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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层民主建设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中持续健康发展，乡村老年群体基数庞大，其在民主选举过程中

的参与积极性亟待被关注。文章基于自我效能感理论，通过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就西部X村委换届选举

过程开展案例分析，研究发现老年群体在村委换届选举中存在充当“工具人”现象严重、主动参与度低、

参与外部积极性低三方面的问题，最后从赋予选举内涵、畅通沟通渠道，完善基础政府评估体系、健全

监督反馈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增强老年群体的参与积极性，实现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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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develops continuously and healthily in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 base of rural elderly groups is huge, and its enthusiasm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5276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5276
https://www.hanspub.org/


刘悦，任高燕 
 

 

DOI: 10.12677/ar.2024.115276 1904 老龄化研究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election urgently needs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Articl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lf-efficacy, through on-the-spot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western X vil-
lage general election process to carry out the case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lderly in the 
village election as a “tool” phenomenon, low active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e in external enthusiasm 
low three aspects, finally from the election connotation, ope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mprove 
the basic government evalu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feedback mechanism put for-
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lderly group participation enthu-
siasm, achieve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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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中得到持续健康发展。据《民政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2022 年)》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共计有 60.7 万个，其中村委会 48.9
万个，这一年里共有 4.8 万个村委会完成选举，村委会在基层民主的发展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口达 1.21 亿人，占农村人口的 23.81%，

农村老年居住人口体量庞大，其选举权利的实现就更应该被重点关注，民主选举作为一项与人们息息相

关的权利是格外重要的。目前在我国，村民选举权利的实现，大多以投票的形式体现，村委换届选举是

老年群体行使自身权利的重要平台与场所，对整个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与个人权利的实现有着极为重要的

意义。因此，文章以西北 X 村村委换届选举为例，从政治效能感视角切入，探究老年群体在村委换届选

举中的参与积极性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老年群体民主权利的实现，推动基层民主建设。 

2. 西北 X 村村委换届选举的调查分析 

2.1. 选举概述 

西北 X 村位于陕西北部，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距离镇政府空间直线距离 5 公里，该村常居人

口共有 80 户 500 余人，全村居民大部分居住于山坡或者谷沟中，居住在自家修建的窑洞之中，相对比较

分散。西北 X 村是一个山区一般村，90%的村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红枣、小麦等，蔬菜、瓜果基

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人均年收入在 3 万左右。村内并无旅游地、民宿、大型工厂等。常居人口年龄主

要集中在 50~85 岁之间，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大量的中青年人选择在外就学、务工，农村的空巢

化现象严重，老年群体成为村委换届选举中的主要投票人。 
2021 年 12 月，按照乡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西北 X 村按要求成立了以村支书为组长的村委换届选

举工作小组，主要来负责换届选举工作的统一组织、部署与协调，与此同时，乡政府也安排了专员进行

驻村指导工作，结合村里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指导方案。工作小组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将选举政策内

容准确地传达给村民，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选举观念，同时收集村民关于选举的意见，经过多番修改与

讨论，制定了此次村委换届选举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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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村委换届选举工作中，乡政府指导村庄依法制定选举办法，严格把控选举流程，规范换届选

举流程，确保了选举的公平、公开、公正，同时提前摸排候选村干部的基本情况，罗列出了可能影响选

举的各种不利因素。 

2.2. 选举情况调查 

笔者亲身参与到了西北 X 村村委换届选举大会，实地感受观察选举每个阶段出现的情况，与村民、

村干部候选人、上届村委会成员都进行了访谈沟通，对该村的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基本掌握，通过问卷和

访谈的方式对此次换届选举中老年群体参与积极性进行调查。 

2.3. 选举流程 

2.3.1. 成立选举委员会 
成立选举委员会是每个村开展村委换届选举工作的第一步，选委会将会负责此次选举工作的整体安

排与执行，选举委员会的成员由村民选举产生，通常成员人数应在 5 至 9 人，其中必须需要包含 1 名女

性。鉴于西北 X 村的村民总数低于 1000 人，按照选举办法规定，选委会成员最终是由 5 人组成，设主任

1 名，委员 4 名，其中包含 1 名女性。选委会的选举工作由乡镇指导组召集主持，为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

作用，此次选委会主任最终是由上届村支书兼任，选委会其他成员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共选出 4 人。 

2.3.2. 选民确认与登记 
选民的确认与登记是村委换届选举工作的第二步，在选民登记阶段，西北 X 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填

