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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专题

拉美政党生态对国家能力的影响
———以巴西、 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为例

杨建民　 张晓旭

内容提要: 自拉美国家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再民主化转型以

来ꎬ 对其政党和政党制度研究的价值显著上升ꎬ 国家能力也成为学

界重点关注的研究议题ꎮ 本文旨在探讨拉美国家的政党生态对国家

能力的影响ꎮ 由于拉美地区国家数量众多、 政治传统相异且政党制

度不一ꎬ 本文选取 １９８５ 年再民主化后的巴西、 １９９９ 年查韦斯执政

以来至今的委内瑞拉和 １９２９—２０００ 年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时期的

墨西哥这三个代表性较强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ꎬ 从政党碎片化、 意

识形态和庇护主义因素进行案例分析ꎮ 笔者研究发现ꎬ 碎片化、 意

识形态和庇护主义对拉美的国家能力均能产生影响ꎬ 但在不同国家

产生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ꎬ 而且上述三个因素对国家能力均能产生

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ꎮ 拉美国家要提高国家能力ꎬ 既要正视

政党碎片化的本质ꎬ 又要重视意识形态和庇护主义两个工具ꎬ 并对

其加以适当利用ꎮ 本文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拉美地区政党生态

的特点及国家治理状况ꎬ 并为相关国家的政策制定、 体制改革和民

主治理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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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政党生态对国家能力的影响　

一　 相关概念与问题的提出

“国家” 是在一定领土范围内的社会里起统治作用的政治机构ꎮ 此处的

“统治” (或 “权力”) 是指将国家意志强加给社会中其他行为体的实际或潜

在的能力ꎮ① 巴西前总统卡多佐指出ꎬ 国家不仅是一种统治契约ꎬ 还是一种组

织、 一种官僚机器ꎬ 即一个能制定一系列政策的机构ꎬ 而这些政策要以某种

方式解决现有的社会需求ꎮ②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 国家制定的政策能否高效地解

决社会问题是决定国家能力大小的因素ꎮ 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斯科特
梅因沃林认为ꎬ 除政策制定外ꎬ 行政改革也与国家治理能力相关ꎬ 并指出有

七个相互独立的变量能够对 “政策制定” 和 “行政改革” 产生重要影响ꎬ 其

中三个变量与政党制度直接相关ꎬ 另外四个变量则与政党制度间接相关ꎮ③ 可

见ꎬ 政党生态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国家能力ꎮ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厄

瓜多尔分院政治学教授西蒙帕查诺持相似观点ꎬ 他发现政党制度的某些特

征会影响相关政治机构 “处理社会需求” “提供充分回应” 和 “加强、 深化

民主变革进程” 的能力ꎮ④甚至有学者强调ꎬ 国家能力不足就是执政党 “在立

法机构中难以获得足够的多数席位” 和 “由立法领域瘫痪造成的风险”ꎮ⑤综

上所述可以发现ꎬ 对执政党和政党生态进行分析研究是理解国家能力的重要

角度和方法ꎮ
现代政党诞生的时间并不长ꎬ 所以还没有一个能让大多数人都接受的对

政党的准确定义ꎮ 一些学者强调政党是夺取权力的工具ꎬ 其定义要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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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 的含义ꎮ 如意大利著名政治学家翁贝托塞罗尼指出ꎬ 政党是一群人

因政治观点相同而团结在一起、 以技术手段来争夺权力的稳定组织ꎮ① 另一些

学者强调政党的主要目标是获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ꎬ 由此才能争取对国家的

控制ꎮ 如阿根廷政治学家阿巴尔梅迪纳认为ꎬ 政党是通过选举竞争或其他

形式的民众支持来获得政府职位、 影响国家发展的组织ꎮ② 政党虽然是比较年

轻的政治行为体ꎬ 但早已成为政治学领域中公认的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ꎮ
当前ꎬ 学界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研究政党: 一是对政党的社会学分析ꎬ 如研究

其成员构成、 内部结构和组织路线等ꎻ 二是探索政党对政治体制机制的影响ꎬ
如当代政治学把政党视为研究民主议题不可或缺的对象ꎮ③ 总之ꎬ 政党研究还

有很大空间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所有关于政党的研究都与政党制度相关联ꎬ 因

此在研究过程中要区别政党和政党制度并非易事ꎮ④

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党最早诞生于 １９ 世纪初ꎮ 当时ꎬ 这些政党代表着两派

相互对立的势力: 一方是捍卫半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大庄园主和天主教会ꎬ
另一方则是代表农业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派地主和商人ꎮ 尽管这些

历史性 “政党”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很多变化ꎬ 但在某些方面至今仍然保

留着它们最初的特征ꎮ⑤ 传统上ꎬ 拉美国家的政党影响政府决策的资源有限ꎬ
不能充分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ꎬ 在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较

小ꎮ 究其根源ꎬ 一方面在于拉美国家的历史传统ꎬ 如长期的独裁统治、 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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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政党生态对国家能力的影响　

制以及在政治生活中屡见不鲜的 “个人主义” 和 “考迪罗特征”①ꎻ 另一方面

则是拉美国家政党本身的原因ꎬ 如拉美的政党在社会中并不代表所有权贵集

团ꎬ 而且只有少数政党制定了有效的行动规划和必要的制度形式②ꎮ 然而ꎬ 自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再民主化以来ꎬ 逐渐成熟的选举制度使得以政党为依

托的政治人物能够按照规则设计在行政、 立法等多数官僚机构中依法担任职

位ꎬ 拉美各国政党的地位因此而显著提升并在国家政治舞台中开始占据主导

地位ꎮ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随着向民主化的过渡ꎬ 拉美国家的政治生态不断改善ꎮ 拉美国家政党不

