治参与度不足的问题。综合考虑各

方面意见和实际需要，适当增加县乡两级人大代

表名额的基数，将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

治县的人大代表名额基数增加２０名，即将选举

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１２０名提高至

１４０名；将乡、民族乡、镇的人大代表名额基数

增加５名，即将选举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

定的４０名提高至４５名。同时，对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代表总名额达到上限所对

应的人口数作相应调整。

（二）坚持党对选举工作的领导

根据党中央２０１９年１月印发的 《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的精神，在选举

法中明确规定坚持党的领导，增加一条规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选举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充分发

扬民主，坚持严格依法办事。

（三）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其他内容

１．关于重新确定代表名额的报备。为便于全

国和省级人大常委会及时了解和掌握各地因行政

区划变动等原因依法重新确定代表名额带来代表

名额变动的情况，在选举法第十三条中增加一款

规定：依照前款规定重新确定代表名额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应当在三十日内将重

新确定代表名额的情况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２．关于对破坏选举行为追究法律责任。选

举法第五十七条对破坏选举行为的法律责任作了

规定，其中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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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行为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为深

刻汲取查处湖南衡阳、辽宁贿选案的经验教训，

并与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公务员法的

有关规定做好衔接，将这一款修改为：国家工作

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的，还应当由监察机关给予

政务处分或者由所在机关、单位给予处分。

选举法修正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

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１０月１４日上午对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修正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常委会组成人

员普遍认为，选举法修正草案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加强党对选举工作的全面领导，有

针对性地增加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数量，有利于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

利，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选举法修

正草案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经

过反复研究论证，已经比较成熟，赞成提请本

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一些常委会组

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

见和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１０月１４日下

午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

议意见，对修正草案进行了审议。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认为，修正草案是可行的。为了做好相

关工作，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在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中明确： “不设区

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

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根据本决定重新确

定。”

经研究，建议将本决定的施行时间确定为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８日。

审议中，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对进一步优

化代表结构、保障流动人口选举权利等问题提出

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考虑到这次修改选举法的重

点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是

个别条文修改，有的问题可以按照以往惯例在县

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文件中予以明确，有的问

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建议本次会议对这些问题

暂不作修改，由有关方面组织做好相关工作。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提出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法》的决定 （草案建议表决稿），建议本次

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

修改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

当，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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