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刀 田心止 困灯 】 任洲 闻

威权主义与民主转型

— 塞于东南亚国家的视角分析

柴 德 让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兰州

摘 共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在效仿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失败后�纷纷走上威权主义的政治之路�而 世纪 年

代后期又开始了民主转型 文章采用历史考察与政治发展理论相结合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因索等视
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东南亚国家威权主义政治是特定的历史形态�民主转型过程虽受其自身限制性
因素的制约�但民主化是威权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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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威权主义的含义
威权主义�又称威权政治 画 �

权威 主义 根据塞缪尔 ·亨廷顿 明五 �
别 的解释�威权主义是 “几乎没有政治争
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
有限的 ”川 “权威主义 ”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
少论述。美国学者拍尔马特 讹 将

其 称 之 为 “现 代 权 威 主 义 ”
耐 �阿 根 廷 学 者 奥 唐 纳 尔

恤 均 称之为 “官僚权威主义 ”
’ 耐 中国学·者有的称

之 “精英威权主义 ”�有的称为 “过渡性权威主义 ”�
还有的称之为 “新权威主义 ” 奥唐纳尔在探究

拉美威权主义国家政治结构时�将 “官僚威权主义 ”
的特征做了以下概括 主要社会基础是上层市民阶

级 在取消大众部门政治活动的同时实行经济的规

范化�以维持社会秩序 对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大众

部门进行排斥 压制公民权利�取缔政治民主机构
排斥大众经济部门活动�以利于大垄断寡头的资本
积累 与跨国生产组织联姻并推动其增长 通过制

度作用�用中立和客观的技术理性尽量使社会问题
非政治化 关闭大众与政府间的民主通道�只保留

军队和大垄断企业的参与 【’〕罗荣渠认为�威权主
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

现的军人政权或非军人统治 一般是一党执政 的

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 任一雄则从威权主义

高度集权的视角阐释其内涵 “威权政治是一种以
高度集中权力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形态。主要表现
为 依靠传统专制和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政治
或军事强人通常凭借权势集团或武力�通过军事政
变或通过立法、议会、选举等民主机制而获取并维
持其统治权力�……主导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成
为其合法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现
代化进程二

通过对以上众多学者观点的综合分析�本文认
为 “权威主义政体是 世纪 一 年代出现于

西南欧国家�二战以后�普遍存在于亚非拉新独立
的民族国家中�由强权人物或集团高度集中权力�
采用高压政策主导国家政权推动现代化的发展道

路的一种资产阶级统治形式。·

二、威权主义 东南亚国家

特定历史时期的选择

东南亚国家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取得民族独立
以后�许多国家机械地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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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 但事与愿违�移植导致了经济的停滞�政治
的混乱 于是�适应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威权主义
逐渐代替原来的民主政体 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稳

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威权主义之所以在东南亚

国家确立�究其原因有 点

一 经济因素

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

国内外学术界很多学者将其视为关键因素�这是因
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具有客观的互动关系 “人
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
不以他们的愈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
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

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
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惫识形态与

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

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梢神生活的过程 ”川新
独立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落后�工业化程度
低下�经济结构崎形 基本上以农业种植为主 从整

个的社会结构看�教育水平低下的农民是社会的主
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 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成

熟的中产阶级在东南亚国家都未形成 因此�当时
的东南亚国家普遍不具备建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议会民主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 而相对于西方

的民主政治�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更能在当时的情
况下发挥其作用

二 政治文化因素

道格拉斯 ·诺斯的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 在制

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制

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往往会出现良性循环
或恶性循环的发展�而当出现恶性循环之时�要跳
出这种循环的怪圈绝非易事 因为人们习惯于沿

着既定路径往前走�初始的制度选择会提出强化此
制度的刺激与惯性 【’ 西方殖民主义人俊以前 中

国和印度两大帝国的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形态对

东南亚国家有重大影响 东南亚国家大都效仿中

印两国实行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体 因此�政治上
的高度集权在东南亚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 同时�
东南亚国家深受孺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强
调秩序、服从统治、推祟权威等宗教理念在东南亚
国民中有着广泛影响 此外�西方殖民主义人侵以
后�虽然建立起殖民机构�但地方的传统势力依然
保留着�长期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如皇权主义、清
官思想、等级观念、集体主义、推祟权威等仍然根深
蒂固�成为东南亚国家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源泉