仅在政治体制中获得了更大空间ꎬ 还受到学界更多关注ꎬ 现在已经成为常见

的研究对象ꎮ③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研究员弗拉维娅弗赖登伯格

认为ꎬ 当前拉美国家政党面临的最主要困难与三个方面相关ꎬ 即 “内部组织”
“与政府管理相关的问题” 以及 “与政党制度竞争相关的问题”④ꎮ 上述三个

议题均与国家能力相关: 政党的内部组织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执政党的

综合能力ꎬ 只有综合能力突出的执政党才有可能制定出恰当的国家政策并将

其付诸实践ꎻ 政府是直接管理国家的机构ꎬ 因此政党与政府管理相关的问题

直接影响国家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的能力ꎻ 竞争制度则间接地决定着执政党

在组建政府和制定政策等方面的效力ꎮ 拉美国家的政党、 政党生态与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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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十分复杂ꎬ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综合整理可以发现ꎬ 学界主要从

“碎片化”① “意识形态”② 和 “庇护主义”③ 三个因素对其进行探索ꎮ
拉美政党碎片化程度与国家能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议题之一ꎮ 政党碎片化是拉美国家民主体制具有活力和多样性的重要体现ꎬ
但过度碎片化却是影响国家有效运转的重大障碍ꎮ 来自阿根廷国家科技研究

委员会的学者卡洛斯瓦雷托研究了政党碎片化与制度决策能力之间的关系ꎬ
结论是政党碎片化程度越高ꎬ 国家决策能力就越弱ꎮ④ 智利大学政治科学研究

所副所长帕特里西奥加哈尔多提出的观点则更加细致ꎬ 他强调政党碎片化

程度仅仅是影响拉美总统制国家民主制度的最重要变量ꎮ⑤ 值得一提的是ꎬ 在

有关研究文献中可以发现ꎬ 政党碎片化经常与政党生态中意识形态的两极分

化同时作为变量出现ꎮ 例如ꎬ 阿根廷迪特拉大学教授哈维尔泽拉兹尼克提

出ꎬ 政党碎片化程度、 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程度和政党体系的制度化程度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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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有很多政党而且没有一个能在立法机构中占据绝对多数席位ꎬ 那么该政党体系就处于碎片化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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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翻译成 “侍从主义” “恩庇主义” 等ꎮ 本文选择 “庇护主义” 这种更加常见的译法ꎮ 庇护主义一词

常与 “保护” “照顾” 和 “对制度的支持” 联系在一起ꎮ 在古代ꎬ 庇护主义的网络由家族或有权势的人

建立ꎬ 权贵们通过赞助一些人获取其支持ꎻ 得到赞助的人则以权贵们为庇护ꎬ 并向其表示顺从和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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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政党生态对国家能力的影响　

价拉美政党体制和民主质量时必须使用的三个衡量要素ꎮ① 与此同时ꎬ 也有学

者提出了不同见解ꎮ 如乌拉圭共和国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布凯特认为ꎬ
政党体系的制度化程度才是国家制度稳定性及其运行质量的关键因素ꎬ 政党

的碎片化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均与民主表现无关ꎮ② 由此看来ꎬ 学界对拉美

政党碎片化 “能否” 以及 “能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国家能力尚无统一意见ꎮ
相对而言ꎬ 学者们对拉美政党生态中意识形态因素对国家能力的影响有

着较为一致的看法ꎮ 如法国国际关系史学家皮埃尔雷诺万认为ꎬ 国家领导

人和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并不总是遵循政治、 经济等领

域的实用主义ꎬ 因为他们的价值观、 激情和意识形态也可以对国家的发展起

到至关重要的影响ꎮ③ 此观点突出了意识形态对国家能力不可忽视的作用ꎮ 一

般来说ꎬ 两极分化程度是指意识形态间的距离ꎬ 也就是说在特定背景下处于

政治光谱左右两端的政党之间的差异ꎮ④ 美国卡尔顿学院政治学系前主任、 著

名拉美问题专家加里维尼亚在其著作中阐述了拉美国家政党的几个特点ꎬ
其中之一就是意识形态分化ꎮ⑤ 虽然以 “左翼” “右翼” 为标签对拉美国家的

政党进行意识形态划分存在争议⑥ꎬ 但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库尔

特维兰德在 ２１ 世纪初 “粉色浪潮” 期间探讨了拉美左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

对立对国家能力的影响ꎬ 指出 “意识形态清洗” “民粹主义的政治化” 和

“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 共同加剧了国家制度的弱点ꎬ 从而限制了新政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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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效益ꎮ① 帕特里西奥加哈尔多也承认意识形态两极分化是拉美议会制国家

民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ꎮ② 如上所述ꎬ 已有研究成果大都肯定了拉美国家政党

的意识形态因素是影响国家能力的重要变量ꎬ 但是没有明确阐述各政党利用

意识形态议题来提高国家能力的策略ꎮ
学界还从不同视角论述了根植于拉美政党生态中的庇护主义对国家能力

产生的影响ꎮ 有学者从政治竞争的角度出发ꎬ 论述了拉美政党生态中庇护主

义削弱国家能力的路径ꎮ 如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哥伦比亚大学

拉美研究中心主任玛丽亚维多利亚穆里略指出ꎬ 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有利

于防止权力和资源集中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ꎬ 从而在提高国家能力方面发挥

着积极作用ꎬ 而庇护主义则会扭曲选举竞争和问责机制ꎬ 因为政党在庇护主

义关系网络中优先考虑的并非公共利益ꎮ③ 还有学者从公共服务中资源分配的

角度进行了分析ꎮ 如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苏珊斯托克斯的研究结果表

明ꎬ 庇护主义很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当并造成公共需求被忽视ꎬ 这将削弱国

家提供基本服务和应对社会、 经济挑战的能力ꎬ 也就是说ꎬ 庇护主义会把资

源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转移到庇护主义网络中ꎮ④ 由于庇护主义常常为腐

败的滋生提供沃土ꎬ 还有学者从腐败的角度进行了探讨ꎮ 如中欧大学匈牙利

布达佩斯校区民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烈亚斯谢德勒强调ꎬ 腐败会妨碍

国家制定政策和提供服务的能力ꎬ 同时弱化法律法规的执行力ꎬ 导致治理缺

乏透明度ꎮ⑤ 这会腐蚀政府机构的合法性、 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ꎬ 进而损害

国家治理能力ꎮ 显而易见ꎬ 学者们对庇护主义的负面评价占据主流地位ꎬ 在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庇护主义是否对国家能力有某些积极作用的探讨ꎮ
上述研究丰富了学界对拉美国家政党生态与国家能力的理解ꎬ 给笔者继

