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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了差额选举中非满额票选选举结果的合理性$采取实验的方法#将一次班级三好学生的选

举分为满额和非满额票选进行% 对选举结果从被选中者&得票数&得票率 Q 方面做了总体分析#利用拟合度

理论分析了非满额票选情况下选举结果与满额票选选举结果的相似程度% 结果表明在票选数不小于满额

票选 #m! 的情况下#选举结果是较为客观&可信的$票选数越小#对选举结果影响越大#选举结果的可信度&客

观性越低$当票选数不小于满额票选的 !mQ 时#选举结果可以达到最佳的拟合度#是建议实行的票选数%

关键词!等额选举$差额选举$满额票选$非满额票选$合理性$拟合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M

@(引(言

选举通常分为等额选举和差额选举两种方式0 等额选举是指候选人与应选人名额相等的选举$差额选

举#就是在选举中实行候选人数多于应选名额的不等额选举*Q+

0 差额选举往往更能体现出选举的民主性.

公平性.合理性0 而在差额选举的情况下#候选人数通常远远大于应选人数#形成所谓的1海选2#在应选人

数也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实行满额票选即每位选民的应投票数等于应选人数#选举的程序将很复杂#计票

统计工作量也将很大0 因此#考虑能否通过实行非满额票选#即每位选民的应投票数小于应选人数的方式#

以减少选举计票统计的工作量#简化选举工作程序#提高选举效率0

此处拟解决以下 Q 个问题'!#"实行非满额票选究竟能否选出公平.合理的结果$!!"当选民数.候选人

数.应选名额数一定时#改变选民应投票数即票选数#将对选举的最终结果造成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对选票

在候选人的集中程度上造成影响$!Q"在什么样的票选数情况下可以达到最接近满额票选的结果#即实现结

果拟合度的最佳状态0

#(研究方法

从班级选三好学生入手#通过实验的方式#首先采取不同票选的选举方式#选出相应的结果$然后#运用

数理统计学的1拟合度2原理#将各种非满额票选的选举结果与满额票选的选举结果做拟合度检验#最终找

到最理想的非满额票选方式#并对各种非满额票选的选举结果的合理性做了分析0 此次试验中共有选区



!班级"选民数 E! 人#参与投票选民数 !F 人#应选人数 #! 人#满额票选 #! 人#非满额票选分别为 #@ 人.F

人.B 人.J 人.! 人.# 人0

!(研究过程及结果

!+#(合理而必要的假设

!#"满额票选#得出的结果是最合理#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民意的0

!!"所有选民均持客观.公正的选举心态#即选举过程排除主观情感因素的干扰0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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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视为无效票0

!J"每次票选情况下#只有当选举过程有效票和选举结果有效率均不少于 E@n时#选举才有效*J+

0

!+!(概念定义与符号的说明

为了问题讨论方便的需要#对研究过程中涉及的几个有关概念作如下定义与说明'

!#"满额票选///选民应投票数等于应选名额数$非满额票选///选民应投票数!一般"小于应选名

额数0

!!"参照对象///满额票选的选举结果#具体包括被选中者与他们得到的票数.得票率0

!Q"得票率///单个候选人有效得票数与所有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选民的有效投票总数的比值#反映

了选票的集中程度0

!J"D票选///每位选民应投票数为D0

!E"结果拟合度///选举结果与参照对象的相似程度#体现为在与被选中者.得票率.得票率集中程度

几方面上的相似或接近程度*E+

0 选举结果拟合度等于选举结果的各项数据与参照对象的各项数据的比值#

通常用
+

来表示#即'

+

T实验数据E参照对象数据#一般地 @

1+1

##

+

越接近 ##则表明拟合度越高#

+

越接

近 @!正常情况"#或大于 #!异常情况"#则表明拟合度越低*B+

0 一般情况下认为#当拟合度
%

E@X时#是较为

满意的拟合效果#当拟合度hE@X时#结果是不够具有代表性的*C+

0

!B"选举过程有效率///即选民有效率'参加投票的选民数与选区全体选民数的比值$在一般的选举

中#选民有效率
%

E@X#选举过程方为有效0

!C"选举结果有效率
!!