娇 民主政治尝试的失败
民主体制改革的失败成为东南亚威权主义建

立的直接原因 二战后初期至 世纪 年代初�
东南亚国家先后进行的仿效西方议会民主体制的

改革�并没有使其走上真正的民主道路�反而导致
了政治的动荡和经济的衰退 各个国家所期望的

改革能带来的社会整合作用也没有实现 面对东

南亚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多元性和经济杜会的落后

性�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明显水土不服 正如

年缅甸领导人吴努所说 “政府的民主制度�虽然是
最理想的�但同时也是最难实行的 民主是不能强

加给一个民族的 民主的艺术原则必须适用于当

地的条件、信仰和习惯以及教育等这样的一些情
况 ”【’ 政治的动荡与不稳定制约粉经济发展�而
经济的停滞又进一步制约和加深了政治危机 这

种恶性循环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在此困境下�东
南亚国家纷纷放弃西方议会民主体制�选择了威权
政治体制

四 国际因素

二战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营造的国际冷战
格局�是威权主义出现的外部因素 东南亚各国建

国初期经济基础薄弱�对外依赖性强 在冷战的国

际环境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值染 “共产
主义威胁 ”论�这种威胁既有来自外部如中苏两国
的共产主义�也有来自东南亚各国国内的共产主义
势力 东南亚国家要想完成这项重要的反 “共产主
义威胁’的任务�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权 阿尔蒙

德认为 “一个政治体系可能受到敌对国家的威胁
或侵略�为了对付这种挑战�这个政治体系可能会
感到自己需要更多的资源�需要更为有效的办法来
组织和安排这些资源 ’’。】而以军人势力推翻软弱
无力的 “民主政府 ”�取而代之的是以个人独裁和军
人统治的威权政体�正是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才具
有了形成和存在的合法性

从 世纪 年代末至 年代�是东南亚威权
主义政治发展时期�东南亚威权主义政体是政治稳
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保障 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
威权主义政体的领导人始终把经济发展和政治稳

定看得至关重要 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强调权力
的高度集中 正如亨廷顿所说 “威权的合理化和权
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
是必要的 ”〔川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也会带来良好
的社会秩序 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威权主义的政治现

代化理念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与东南亚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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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更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实际发展情况 他们

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历史和社会背景�利用权力集中的政府�更好地
实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 在

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东南亚国家�市场对整个社会秩
序的整合程度还非常低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发
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国家力量 通过强人政治的有

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与安定�为经
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为中产阶级的发育、壮大�创
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 ”‘’威权主义政治体
制是战后东南亚国家在特定的国情和当时面临的

国际环境下的一种选择�它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
形态 的确�东南亚国家采用这种政治体制取得了
为世人瞩目的成绩 但这仅仅是一种过渡形态�其
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威权主义政权是有限
的合法性政权 突出的表现是威权主义政权的有限

政治改革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深层次要求 在民主

制度尝试失败后�面临经济萧条、政治动荡、社会秩
序混乱的情况�因此�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促进
经济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人们对民主权利冷摸�拥
护威权体制。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和
人民群众的教育水平和参政意识的提升�民众呼唤
多元化民主政治的到来 其次�权力高度集中的威
权主义政治体制容易造成腐败现象 由于权力高度

集中�缺乏有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腐败滋生
再次�威权主义体制强调对市场经济的过渡干预
政府权力的过于强势�使市场经济的自身运行受到
限制 “通过威权政治和政府的干预�驾驭市场�加
速经济增长�虽可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但始
终存在一些干预过度的风险和放松某些方面监管

的问题 政府干预一旦过度�极易滑向专制统治的
误区 有的东南亚国家施行独裁和家长制统治�十
分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 ”【‘