续探索相关话题提供了思路和空间ꎮ 为进一步理解拉美国家政党生态对国家

能力的影响ꎬ 本研究将从政党碎片化、 意识形态因素和庇护主义传统三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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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行分析ꎬ 并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１) 碎片化、 意识形态和庇护主义对

国家能力均能产生影响ꎬ 但是在不同国家产生影响的程度不同ꎻ (２) 碎片

化、 意识形态和庇护主义对国家能力均能产生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ꎻ
(３) 通过分析拉美国家政党生态对国家能力产生的影响ꎬ 可以归纳总结出

几条有助于提高国家能力的启示ꎮ 拉美地区国家数量众多ꎬ 政治传统和政

党制度各不相同ꎬ 为了能从尽可能少的案例中获得较多启发ꎬ 本文选取

１９８５ 年再民主化后的巴西、 １９９９ 年查韦斯执政以来至今的委内瑞拉和

１９２９—２０００ 年革命制度党 ( ＰＲＩ) 连续执政期间的墨西哥为研究对象ꎮ 需

要强调的是ꎬ 本文的分析并不试图从三个国家的案例中构建出关于政党制

度与国家能力之间关系的一般性理论ꎬ 而是尝试从相关案例分析中挖掘出

一些启发性认识和判断ꎮ

三　 拉美国家的政党生态与国家能力

１９８５ 年再民主化后的巴西、 １９９９ 年查韦斯执政以来至今的委内瑞拉和

１９２９—２０００ 年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时期的墨西哥适合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

以下两方面ꎮ 一方面ꎬ 案例国家的政治生态均比较稳定ꎮ 在政党生态长期保

持高度碎片化的背景下ꎬ 巴西不同党派在民主体制运行规则内实现了多次

“政党轮替” 和 “左右钟摆”ꎮ 在委内瑞拉ꎬ 尽管经历了最高领导人的更替和

国内国际因素的共同考验ꎬ 在最近的 １ / ４ 个世纪中该国一直在坚持查韦斯设

计的 “玻利瓦尔革命” 道路ꎮ 在拉美大多数国家经历独裁或威权统治时ꎬ 墨

西哥不仅能够 “独善其身”ꎬ 还创造了政治、 经济、 社会长期平稳发展的 “奇
迹”①ꎮ 另一方面ꎬ 碎片化、 意识形态和庇护主义三个因素对案例国家政党生

态的影响不尽相同: 碎片化是巴西政党生态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ꎬ 但在委内

瑞拉和墨西哥却鲜有体现ꎻ 意识形态在委内瑞拉是用来提高国家能力的重要

工具ꎬ 但在巴西和墨西哥扮演的角色却存在差异ꎻ 庇护主义对墨西哥执政党

发挥着较为积极的作用ꎬ 但其正面效应在巴西和委内瑞拉却并不明显ꎮ 正是

由于 “普遍性” 与 “特殊性” 的结合ꎬ 笔者相信巴西、 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

案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拉美大多数国家ꎬ 而且三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清晰ꎬ

—３４—

① 有关墨西哥的发展 “奇迹” 和对其原因的分析ꎬ 参见曾昭耀著: «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

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ꎬ 北京: 东方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ꎮ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便于对其国家能力进行分析和判断ꎮ
(一) 案例一: 巴西

巴西在 １９８５ 年实现 “再民主化”ꎬ 此后民主运动党、 国家重建党、 社会

民主党和劳工党等先后成为官方政党ꎮ 在民主化初期ꎬ 巴西的政治生态就呈

现出了三个发展趋势: (１) 立法机构中的政党逐渐碎片化ꎻ (２) 各党派倾向

于组建大型联盟政府ꎻ (３) 政府极有可能发生分裂ꎮ① 毫无疑问ꎬ 巴西已成

为拉美地区政党碎片化最严重的国家②ꎬ 其政党制度也是拉美国家中最脆弱的

之一ꎮ③ 以本届卢拉政府为例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大选结束后共有 １３ 个党派在参议

院拥有席位ꎬ 在众议院拥有议席的政党数量更是达到 １９ 个ꎮ④ 由于历史原因

和选举规则的影响ꎬ 巴西总统所在的政党在国会中永远处于少数ꎬ 因此不得

不构建一个多党执政联盟以便在国会赢得多数支持ꎬ 从而实现平稳执政ꎬ 保

障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ꎮ⑤ 巴西的案例说明ꎬ 政党碎片化的确会损害国家能力:
代表不同利益的众多政党在立法机构中相互掣肘ꎬ 在议案的制定和通过等方面

难以达成一致ꎬ 多党联合政府因此而陷入政治僵局ꎬ 最终导致国家治理效率低

下ꎮ 不过ꎬ 碎片化作为巴西再民主化后政党生态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ꎬ 在客观

上维护了该国代议制民主体制ꎬ 避免其重新落入威权和独裁的 “陷阱”ꎮ
巴西劳工党成立于 １９８０ 年ꎬ 是拉美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左翼政党之一ꎮ⑥

