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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自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社會控制的放鬆，制度的調整與創新，

種種改變無不成為中外學者對中國大陸民主化前景引頸期盼的研究焦點。當中國

大陸面對多種民主化路徑選擇下，「選舉」無疑是備受學者關注的一環。1998 年

起，「直接選舉」在城市基層社區的推動，成為中國大陸基層民主發展的一個新

階段。而西方的現代化理論更將城市視為「民主發展的搖籃」，其高度的經濟、

社會發展，有利於帶動公民社會之萌生與民眾政治參與的需求。因此，選舉在城

市的發展為觀察中國大陸民主發展的重要標的。 

 

有鑑於「民主選舉」具有的政治賦權意義，社區居民委員會推動的直接選舉，

雖仍存在國家主導的問題，但選舉機制的修改，讓選民能自由參與、自由選擇，

以及開放候選人的推薦。因此，選民是否能在此機制之下，透過居委會選舉的參

與，培育出更強的政治意識，或透過選舉議題激發社區公共意識的萌芽，發展抗

衡國家的社會力量？本文經由 2003、2006 兩屆上海居委會選舉為研究案例，探

討社區居民的選舉參與情況，以「政治功效意識」和「社區意識」作為分析選民

選舉參與態度之架構。 

 

    研究結果發現，城市社區選舉參與程度愈高者，其政治功效意識與社區意識

均得到提升，但低度參與的社區居民兩方面的效果則不顯著。顯示，基層社區國

家動員下的選舉參與，有助於部分社區成員強化其政治功效意識，以及激發社區

意識的我群觀念。而選舉作為中國大陸基層社會自主力量的訓練，將可能有助於

培養城市居民具有更高的政治參與能力，以及可能產生的非預期政治改革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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