三、民主转型 东南亚日家现代化发晨的趋势

从 世纪 年代后期开始�东南亚国家开始
政治转型 直接或间接由军人集团掌控或操纵的国

家中央政权向文人政权过渡�军人逐渐失去掌控国
家的权力 加强了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制约�立
法机构的作用进一步提升�行政机构的作用被弱
化 利益集团和民众参与逐步活跃�非政府组织的
作用日渐明显 多党政治竞相发展代替原有的威权

体制下的政党政治 政治转型的原因除了上文已

提及的威权体制合法性衰弱这一直接因素外�还有
以下 个重要方面

一 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

战后�随着威权政治的逐步确立�东南亚国家
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这得益于威权国家领导人所
采取的 “经济优先主义’ 经济的发展为东南亚的

民主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 “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
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为其退出政治历史
舞台创造了物质条件。”【’月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公民
的大众教育和觉悟水平随之提高�政治参与和民主
意识也不断增强 经济因素所带来的以上影响逐

渐削弱了威权体制 “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一
个贫穷落后、文盲成堆的国家或地区是难以建立真
正的民主的 反过来�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社
会也难以建立起真正的威权主义专制 因为在这

样的社会里�经济很发达�社会高度分化�民众的政
治参与意识很强�威权主义必然无处扎根一 ” 另
外�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打击了东南亚各
国经济�但也使东南亚威权统治的弊端更明显地暴
露�促进了其民主化进程

二 国际民主形势的发展

从 世纪 年代中后期�特别是 年代开始�
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世纪 年代中期�第
三次民主浪潮涌人东南亚国家�“在这一次浪潮中�
人类历史上采行某种民主政体的国家总数在世界上

第一次占到了一半以上 ”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
顾 世纪时�他们会将这一世纪的最后 视为现

代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躁动时期 ”【” 在这一时
期�全球性组织如联合国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
化、现代化和全球化冲击着世界每个国家�国际机
构、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等所有这些都侵蚀着威
权主义�要求建立民主政体

三 中产阶级的不断成长壮大和市民社会的

形成

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条件�随
着公众教育水平的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愈识加强�
中产阶级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 “中产阶
级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 他们比较关心

公共权力的运用�其思想观念中范含着强烈的政治
色彩�具体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 中

产阶级的壮大销蚀了传统政治的社会基础�民主化
从而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 ”〔” 中产阶级队伍的
壮大与以市场为基础的多元化政治相联系�降低了
政府统治能力 大 的非政府组织和社团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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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的兴起鼓舞着人

们的现代化意识 以上 个条件对民主政治转型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东南亚国家虽然具备以上民主转型的因素�但
不能忽略的一个客观实事是 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

化进程用了上百年的时间 因此�东南亚国家的民
主化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 并且面临一系列实际

问题 首先�民主化的经济基础依然薄弱 独立以

后的几十年内�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虽然取得了快速
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同时�外向型经济
结构有其自身弱点�对外依存度高�容易受到国际
市场波动的影响 其次�民主制度和文化氛围的缺
失 东南亚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还存
在明显缺陷�需进一步完善 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特

性决定了西方民主在东南亚遭遇冲突的不可避免

性 尤为突出的是�东南亚地区有佛教、基督教、伊
斯兰教文化等多种宗教文化 多元宗教、多种文化
决定了西方民主在东南亚成长的艰难 另外�利益
集团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是民主实现的基础 东南

亚经济结构的弊端�使中产阶级发育不成熟 中产

阶级的弱小�使其对国家有高度的依附性�决定了
他们无法与政府在改革和利益上抗衡

四、结束语

威权主义体制是东南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
特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其在东南亚国家向现代化
迈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南亚国家的政

治精英们利用威权主义体制成功实现了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成就举世胭目 然而�作为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过渡形态�其难以克服 自身弊
端 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新兴中产阶
级队伍的不断壮大�社会自主性不断增强�威权主
义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东南亚国家经济和政治的

发展 虽然东南亚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阻碍民

主化进程的因素�但其阻止不了向民主化迈进的步
伐 民主化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应该是东南亚国

家是否能走出一条既符合其历史传统�又符合其现
存实际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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