包含两个层次0

!

投票有效率'所有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总数与参加投票的选

民的票数总数的比值$

"

得票有效率'单个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数与参加投票的选民的应投票数总数的比值0

!+Q(实验结果"全班 E! 人'共有 !F 人参加投票#!

表 #(实验结果

姓(名 #! 票 #@ 票 F 票 B 票 J 票 ! 票 # 票

[eY !Q !# #C #E ## F C

[^A !! !! !! !! #F #C F

Y,_ !# #" #" #" #Q Q #

6eY !@ #E ## " J ! #

-K #B #B #Q #@ B Q #

[GG #B #Q #! F B Q !

eo_ #B ## #@ F C ! !

[j #J #Q #! ## C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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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

姓(名 #! 票 #@ 票 F 票 B 票 J 票 ! 票 # 票

oe #Q #@ " J # #

o[eY #! ## ## C C ! !

Yeo #! #@ C C # #

[oe #! J Q #

ooe #@ F C B J Q #

[_6 #@ F J ! #

oj " F B E J !

[]Y " E J Q #

]MN F C J Q Q

A^o C J E E Q ! #

Ae B B J J !

ee[ E E E ! #

Yee E ! # #

o- E ! !

N= _ J Q # ! #

G-K Q Q Q Q Q # #

Y-e Q Q ! ! # #

oe Q # # # # #

YGe Q ! # #

33 Q # # #

A[e Q #

3H, ! ! # #

o[ ! ! #

[6[ ! ! #

[] ! ! #

3K ! # #

N] ! #

YY # # #

Yo^ # # #

oje # # #

je # #

合计 !BB !#F #F! #E# #@Q EE !F

投票有效率 C"+!n CC+"n F#+Qn F"+"n "!+@n "F+!n #@@n

((说明'!#"表格第一列英文字母是候选人姓名的首字母大写0

!!"其余各列表示每次票选情况下候选人的得票数#空白即为 @ 票0

!Q"该次实验的选民有效率均为 EQ+Fn gE@n#每场选举过程有效$表的最后一行数据表明该次实验的每次票选的投票有效率#均

超过 CEn gE@n#每场选举结果有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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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实验结果的分析

根据实验得到的数据!表 #"#将从得票数排序.得票数额.得票率 Q 个不同角度进行比较和分析0 首先#

将各票选下的选举结果与参照对象列表对比如下'

表 !(实验结果与满额票选结果的比较

姓(名 #! 票 #@ 票 F 票 B 票 J 票 ! 票 # 票

[eY !Q !# #C #E ## F C

[ Â !! !! !! !! #F #C F

Y,_ !# #" #" #" #Q Q #

6eY !@ #E ## " J ! #

-K #B #B #Q #@ B Q #

[GG #B #Q #! F B Q !

eo_ #B ## #@ F C ! !

[j #J #Q #! ## C Q #

oe3 #Q #@ " J # #

o[eY #! ## ## C C ! !

Yeo #! #@ C C # #

[oe #! J Q #

ooe #@ F C B J Q #

[_6 #@ F J ! #

oj " F B E J !

[]Y " E J Q #

]MN F C J Q Q

Â o C J E E Q ! #

Ae B B J J ! ( (

ee[ E E E ! # ( (

Yee E ! ( # # ( (

o- E ! ! ( ( ( (

N=_ J Q # ! # ( (

G-K Q Q Q Q J # #

Y-e Q Q ! ! # # (

oe Q # # # # # (

YGe Q ! # # ( ( (

33 Q # # # ( ( (

A[e Q # ( ( ( ( (

3H, ! ! # # ( ( (

o[ ! ! # ( ( ( (

[6[ ! ! # ( ( ( (

[] ! ! # ( ( ( (

3K ! # # ( ( ( (

N] ! # ( ( ( ( (

YY # # # ( ( ( (

Yô # # # ( ( ( (

oje # # # ( ( ( (

je # # ( ( ( ( (

F#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卷



!#"只从被选中者比较分析0 为了选出 #! 名1三好学生2#以得票在前 #! 位为界限划分0

首先#由表 !#各种非满额票选下#得票数排在前 #! 位的候选人对比参照对象几乎没有变化#只有个别

候选人在前 #! 位中有出入0 分别是'在 #! 票变到 #@ 票时#原来排在并列第 #@ 位的[oe被原来排在第 #Q.

