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拉丁美洲研究 Ｄｅｃ ２０１７　
第 ３９ 卷　 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６

拉美政治

论政党在智利政治转型中
的作用和特点∗

郭慧珍　 谭　 融∗

内容提要: 学界普遍认为ꎬ 由于政权精英与温和反对派精英之

间达成协议ꎬ 拉丁美洲国家有可能出现由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和民

主政体平稳过渡的形态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智利的政治转型即属

于此类型ꎮ 在智利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转型中ꎬ 政党作为重要参与者

和 “中坚力量”ꎬ 在呈高度分裂状态的社会中发挥着中介作用ꎮ 智

利政党在政治转型中表现出几种特征: 转型早期政党对社会运动的

抑制ꎬ 政党由极化走向温和与融合ꎬ 政党联盟由变动性走向制度化

和稳定性ꎮ 政党政治的发展是一国政治发展的表征ꎬ 政党政治的制

度化体现为国家政治的稳定ꎬ 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ꎮ 目前智利

民众对政党的支持率呈下降趋势ꎬ 年轻人普遍对政治持冷漠态度ꎮ
政党要提升自身的合法地位、 赢得选民信任ꎬ 需要致力于解决不平

等和贫困问题ꎮ 当代智利政党及其政治精英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达

成了一定的和解与共识ꎬ 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ꎬ 从而为解决智利

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创造了现实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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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党在智利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和特点　

　 　 西方学者通常认为ꎬ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９０ 年代的 “第三波” 民主化进程中ꎬ
威权主义统治的终结是通过许多不同的 “转型模式” 实现的ꎮ 对于拉丁美洲

国家ꎬ 学界普遍认为ꎬ 由于政权精英与温和反对派精英之间达成协议ꎬ 拉丁

美洲国家有可能出现向文人政权和民主政体平稳过渡的形态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来智利的政治转型即属于此类型ꎮ 在智利发生示威游行、 罢工等一系列社

会运动的强大压力下ꎬ 精英之间达成协议ꎬ 成为精英和大众共同驱动下发生

政治转型的典型案例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政党作为重要参与者ꎬ 在呈高度分裂

状态的智利社会中发挥着中介作用ꎬ 成为智利政治转型的 “中坚力量”ꎮ① 在

此过程中ꎬ 智利政党政治的变化和特征值得关注ꎮ
１９７３ 年军事政变前ꎬ 智利被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宪政民主国家之一ꎮ

１８３３—１９３２ 年期间②宪政民主两次被中断ꎬ 分别为 １８９１ 年内战和 １９２５—
１９３２ 年期间的军人干政ꎮ １９３２ 年后的 ４０ 年间智利保持了文人政府和竞争

性选举ꎬ 秉承定期议会两院选举和直接选举总统的原则ꎬ 依照宪法规定的

程序运行ꎮ １９７３ 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ꎬ 长期保持的民主体制被摧毁ꎬ 以皮

诺切特为首的军人统治者建立起军事威权主义政权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整

个拉丁美洲地区出现民主化浪潮ꎬ 此时期ꎬ 智利国内反对皮诺切特军政权

的呼声此起彼伏ꎮ １９８２ 年智利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ꎬ 在这一背景下ꎬ 智利

启动了民主化进程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智利的政治转型分为前后两个阶

段: 第一阶段是 １９８３—１９９０ 年ꎬ 此阶段智利实现了从军事威权主义政权向

文人政权的转型ꎬ 建立起有限民主制ꎻ 第二阶段是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ꎬ 此阶段

各届文人政府逐步消除军队的自主权ꎬ 尤其是 ２００５ 年的宪法改革标志着智

利政治转型的基本完成ꎮ 政党在智利政治转型中表现出如下特征: 转型早

期政党对社会运动的抑制ꎬ 政党由极化转向温和与融合ꎬ 政党联盟由变动

性走向制度化与稳定性ꎮ

一　 政治转型早期政党对社会运动的抑制

历史上ꎬ 智利政党一直充当着连接国家和社会的纽带ꎬ 在国家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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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权力控制下ꎬ 政党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主要调解性机构ꎬ 推动着社会组

织的发展ꎮ① １９７３ 年智利军事政变前ꎬ 政党控制和主导着各种形式的社会动

员ꎬ 抑制了许多自发性社会运动的发生ꎮ 然而军政权的上台改变了这一状况ꎮ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上台执政的军人政权的特征之一是对政党政治的憎恶ꎬ 认为政党

是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智利社会、 政治、 经济不稳定的主要肇事者ꎮ 军人政权

的执掌者皮诺切特以 “保卫共和国秩序” 的名义对左派和反体制者实施残暴

的镇压ꎬ 组成智利人民团结阵线的各政党被取缔ꎬ 其他政党先是被禁止活动ꎬ
到 １９７７ 年也最终被取缔ꎮ 军政府拘留、 处决和流放了许多激进分子ꎬ 使政党

组织遭受严重破坏ꎮ
在军人政权统治下ꎬ 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沟通能力受到限制ꎬ 社会