写了选民登记表，选举委员会负责审查此次选举的选民资格，确保选民资格无误后，将选民名单于选举

前的 20 天公布在村公告栏中。在正式选举开始前，选委会会根据选民名单发放选民证，选民证将会作为

选民投票的凭证，经过最终公示确认，西北 X 村本次村委换届选举具有选民资格的村民 498 人。 

2.3.3. 预选与提名候选人 
本次选举采用了选民“一人一票”的方式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在提名候选人数多于规定

人数时，选委会负责召开村民会议，以无记名投票、公开计票的方式进行预选，按票数多少确定正式候

选人，确定正式候选人后，在选举前的 5 天以得票数多少的顺序公示于村公告栏中，在此期间，任何人

不得对名单进行修改。 
预选与候选人的产生，属于村委换届正式选举的预热阶段，正如歌唱比赛的海选，通过海选才能拿

到正式比赛的入场券，笔者通过观察发现，在这个阶段，有意向竞选村委会干部的人已经开始活跃起来，

他们会前往村中的各家进行游说，利用各种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与想法。 

2.3.4. 正式选举与结果确认 
正式选举前，选举委员会在选举日的 5 天前公布了正式选举的具体时间、地点与方式，由于西北 X

村人口较少，因而此次选举并未采用流动票箱，村民凭借发放的选民证可以参与到正式选举投票，选举

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考虑到村民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本次选举大会特别设立了代填处，对于那些不

能自己完成选票填写的选民，可以委托其他选民在代填处代写，但需选民亲自将选票投入票箱方可视为

完成投票。 
投票完成后，进入到公开计票环节，由监票人、计票人将票箱公开放置于会场，当众开箱，公开核

验票数、唱票、计票，并做好投票记录，在选举委员会确认本次选举结果真实有效后，当场公布本次的

选举结果，并将选举结果张贴于村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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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 

根据 Campbell 提出的政治效能感理论，政治效能感分为内部政治效能感、外部政治效能感。为更加

深入研究西北 X 村村委换届选举中老年群体的参与积极性，文章在构建指标体系后进行问卷设计，调查

问卷共包括两个部分，政治效能感测量与受访者基本信息。政治效能感测量参考美国杜克大学史天健教

授的设定[1]，结合村委换届选举这一事件的特性，政治效能感具体测量题项如表 1 所示，基本信息部分

下设八个二级指标，主要有居住时长、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职业、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家庭人数。

访谈问卷以“事前–事中–事后”为主要框架，即选举前、选举中、选举后三个方面，共设计 7 个问题。 
 

Table 1. Measurement items of political efficacy among the elderly group 
表 1. 老年群体政治效能感测量题项 

项目简称 测量题项 

a 我对我们村里的公共事务非常了解 

b 我非常清楚我所在村的村委换届选举的运作程序和机制 

c 我对参与竞选村干部的人员非常了解 

d 整体来说，在村委换届过程中村委会重视我的想法 

e 总的来说，我们的村干部非常重视我的意见 

f 村委会在做各项决定的时候会考虑我们的感受 

3.2. 调研设计 

3.2.1. 数据采集 
调查问卷共收集到 178 份，剔除 8 份问卷未完成问卷，剔除 13 份所有选项一致的规律性问卷，共使

用 157 份有效问卷进行后续分析，有效率为 88.2%。 

3.2.2. 样本分析 
在回收的有效样本中，可以直观地发现男女受访者基本持平。本次调查受访者以 60 岁及以上群体为

主，在受访者学历方面，67.5%的受访者学历在初中及以下，基本符合当前农村居住人口的普遍学历预期，

高中文化水平的比率为 26.1%，专科占 3.2%，本科占 3.2%。受访者的家庭人数集中在 3 至 4 人，代际人

数主要是 4 代。在月平均收入中，占比最多的为 0~4000 元，共占比 92.3%，6000 元以上占比最少，为

4.5%。主要包括养老金、子女赡养、自己种植果蔬等其他经济作物的收入。 

3.3. 调查结果及分析 

3.2.1. 主成分分析 
文章测量的村委换届选举中老年群体政治效能感主要通过对问卷中 6 个项目因子分析获得，如表 2

所示。这 6 个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56，信度较高，适合做主成分分析，共提取两个公因子，

将其依次命名为“内部政治效能感因子”与“外部政治效能感因子”。通过表 3 可以看出，因子分析得

到的变量结构与政治效能感的理论结构非常吻合。 
为了对村委换届选举中老年群体政治效能感的整体状况有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文章参照刘伟运用