#J 位的ooe#[_6代替#排序一下降到了第 !@ 位!这是一个典型个案#将在后面的个案例分析中对其进行

分析"#这种情况下被选中者的拟合度
+

#

TFQ+Qn$在票选数从 #! 分别变化到 F#B#J#!## 时#也均有 # 位同

学的排序下移至 #! 名以后#被选中者的拟合度
+

#

分别为 "#+Cn#FQ+Qn#CE+@n#CE+@n#CE+@n0

其次#被选中的前 #! 名候选人的名次也没有太大变化0 例如#[ Â#[eY#Y,_基本位居前三#其他候

选人的名次也只是偶有浮动0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单从得票数排序上来看##@ 票至 # 票票选都能得到拟合度
%

CEn的选举结果#这表明虽然得票排

在前 #! 位第同学有的票数高达 !Q 票#有的则只有 #! 票#但是选出的同学都是很优秀的#是名副其实的1三

好学生2#大部分都与自己预想的一致#选举的结果是合理.公平的0

第二#选举结果的拟合度与票选数有关#票选越接近满额#拟合度越高0

!!"结合得票数比较分析0 在上述对得票数进行排序的基础上#分别计算出被选中的前 #! 位候选人的

得票数与参照对象的拟合度平均值
+

!

以及方差 4

!

0

表 Q(非满额票选结果与满额票选结果的方差(拟合度比较

拟合度.方差 #! #@ F B J ! #

+

!

#@@n FE+E@n CQ+E@n BE+@@n E#+"@n !E+E@n #E+F@n

4

!

@ @+## @+!# @+Q! @+"" @+QE @+#J

方差随选票数变化曲线如图 #'

图 #(方差随票选数的变化曲线

通过上面的计算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在选民数.候选人数.应选名额数一定时#改变票选数即选民应投票数#确实会对选举的最终结果

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而且一般是在票选数较小!比如 # 或 !"时#影响效果趋于明显0

第二#在选民数.候选人数.应选名额数一定时#改变票选数即选民应投票数#也确实会对选票在候选人

的集中度上造成影响#且约呈 #En的递减趋势0

第三#B 票以上的票选都是较能准确反映选举意愿的#可以达到最类似满额票选的选举结果#对选票的

集中程度影响较小#得到的选举结果拟合度较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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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从得票率比较分析0

首先#将各票选选举结果的前 #! 名候选人的得票率#计算汇总如下'

表 J(各种票选选举结果的前 #! 名候选人的得票率

姓(名 #! 票 #@ 票 F 票 B 票 J 票 ! 票 # 票

[eY

[ Â

Y,_

6eY

eo_

[GG

-K

[j

oe3

o[eY

[oe

Yeo

ooe

[_6

oj

Â o

G-K

#@@n

CE+@n B@+Cn EQ+Bn Q"+Qn !F+Bn !E+@n

CF+Bn CF+Bn CF+Bn BJ+Qn B@+Cn !F+Bn

BC+"n BC+"n BC+"n JB+Jn #@+Cn Q+Bn

EQ+Bn Q"+Qn Q!+#n #J+Qn C+#n Q+Bn

Q"+Qn QE+Cn !F+Bn !E+@n C+#n C+#n

JB+Jn J!+"n !F+Bn !#+Jn #@+Cn C+#n

EC+#n JB+Jn QE+Cn !#+Jn #@+Cn Q+Bn

JB+Jn J!+"n Q"+Qn !E+@n #@+Cn Q+Bn

QE+Cn Q!+!n ( ( ( (

Q"+Qn Q"+Qn !E+@n !E+@n C+#n C+#n

( ( ( (

QE+Cn !E+@n !E+@n ( ( (

!F+Bn !E+@n !#+Jn #J+Qn #@+Cn Q+Bn

!F+Bn ( ( ( ( (

( ( #C+"n #J+Qn C+#n (

( ( #C+"n ( C+#n Q+Bn

( ( ( #J+Qn ( Q+Bn

根据表 J#分析如下'