在其上个执政周期中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ꎬ 执政联盟曾因成员政党数量多、 意

识形态异质性强和内部利益冲突多而缺乏行动能力ꎮ⑦ 在吸取先前的经验教训

后ꎬ 本届劳工党政府似乎比以往更加注重防范意识形态分化对政府行动能力

的掣肘ꎮ 在新的执政周期中ꎬ 由劳工党领衔的 “巴西希望联盟”⑧ 仅由三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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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拥有 ８１ 个议席ꎬ 是众议院的第二大政治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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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成ꎬ 另外两个成员是巴西共产党和绿党ꎬ 它们分属政治光谱中的左翼和中

左翼ꎮ 这说明ꎬ 劳工党已不再盲目热衷于在立法机构中组建包含不同意识形态

党派的联盟ꎬ 这从侧面验证了意识形态的 “同质性” 对执政联盟行使国家能力

的重要性ꎮ 但不能否认的是ꎬ 巴西政党间的界限混乱而复杂①ꎬ 而且对许多政

治人物而言ꎬ 意识形态立场不过是一系列用于政治算计的变量之一ꎮ② 由此可

见ꎬ 意识形态因素确实能对巴西的国家能力产生影响ꎬ 但其影响力有限ꎮ
巴西是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的典型国家ꎮ 在构建和管理执政联盟时ꎬ 巴

西总统可以借助意识形态、 政治理念吸引一些党派的支持ꎬ 而在更多情况下

则依赖于一系列特殊 “产品” 达成政治交易③ꎬ 也就是利用庇护关系获得政

治上的好处ꎮ “权力分享” 是多党总统制的重要特征④ꎬ 这可以通过各政党在

内阁中获得部长职位的数量来理解ꎮ⑤ 本届卢拉政府内阁共有 ３７ 名成员ꎬ 其

中仅有 １０ 名劳工党党员ꎬ 其余 ２７ 名则来自在大选前后选择支持卢拉的另外 ８
个党派和无党派人士ꎮ⑥ 卢拉总统的 “政治分肥” 是为了能在政党碎片化和

意识形态混乱的环境中组建联盟政府ꎬ 然而ꎬ 这种 “让步” 又会使内阁陷入

过度的 “多元化”ꎬ 导致政府行动能力减弱ꎮ 另外ꎬ 总统虽然可以通过与立法

机构中的 “伙伴党派” 分享行政部门的资源来建立执政联盟ꎬ 但在立法机构

中使用庇护主义工具时也会引发腐败问题ꎮ⑦ 相继曝光的 “大型月费案” 和

“洗车行动” 分别被称为 “巴西政治史上最大的腐败案件”⑧ 和 “困扰一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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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国家的最大腐败丑闻”①ꎮ 根据巴西的经验可以看出ꎬ 庇护主义工具只有在

得到适度使用的情况下才能加强国家能力ꎬ 若过度使用就会导致内阁分裂与

腐败等问题ꎬ 从而损害国家能力ꎮ
(二) 案例二: 委内瑞拉

查韦斯终结了委内瑞拉政党碎片化的 “趋势”ꎮ 民主行动党、 基督教社会

党与民主共和联盟三大党派在 １９５８ 年达成了 “菲霍角协议” (Ｐａｃｔｏ ｄｅ Ｐｕｎｔｏ
Ｆｉｊｏ)ꎬ 委内瑞拉由此进入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ꎮ 然而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腐败、 债务和货币贬值等问题恶化ꎬ 民众不满情绪加剧ꎬ 政治分裂和

碎片化趋势明显ꎮ 查韦斯创建的 “第五共和国运动党” 获得了 “争取社会主

义运动”、 委内瑞拉共产党和 “人民选举运动” 等党派的支持ꎬ 由这些左翼力

量组成的 “爱国中心” 联盟助其多次赢得重要选举ꎮ 此后ꎬ 查韦斯以 “第五

共和国运动党” 为基础团结了所有支持他的左翼进步力量ꎬ 在 ２００８ 年正式创

建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简称 “统社党”)②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查韦斯又以该党

为核心ꎬ 团结更多党派成立了 “西蒙玻利瓦尔大爱国中心” 联盟ꎬ 旨在联

合一系列社会部门ꎬ 使政府和执政党的行动更加一致ꎬ 能够更高效地倾听人

民的心声并赢得大选ꎮ③ 委内瑞拉的政党生态由两党制、 多党制进化成了有主

导政党的体制ꎮ④ 这些事件表明ꎬ 遏制碎片化、 团结更多力量是委内瑞拉官方

政党巩固政权、 提升国家能力的重要方法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政府依法给予反

对派一定活动空间的做法保障了该国民主体制的正常运行ꎬ 尽管这并未得到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承认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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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社党” 与 “玻利瓦尔国家武装部队” 被视为委内瑞拉政治进程中的两个关键性角色ꎬ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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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举行的大选中ꎬ 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战胜反对派联盟 “民主团结联盟” 候

选人而赢得其第三个总统任期ꎮ 面对马杜罗成功连任的结果ꎬ 美国拜登政府指责委内瑞拉官方 “操纵

选举” 和 “镇压民众”ꎬ 并表示该国的选举已经失去了 “任何可信度”ꎮ 参见 Ｖｏｚ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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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政党生态对国家能力的影响　