公式将两个因子转换为 1 到 100 之间的指数方法[2]，将内部政治效能感因子与外部政治效能感因子转换

为 1~100 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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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omponent score coefficient matrix 
表 2.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项目 内部政治效能感因子 外部政治效能感因子 公因子方差 

a 0.879 0.236 0.828 

b 0.863 0.222 0.794 

c 0.840 0.211 0.751 

d 0.170 0.790 0.803 

e 0.156 0.875 0.653 

f 0.435 0.784 0.789 

a. 提取了 2 个成分。 
 

公式：转换后的因子值 = (因子值 + B)*A。 
A = 99/(因子最大值 − 因子最小值)。 
B = (1/A) − 因子最小值。 
 

Table 3. The converted factor values 
表 3. 转换后的因子值 

因子 A B 转换后的因子值 

内部政治效能感因子 139.6332863 −0.162838384 55.06135402 

外部政治效能感因子 149.0963855 0.006707071 47.02108434 

 
通过公式的运用计算可得表 3，通过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老年群体内部政治效能感值稍高于外部政治

效能感(前者为 55.06 分，后者为 47.02 分)，但总体来说，西北 X 村村委换届选举中的老年群体政治效能

感还是偏低，内部政治效能感指数略高于半数，外部政治效能感未超过一半。 

3.2.2. 内部政治效能感分析 
政治效能感分为内部政治效能感与外部政治效能感两个方面，其中内部政治效能感是个体对于自己

参与政治事务是否可以产生影响，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则参与积极性越高。在 157 份有效调查样本中，

76.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对村中的公共事务非常了解，这是由于文章的调查对象是生活在刘家山村的村民，

大家对于村中事务都或多或少参与过，他们在日常生活的交谈与来往中都会不经意间了解到村中发展的

一些事务，进而参与其中。75.8%的受访者对村里村委换届选举的运作流程与机制非常熟悉，62.4%的老

年群体对参与竞选村干部的人员非常了解，这说明老年群体在这一方面的政治效能感是得到基本实现的。 

3.2.3. 外部政治效能感分析 
外部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人相信政府对于个人的政治行为有反馈的感觉，在 157 份调查样本中，同意

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是：f (24.8%) > d (22.3%) > e (21%)，通过和老年群体的谈话中发现，西部 X 村并未设

立村委会意见箱，进一步表明老年群体的“反馈”通道是堵塞的。与此同时，在“村委会做决定考虑村民

感受、重视村民意见”两项题目中，均有 75%以上的老年群体认为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意见，这也符合

目前我国农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常态，老年群体更多的只是被充当“工具人”，村委会换届选举这一

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缺乏更深层次的含义与地位。 
显而易见，在西部 X 村村委换届选举中，老年群体的外部政治效能感实现是偏低的，如何提高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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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参与外部政治效能感也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难题之一。 

4. 存在问题 

4.1. 老年群体充当“工具人”现象严重 

基于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在西部 X 村村委换届选举中，老年群体充当“工具人”现象严重，

大部分老年群体觉得选举与自己的关联不大，选来选去还是那么几个人，选举跟着亲戚选。 
民主选举这样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活动，选举主体缺乏参与感，主体政治效能感就无法得到满

足，参与满足感无法实现，在线下访谈中发现，西部 X 村的管理建设也存在巨大漏洞，村委会设置在村

的最深处，老年群体前往村委会大约需要步行 30 分钟，与此同时，在村庄文化与环境建设方面，村子还

未设立基本环境卫生配置，如垃圾桶，老年群体也给村委会反映过这些问题，但村委会也只是多次口头

答应，并未付诸实际行动，进一步导致政治效能感低下。 

4.2. 老年群体主动参与度低 

纵观西部 X 村的整个换届选举过程，大部分老年群体都参与其中，但存在的问题是参与选举的大部

分老年群体持“随大流”的思想态度，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在笔者参与的西部 X 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

参选的很多老年群体是由竞选利益相关者多次催促后才到达投票地点进行投票，老年群体的主动参与度

低。 
笔者在对老年群体的走访了解中发现，大多数老年群体表示不会积极主动参与村委会选举，参与的

主要意愿是乡政府安排和村干部催促，造成老年群体这种消极投票行为的缘由是大多数老年群体认为村

委会选举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该结论也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调查咨询中心 2017 年对全国

31 个省份 261 个村庄开展的问卷调查结论基本吻合[3]。综上所述，除了竞选者和候选人的利益团体及少

数关心选举的老年群体，大部分老年群体认为选举不重要且与自身利益关联较小，老年群体主动参与村

委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不足。 

4.3. 老年群体参与外部积极性低 

文章参考文献因子值转换指数的方法，将内部政治效能感因子与外部政治效能感因子转换为 1~100
的指数进行分析后发现，外部政治效能感指数低于内部政治效能感，在对老年群体参与外部效能感进行