首先#满额票选时#前 #! 名候选人最高得票率为 F!+#n#最低为 J!+"n#有 F 名候选人的得票率在 E@n

或以上0 但是#满额票选时仍有 J 位候选人得票不超过 E@n#这是由于候选人太多!Q" 人"导致得票相对

分散0

其次#在 #@ 到 B 票票选时#前 #! 名最高得票率都为 CF+Bn#最低得票率分别为 !F+Bn#!En##C+Fn$J

到 # 票票选时#最高得票率分别为 BJ+Qn#B@+Cn#!F+Bn#最低得票率分别为 #J+Qn#Cn#Qn#最低得票率

近似呈半数递减趋势0

通过上面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当要求所有选出的候选人得票率都在 E@n及以上时#即使是满额票选也可能是无法实现的$当要

求所有选出的候选人得票率都在 #mQ 及以上时##@ 票票选即可实现$要求所有选出的候选人得票率都在 #mJ

及以上时#F 票票选即可实现0

第二#在候选人人数较多的选举中#要选出相当数量!不是太少"的候选人#要求得票数均过半是不现实

的#这无疑揭示了非满额票选的必要性0

第三#在选民应选投票数为 F 票或以上的票选都是较能准确反映选举结果的#得票率的变化不会很大0

第四#F 票以下到 J 票的票选的客观性值得怀疑#有待探究#可能是因为选票数越少#选举人的主观性越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卷



强所致0

为了直观地考察选举结果的拟合度#将各票选的得票数结果作成下面的折线图'

图 !(候选人得票数随票选数变化的折线图

首先#以参照对象的排序为D轴#得票数为 K轴#通过观察折线图的走势#可以看到满额票选的折线走

势较为平缓#且呈逐渐降低的趋势0

其次#注意到 #@ 到 J 票票选的折线图走势基本相同#表明拟合度较大#几乎是同增同减##@ 到 F 票票选

的走势与 #! 票是最为接近的#可以说具有较大的拟合度0

再次#从折线图走势到 !@ 名以后位置很低且非常平稳可以看出#B 票及以上票选的选票集中度都是较

高的0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第一##@ 到 F 票是相当可信并且可行的票选数#也就是说#其对应的不少于 !mQ 满额票选的票选数是选

民建议的应投票数0

第二#B 到 J 票与参照对象的拟合度虽然也达到常规选举的要求#但与满额票选仍有一定的出入#需要

根据实际情境慎重选择使用0

上面对实验结果的拟合度在总体上进行了分析#下面针对实验结果产生的个案即特殊现象进行解释

分析0

J(研究结论

通过对实验结果的总体分析#在研究开始所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圆满的解决0

第一#实行非满额票选也同样能选出公平.合理的选举结果#前提是票选数不能太少#选民基本持客观.

公正的选举心态0

第二#当选民数.候选人数.应选名额数一定时#改变票选数即选民应投票数确实会对选举结果造成影

响#但在票选数不小于满额票选
#

!

的情况下#选举结果还是较为客观.可信的0 一般地#票选数越小#对选举

结果影响越大#选举结果的可信度.客观性越低0

第三#当票选数不小于满额票选的
!

Q

时#选举结果可以达到最佳的拟合度#是建议实行的票选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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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

研究探讨的是差额选举中的非满额票选结果的合理性#致力于寻求小于满额票选的情况下达到选举结

果最佳拟合度的选举方案#并对选举结果所出现的异常现象作了解释和分析0 而在候选人人数较大#但应

选名额数较小时#选举结果的公平性.合理性显得更加重要0 而应选名额数较小!比如为 # "#恰恰就为不公

平选举!如'贿选"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此时采取超满额票选即票选数大于应选名额数是否可以克服由于应

选名额太小造成的选举不公平性#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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