进入查韦斯时代后ꎬ 委内瑞拉政治生态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逐步显现ꎮ

尽管查韦斯从一开始就给自己贴上了 “革命者” 的标签ꎬ 但他实行的 “２１ 世

纪社会主义” 不同于 ２０ 世纪那种真正的社会主义ꎬ 因为 “政党” 和 “意识形

态” 在其中都没有发挥应有作用ꎮ① 直到 ２００６ 年查韦斯再次赢得总统选举后ꎬ

他才明确提出要建设 “玻利瓦尔社会主义”ꎮ② 查韦斯把玻利瓦尔塑造成意识

形态代表人物的做法不仅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ꎬ 还为后续各项制度性变革扫

清了思想障碍ꎮ③ 正因如此ꎬ 他在执政不久后便通过新宪法把 “委内瑞拉共和

国” 改成了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ꎬ 后来 “爱国中心” 也被改组成 “西

蒙玻利瓦尔大爱国中心”ꎮ “统社党” 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ꎬ 除了宣称自己

是被排斥阶层的团结者、 经济社会转型的推动者和社会主义新思想的推动者外ꎬ

还强调 “如果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教育ꎬ 就可以战胜贫困” ④ꎮ 危

机中的马杜罗政府利用意识形态工具 “维稳” 的效果也是毋庸置疑的⑤ꎬ 他

还在 ２０２２ 年初正式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３Ｒ Ｎｅｔｓ”⑥ 理念ꎮ 意识形态议

题对委内瑞拉的影响不局限于内政ꎬ 还涉及外交领域ꎬ 如 “古委联盟”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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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Ｒ” 代表三个西班牙语单词 Ｒｅｓｉｓｔｅｎｃｉａ (抵抗)、 Ｒｅｎａｃｉｍｉｅｎｔｏ (重生) 和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óｎ (革

命)ꎬ “Ｎｅｔｓ” 是西班牙语 “Ｎｕｅｖａ Éｐｏｃａ ｄｅ Ｔｒａｎｓｉｃｉóｎ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的缩写ꎬ 意为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新时期”ꎮ 有关 “３Ｒ Ｎｅｔｓ” 理念的详细内容和内涵ꎬ 参见杨建民、 张晓旭: «委内瑞拉左翼的社会主

义思想与实践———以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执政创新为视角»ꎬ 载 «国外理论动态»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１３ － １１４ 页ꎮ

“古委联盟” 源于乌戈查韦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亲密关系ꎬ 这两位领导人去世后ꎬ 马

杜罗和劳尔卡斯特罗继续巩固和发展了此联盟关系ꎮ 参见杨建民: « “古巴—委内瑞拉联盟” 及其前

景»ꎬ 载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６３ － ６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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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ꎮ 显然ꎬ 委内瑞拉领导人和执政党善于利用意识形态工具ꎮ① 事实上ꎬ 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利用意识形态手段分化委内瑞拉各党派和广大群

众ꎬ 以期掣肘玻利瓦尔革命政府ꎮ 意识形态因素对委内瑞拉国家能力的影响

非常大ꎬ 不仅事关执政党自身的建设ꎬ 还影响该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

行ꎬ 甚至涉及政权的存续问题ꎮ
庇护主义长期存在于委内瑞拉的政党生态中ꎮ 虽然 “菲霍角协议” 时期

的政治模式具有诸多优点ꎬ 但庇护主义却是其最显著的缺点之一ꎮ 庇护主义

行为不仅在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中盛行ꎬ 还渗透到其他政治组织中ꎬ
甚至形成了 “庇护主义文化”ꎮ 这不仅为委内瑞拉政治腐败提供了温床ꎬ 还制

约了公共机构的正常运转ꎮ② 委内瑞拉的政党生态虽然在查韦斯时代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ꎬ 但庇护主义传统仍然得到延续ꎮ 如上文所述ꎬ “统社党” 自诞

生时的理念就是把所有支持查韦斯的政治团体联合在一起ꎬ 而那些不愿加入

的群体则会被排除在政府给予的福利和权力配额之外ꎮ③ 在 “统社党” 掌握

社会绝大部分资源的情况下ꎬ 很多委内瑞拉群众选择加入该党ꎮ④ 尽管庇护主

义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帮助 “统社党” 发展壮大ꎬ 间接促进政府的治理能力提

升ꎬ 但其 “内外有别” “排斥异己” 的特性也使一些党派与官方政党联盟产

生了分歧ꎬ 甚至带来了碎片化风险ꎮ 从委内瑞拉的案例中可以发现ꎬ 庇护

主义既可以对国家能力产生积极影响ꎬ 也可以产生消极影响ꎬ 是一把 “双
刃剑”ꎮ

—８４—

①

②

③

④

有学者指出ꎬ 选举竞争力强是查韦斯政府的特点ꎬ 而意识形态就是获得选举竞争力的工具之一ꎮ
参见 Ｒｏｓａｎｇｅｌ Ｍａｒｉｅｌａ Áｌｖａｒｅｚ Ｉｔｒｉａｇｏꎬ “Ｅｌ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ｏ Ｖｅｎｅｚｏｌａｎｏ ｅｎ ｅｌ Ｐｅｒíｏｄｏ １９９９－２０２０:¿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ｉａ
ｏ Ｒｕｐｔｕｒａ?”ꎬ ｅｎ Ｒｅｆｌｅｘｉóｎ Ｐｏｌíｔｉｃａꎬ Ａñｏ ２３ꎬ Ｎｏ ４８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８８ 也有批评声音认为ꎬ 查韦斯 “以革命

和解放为噱头” 在委内瑞拉绘制了一种 “沙文主义意识形态”ꎬ 以贬低那些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民众ꎮ
参见 Ｈｕｍｂｅｒｔｏ Ｇａｒｃíａ Ｌａｒｒａｌｄｅꎬ “Ｌａ Ｉｄｅｏｌｏｇíａ ｃｏｍｏ Ｏｂｓｔáｃｕｌｏ ａ ｌａ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ｃｉａ Ｄｅｍｏｃｒáｔｉｃａ ｅ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ꎬ
ｅｎ Ｃｕａｄｅｒｎｏｓ ｄｅｌ ＣＥＮＤＥＳꎬ Ａñｏ ３４ꎬ Ｎｏ ９６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３２ 马杜罗时期委内瑞拉执政党和政府在意识形