分析时发现，西部 X 村未设置村委会意见箱，老年群体的“反馈”通道堵塞，如果老年群体对换届选举

存有意见或分歧，无法得到及时解决，这就会进一步挫伤其参与积极性，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实现更多是

政府给予老年群体，老年群体内部政治效能感得到基本满足时，就需要政府来进一步满足其外部政治效

能感，老年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得到满足，那么其参与积极性就会显著提升。  

5. 对策建议 

5.1. 赋予选举内涵，引导建立正确选举价值观 

基层政府在选举开始前，可以在村内对相关选举政策进行普及，让老年群体了解目前的村民自治政

策，了解选举的神圣政治意义与内涵，同时还可以举办竞选人答辩大会，鼓励竞选者向老年群体展示自

己的竞选理念与竞选承诺，让老年群体不再充当选举“工具人”，而是真切地将自己与选举连接在一起，

真正地参与到这一项整治活动中，把票投给真正可以带领全村发财致富的候选人。 
同时基层政府还可以把全国村干部带领全村发家致富的案例在村里广泛宣传，让老年群体明白村委

换届选举出来的村干部直接关系着村庄的未来发展，关系着他们的“钱袋子”，是与村庄未来发展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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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的。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就是农村的主人，是民主选举的主体，珍惜投票这一重要的政治权利，

从而提高参与积极性，鼓励他们主动参与到村委换届选举的工作中来。  

5.2. 畅通沟通渠道，完善基础政府评估体系 

沟通是解决问题与矛盾的关键方法，在文章的分析研究中发现，西部 X 村的老年群体与政府间的沟

通渠道是堵塞的，老年群体对换届选举的意见与想法很难传达给村委会及乡政府，这就导致老年群体与

基层政府各干各的，互不理解。面对这种情况，基层政府可以每月前往老年群体家中调研，以一种低调

的方式，无需提前通知村干部，这样既可以有效地与老年群体之间建立沟通渠道，还可以更好地推动基

层民主的建设发展。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层政府更应顺应时代发展，以乡镇为单位，开发 APP 或小程序，在村委换届

选举前后，及时发布候选人相关信息，老年群体可以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参与村委换届选举，在选举结

束后，发布选举过程满意度调查，进一步完善基层政府评估体系，增强其政治效能感。 

5.3. 健全监督反馈机制，增强政治效能感 

村委换届选举是村民自治的重要体现，是村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实现方式。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成功

与否，将会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有效实现。目前在我国的村委换届选举中，依旧存在有民主监

督实现方式薄弱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健全完善监督反馈机制，让老年群体有渠道和场所对政府的

行为进行监督。 
在村委换届选举中，除选举委员会之外，还可以成立专门的选举监督委员会，细化监督职责，加大

对违规竞选行为的监督，更好地实现民主监督，让老年群体的意愿在村委换届选举中得到有效的体现，

让老年群体敢选、敢说，重视老年群体的意见想法，对老年群体反映的问题及时解决处理，不堆积村务，

有问必答，有题必解。 

6. 结语 

对村委换届选举进行研究是乡村民主政治学术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村委换届选举作为老年群体行

使自身民主权利的重要平台与场所，在政治效能感视角下，老年群体参与村委换届选举中存在的问题是

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存在充当“工具人”现象严重、主动参与度低、参与外部积极性低等，可以从赋予选

举内涵、畅通沟通渠道，完善基础政府评估体系、健全监督反馈机制等方面增强老年群体的参与积极性，

实现其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促进老年群体民主权利的实现，最终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强有力运转。只有

通过提升老年群体的内外部政治效能感，才能真正实现老年群体的权利实现与参与积极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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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村委换届选举中老年群体参与情况访谈提纲 
1、请问您是否积极主动的参与了村里的村委换届选举？ 
2、您为什么会(不)愿意积极主动的参加换届选举？ 
3、村委换届选举有您的宗族亲属参与竞选么？ 
4、在您宗族亲属参与竞选的情况下，您会把票投给谁？ 
5、在您宗族亲属参与竞选的情况下，但竞选的另一方更符合该职务时，您会把票投给您的宗族亲属

么？ 
6、您如何评价村委换届选举的流程及结果？ 
7、作为选民，您认为在村委换届选举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认为乡镇工作人员参与到换

届选举中有必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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