态方面的工作绩效同样得到了正反两方面的评价ꎮ
Ｊｏｓé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Ｍｏｌｉｎａ ｙ Ｃａｒｍｅｎ Ｐéｒｅｚ Ｂａｒａｌｔꎬ “Ｌｕｃｅｓ ｙ Ｓｏｍｂｒａｓ ｄｅ ｌ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ａ Ｖｅｎｅｚｏｌａｎａ Ａ ４０

Ａñｏｓ ｄｅｌ ２３ ｄｅ Ｅｎｅｒｏ”ꎬ ｅｎ Ｎｕｅｖａ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ꎬ Ｎｏ １５４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３４ － ４１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Ｏｓｏｒｉｏ Ｂｏｈóｒｑｕｅｚꎬ “Ｐａｒｔｉｄｏ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ａ Ｕｎｉｄｏ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ＰＳＵＶ) ｙ ｓ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ｏｂｒｅ ｅｌ

Ｐｏｄｅｒ”ꎬ ｅｎ ＳＵＭＭＡ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ａ ｅｎ Ｃｉｅｎｃｉａｓ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ｓ ｙ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ꎬ Ａñｏ 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２
“统社党” 已拥有近 ８００ 万名党员ꎬ 是拉美左翼进步力量中最大的政党之一ꎮ 参见 Ｐｒｅｎｓａ

Ｌａｔｉｎａꎬ “Ｐａｒｔｉｄｏ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ａ Ｖｅｎｅｚｏｌａｎｏ ｃｏｎ Ｃａｓｉ ａ Ｏｃｈｏ Ｍｉｌｌｏｎｅｓ ｄｅ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ｅｓ”ꎬ ７ ｄｅ ｊｕｎｉｏ ｄｅ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ｓｕｖ ｏｒｇ ｖｅ / ｐｏｒｔａｄａ [２０２４ － ０９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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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三: 墨西哥

墨西哥现代政党诞生于 “墨西哥革命” (１９１０—１９２０) 之后ꎬ 是不同利益

集团寻求控制国家机器的斗争工具ꎮ① 尽管经历了革命的洗礼ꎬ 但墨西哥的权

力交接并没有形成制度化ꎬ 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个有权威的、 统一的权力

中心ꎮ 意识到这一问题后ꎬ 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②组建了由全国 “考
迪罗” 和地方党派联合组成的 “国民革命党”③ꎬ 由于团结了几乎所有国内力

量ꎬ 原来往往诉诸武力才能解决的政权交接问题可以在党内通过和平、 合法

的方式解决了ꎮ④ 从 １９２９ 年到 ２０００ 年期间ꎬ 革命制度党在墨西哥政坛 “一党

独大”ꎬ 不仅控制着参众两院ꎬ 还创造了连续执政 ７０ 余年的 “奇迹”ꎮ 彼时ꎬ
该党的权力就是国家的权力ꎬ 反对它就是反对国家ꎮ⑤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后ꎬ 墨西哥实施新的选举法ꎬ 于是政党碎片化趋势开始出现⑥ꎬ 执政党在议会

中不再拥有能轻易左右立法进程的多数席位ꎮ 幸运的是ꎬ 在整个制度体制的

支撑下ꎬ 革命制度党在立法机构中仍然能够利用其他工具推进相关议程ꎮ 因

此ꎬ 政党碎片化趋势的出现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墨西哥执政党及其主导

政府的行动力ꎮ
意识形态在墨西哥政党生态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ꎮ 通过分析革命制

度党的思想性和纲领性文件可以发现ꎬ 该党提出要建立一个基于社会正义原

则、 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社会ꎬ 要实现经济独立、 保护国有经济部门、
反对垄断ꎬ 反复强调其对革命精神的忠诚及其全民型政党的地位ꎬ 还积极表

达对 “阶级合作” 和 “民族团结” 的追求ꎮ⑦ 为避免被贴上 “左翼” 或 “右
翼” 的标签ꎬ 革命制度党在其 «原则宣言» 中称其意识形态就是 “墨西哥革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Ｌｕｉｓ Ｊａｖｉｅｒ Ｇａｒｒｉｄｏꎬ “Ｅｌ ＰＲＩ ｏ ｌ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ａ Ｉｍｐｏｓｉｂｌｅ”ꎬ ｅｎ Ｊｏｒｇｅ Ａｌｏｎｓｏ ｙ Ｓｅｒｇｉｏ Ｓáｎｃｈｅｚ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ｄｏｒｅｓ)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ａ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ｅ ｙ Ｐａｒｔｉｄｏｓ Ｐｏｌíｔｉｃｏｓ Ｉꎬ Ｇｕａｄａｌａｊａｒ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ｄｅ Ｇｕａｄａｌａｊａｒａꎬ １９８７ꎬ ｐ ４７

卡列斯 ((Ｐｌｕｔａｒｃｏ Ｅｌíａｓ Ｃａｌｌｅｓꎬ １８７７－１９４５) 是革命制度党的创始人ꎬ 曾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８ 年间担

任墨西哥总统ꎮ
国民革命党是革命制度党的前身ꎮ 革命制度党在 １９２９ 年成立之时被命名为 “国民革命党”ꎬ

后来在 １９３８ 年重组为 “墨西哥革命党”ꎬ １９４６ 年改为现名ꎮ
张伟: «简析墨西哥总统制的演变»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４３ 页ꎮ
Ｐａｂｌｏ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Ｃａｓａｎｏｖａꎬ Ｅｌ Ｅｓｔａｄｏ ｙ ｌｏｓ Ｐａｒｔｉｄｏｓ Ｐｏｌíｔｉｃｏｓ ｅｎ Ｍéｘｉｃｏꎬ Ｃｉｕｄａｄ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 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

Ｅｒａꎬ ｔｅｒｃｅｒａ ｅｄｉｃｉóｎꎬ １９８３ꎬ ｐ １１１
有研究指出ꎬ 墨西哥政党体系碎片化加剧的趋势可能与该国各个政党的 “代表性” 和 “制

度” 功能的恶化相关ꎮ 参见 Ｉｒｍａ Ｍéｎｄｅｚ ｄｅ Ｈｏｙｏｓꎬ “Ｅｌ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ｄｅ Ｐａｒｔｉｄｏｓ ｅｎ Ｍéｘｉｃｏ: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ｃｉóｎ ｙ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ｃｉóｎ”ꎬ ｅｎ Ｐｅｒｆｉｌｅｓ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２９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１５

Ｋ Ｔａｒáｓｏｖꎬ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ꎬ Ｅｃｏｎｏｍíａꎬ Ｐａｒｔｉｄｏｓ Ｐｏｌíｔｉｃｏｓ ( ｔｒａｄｕｃｉｄｏ ｄｅｌ ｒｕｓｏ ｐｏｒ Ｍ
Ｋｕｚｎｅｔｓｏｖ)ꎬ Ｍｏｓｃú: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ｏꎬ １９７２ꎬ ｐｐ １６７ －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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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的意识形态ꎮ① 这种站在道义制高点的模糊表述有利于革命制度党在群众

中找到 “最大公约数”ꎬ 以达到团结更多人、 壮大自身力量的目标ꎮ 革命制度

党在 ２０ 世纪长期执政过程中成功地利用了意识形态工具来壮大自身力量ꎬ 由

此增强政府的行动能力ꎮ 对体量庞大的革命制度党来说ꎬ 如果在意识形态议

题上不能做到统一ꎬ 该党内部成员政治立场势必发生分裂ꎬ 其执政能力也将

随之下降ꎬ 进而造成墨西哥国家能力的衰败ꎮ
在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时期ꎬ 庇护主义是关乎该党生存质量和国家公共

部门运行效率的最重要变量之一ꎮ 总体来说ꎬ 革命制度党能够持续存在并保

持活力ꎬ 正是得益于庇护主义ꎮ② 从内部结构上来看ꎬ 革命制度党的成分包含

墨西哥资产阶级的各个群体以及工人、 农民、 手工艺者、 知识分子和大部分

政府雇员ꎬ 这种异质性导致党内斗争持续不断ꎮ 革命制度党得以团结党内

“农民部” “工人部” “人民部” 和 “军人部”③ 等利益团体、 增强凝聚力的

主要工具就是庇护主义ꎮ 从与其他政治行为体的关系上来看ꎬ 革命制度党并

不是决策或责任机构ꎬ 而是提供关键服务、 使政府精英能够维持和行使决策

能力的组织ꎬ 其功能是国家行政部门的招募者、 中间人和整合者ꎮ④ 该党在协

调各公共部门时也要依靠庇护主义工具ꎬ 而庇护主义体系的瓦解损害了革命

制度党的执政能力ꎬ 最终成为导致其在世纪之交的选举中落败的重要原因ꎮ⑤

尽管庇护主义传统存在着把墨西哥变成 “威权” 和 “非民主” 国家的风险ꎬ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ꎬ 庇护主义工具为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质量发挥了较为

积极的作用ꎮ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Ｆｕｒｔａｋꎬ “Ｅｌ Ｐａｒｔｉｄｏ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ｏｎａｒｉ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ｃｉóｎ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ｙ Ｍｏｖｉｌｉｚａｃｉóｎ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ꎬ ｅｎ Ｆｏ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ａｂｒｉｌ － ｊｕｎｉｏ ｄｅ １９６９ꎬ ｐ ３４２

Ｒｏｇｅｌｉｏ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ꎬ “Ｌ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Ｍｏｄｅｒｎａ ｄｅｌ ＰＲＩ Ｅｎｔｒｅ ｌ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íａ ｙ ｅｌ Ｓｏｍｅｔｉｍｉｅｎｔｏ”ꎬ
ｅｎ Ｆｏ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２７８

１９３８ 年ꎬ 卡德纳斯总统在将 “国民革命党” 改组为 “墨西哥革命党” 时ꎬ 改变了过去以地方

党派为基础的组织形式ꎬ 按照农民、 工人、 民众和军人 ４ 个非地域性职业社团划分的原则把该党分为

“农民部” “工人部” “人民部” 和 “军人部”ꎮ 卡德纳斯在 １９３４—１９４０ 年间任墨西哥总统ꎬ 他是该国

农民权利的维护者ꎬ 为劳工运动不懈奋斗ꎬ 持坚定不移的反帝国主义立场ꎮ 参见 Ｔｚｖｉ Ｍｅｄｉｎꎬ Ｉｄｅｏｌｏｇíａ
ｙ Ｐｒａｘｉｓ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ｄｅ Ｌáｚａｒｏ Ｃáｒｄｅｎａｓꎬ Ｃｉｕｄａｄ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 Ｓｉｇｌｏ ＸＸＩ Ｅｄｉｔｏｒｅｓꎬ ｄｅｃｉｍｏｓｅｘｔａ ｅｄｉｃｉóｎꎬ １９９２ꎬ
ｐ ２３１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 Ｆａｇｅ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 Ｔｕｏｈｙꎬ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７２ꎬ ｐｐ ２０８ － ２２０

杨建民: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的经验教训»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０ －
１５ 页ꎬ 第 ７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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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讨论了拉美政党生态对国家能力的影响ꎬ 从政党的碎片化、 意识形

态和庇护主义三个因素对 １９８５ 年再民主化后的巴西、 １９９９ 年查韦斯执政以来

至今的委内瑞拉、 １９２９—２０００ 年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时期的墨西哥进行了案

例分析ꎮ 总体而言ꎬ 巴西、 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国家能力均受到政党碎片化、
意识形态和庇护主义的影响ꎬ 但所受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ꎬ 笔者以 “影响较

大” “影响居中” “影响较小” 对其进行赋值ꎬ 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巴西、 委内瑞拉、 墨西哥政党生态对国家能力的影响程度

　 　 　 国家
因素　 　 　

巴西
(１９８５ 年再民主化后)

委内瑞拉
(１９９９ 年查韦斯执政以来)

墨西哥
(１９２９—２０００ 年革命制度党

连续执政时期)

碎片化 影响较大 影响较小 影响较小

意识形态 影响较小 影响较大 影响居中

庇护主义 影响居中 影响居中 影响较大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ꎮ

结合表 １ 和本文对三个案例国家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三点判断ꎬ 这些判

断依次回应了笔者在前文中提出的三个假设ꎮ
第一ꎬ 碎片化、 意识形态和庇护主义三个因素对研究对象国的国家能力

产生影响的程度不同ꎮ 对巴西来说ꎬ 碎片化的影响较大ꎬ 因为碎片化是降低

政府在立法机构中效力的最重要因素ꎻ 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ꎬ 因为各政党的

意识形态较为混乱ꎬ 不是影响政党生态的主要变量ꎻ 庇护主义的影响居中ꎬ
因为庇护主义仅能在某些程度上作为工具来减弱碎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ꎮ 对

委内瑞拉来说ꎬ 碎片化的影响较小ꎬ 因为在过去 １ / ４ 个世纪中 “查韦斯主义

政党”① 在政党生态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ꎬ 碎片化程度很弱ꎻ 意识形态的影响

较大ꎬ 因为在美西方国家的制裁中②ꎬ 意识形态是帮助 “统社党” 及其政府

团结广大民众的最重要工具之一ꎻ 庇护主义的影响居中ꎬ 因为在碎片化程度

—１５—

①
②

第五共和国运动和后来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ꎮ
美西方国家一直把根除查韦斯主义、 颠覆 “统社党” 政权视为对委内瑞拉政策的终极目标ꎬ

近年来共对该国施加了 ９１３ 项非法制裁ꎬ 造成约 １５００ 亿美元的损失ꎮ 参见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ＯＮＵꎬ “Ｌａｓ ９１３
Ｓａｎｃｉｏｎｅｓ ｑｕｅ ｎｏｓ Ｈａｎ Ｉｍｐｕｅｓｔｏ ｓｏｎ Ｃｒíｍｅｎｅｓ ｄｅ Ｌｅｓａ Ｈｕｍａｎｉｄａｄꎬ Ｄｅｎｕｎｃｉａ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ꎬ ２４ ｄｅ ｓｅｐｔｉｅｍｂ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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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 意识形态比较统一的条件下ꎬ 庇护主义工具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ꎮ 对

墨西哥来说ꎬ 碎片化的影响较小ꎬ 因为在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时期碎片化程

度很弱ꎬ 碎片化的影响仅在该党执政的后期有所加重ꎻ 意识形态的影响居中ꎬ
因为作为官方政党及其主导政府增加合法性的工具ꎬ 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如庇

护主义那么突出ꎻ 庇护主义的影响较大ꎬ 因为庇护主义是革命制度党在党建

中的重要工具ꎬ 同时也是该党遏制碎片化、 加强政府行动能力的重要工具ꎮ
第二ꎬ 碎片化、 意识形态和庇护主义三个因素对拉美国家的国家能力均

能产生 “积极” 和 “消极” 两个方面的作用ꎮ 从碎片化因素来看ꎬ 在民主化

时间不长且有独裁和威权传统的拉丁美洲ꎬ 政党生态一定程度的碎片化可以

避免出现 “一党独大” 的情况ꎬ 从而保障代议制民主机制的正常运转ꎻ 但是

过度的碎片化则会降低官方政党及政府在立法机构中的话语权ꎬ 导致政府制

定和实施政策的效率低下ꎮ 从意识形态因素来看ꎬ 适度利用意识形态工具可

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提高政府的合法性ꎻ 但过度利用意识形态工具则可能

使执政党与反对派出现意识形态两极分化ꎬ 导致政治僵局、 政府瘫痪和治理

障碍ꎮ 从庇护主义因素来看ꎬ 适度利用庇护主义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

碎片化趋势并弥补意识形态分化造成的利益分歧ꎬ 从而壮大官方政党和执政

联盟的力量ꎬ 加强政府的行动能力和公共部门的运行效率ꎻ 但过度利用庇护

主义工具则会滋生腐败ꎬ 造成资源分配不当ꎬ 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

加深ꎮ 总之ꎬ 三个因素的积极作用能维护和加强国家能力ꎬ 消极作用则会破

坏和减弱国家能力ꎮ
第三ꎬ 综合以上分析ꎬ 拉美国家要想提高国家能力ꎬ 应在以下几个方面

做好部署ꎮ 一是正视政党碎片化本质ꎮ 既要遏制碎片化趋势ꎬ 避免国家出现

“群龙无首” 的局面ꎬ 又要保障参政党的政治空间ꎬ 确保其参政、 议政、 监

督、 问责的功能正常运转ꎮ 二是重视意识形态工具ꎮ 一方面要根据本国国情

制定能够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意识形态路线ꎬ 另一方面要对美西方国家的意识

形态渗透保持高度警惕ꎮ 三是适度利用庇护主义工具ꎮ 可以审时度势利用庇

护主义加强党建和组建联合政府ꎬ 但要避免绝对意义上的 “任人唯亲”ꎮ 上述

三点启示有利于拉美国家稳定政党生态、 维护社会安定、 提高政府效力ꎬ 从

而加强国家能力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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