与国家间的连接为去政治化的中介所取代ꎮ 军事统治者的主要目标为经济增

长和政治稳定ꎬ 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均被排斥在军政府的

执政目标之外ꎮ② 在军政权统治下ꎬ 国家力量不断加强ꎬ 社会则丧失参与公共

事务的能力ꎬ 日益呈碎片化ꎮ 正如有美国学者所指出ꎬ “在智利ꎬ 威权主义统

治开始的 ８ 年ꎬ 并没有出现重要的社会运动ꎻ 面对强势的国家力量ꎬ 公民社

会羸弱不堪ꎮ”③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ꎬ 皮诺切特举行全民公决ꎬ 以压倒性胜利通过新

宪法ꎬ 保证了军政权统治的制度化ꎮ
皮诺切特军政权在政治上实施独裁统治的同时ꎬ 智利国内面临着严峻的

经济形势ꎮ 在此种情况下ꎬ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ꎬ 皮诺切特启用 “芝加哥弟子”ꎬ 实

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ꎬ 使智利经济从 １９７６ 年开始复苏ꎮ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年期

间ꎬ 智利的 ＧＤＰ 增长率达 ７％ ꎮ④ 然而到 １９８１ 年下半年ꎬ 受墨西哥债务危机

的影响ꎬ 智利爆发了金融危机ꎮ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８３ 年经济形势更加恶化ꎬ 铜价下

跌ꎬ 石油价格居高不下ꎬ 国际市场利率大幅上涨ꎬ 使智利陷入严重的债务危

机ꎮ 经济危机直接威胁了军人政权的地位ꎬ 从而为反对派重新发起社会运动

创造了条件ꎮ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ꎬ 智利爆发了铜矿工人大罢工ꎬ 手无寸铁的工人、
棚户区居民和学生涌上街道ꎬ 要求结束军事统治ꎮ 随着抗议活动进一步升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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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党在智利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和特点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ꎬ 总统皮诺切特不得不召集 １７０００ 名正规军人维持秩序ꎮ① 此后三

年中抗议活动愈演愈烈ꎬ 军政府极为惶恐ꎬ 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ꎮ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ꎬ 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工人罢工达到高潮ꎬ 因军队镇压导致的死

亡人数达 ４００ 余人ꎮ 由于工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分散性和脆弱性以及反对派

政党在如何实现政治转型的问题上存在分歧ꎬ 导致社会运动缺乏战略目标和

统一领导ꎮ 尽管如此ꎬ 社会运动仍给了军政权沉重一击ꎬ 使智利的军事威权

统治发生动摇ꎮ②

在学界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讨论中ꎬ 社会动员和社会运动的兴起

是加速还是阻碍了政治转型ꎬ 社会运动的爆发是否会使统治精英感到不安从

而进一步强化控制和镇压等ꎬ 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ꎮ 智利的政治转型中社会

运动蓬勃兴起ꎮ 伴随社会抗议运动的爆发ꎬ 智利的反对派政党也重新活跃起

来ꎬ 成为社会运动的领导力量ꎬ 其中基督教民主党发挥了重要的动员和领导

作用ꎮ 美国学者保罗德雷克 (Ｐａｕｌ Ｄｒａｋｅ) 认为ꎬ “尽管政变后工会的运作

更加自主ꎬ 但他们仍然听从党的指示ꎮ”③ 还有学者认为ꎬ 智利社会运动的参

与者力量太弱ꎬ 难以在政治层面代表广泛的社会利益ꎬ 因此ꎬ 政党将在民主

化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ꎮ④ 由于社会运动对当政者构成威胁ꎬ 社会抗议运动可

能招致军事威权政体中持强硬立场者的激烈反对ꎬ 因此吉列尔莫奥唐奈

(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 Ｏ’Ｄｏｎｎｅｌｌ) 等学者认为ꎬ 转型期间需要压制社会动员ꎬ 以某种方

式驯服社会大众的高涨情绪ꎬ 通过其他因素如发挥政党作用来实现成功的

转型ꎮ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 智利经济开始有所好转ꎬ 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党领袖

认识到仅仅依靠抗议并不能迫使皮诺切特下台ꎬ 决定放弃街头行动ꎬ 将注意

力转向谈判ꎬ 关注 １９８８ 年军政府设定的关于皮诺切特是否继续执政的全民公

决ꎬ 聚焦于选举规则和选举程序ꎬ 并力求通过现存的政党体系来运作ꎮ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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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执政时期政党地位被弱化ꎬ 摧毁了政治诉求表达的制度化渠道ꎬ 在此种

情况下ꎬ 处于社会下层和边缘的民众为了自身的生存ꎬ 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组

织ꎬ 使基层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生长ꎮ 但 １９８７ 年政党重新合法化时ꎬ
由于担心 “激进” 的社会运动会引发军政权对政党的镇压ꎬ 因此各政党力图

阻止社会基层组织争取自身权益的努力ꎬ 防止社会组织发起争取利益诉求的

社会运动ꎬ 甚至将社会自治组织视为其赢得社会民众支持的潜在竞争对手ꎮ
此时期智利政党的重新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ꎬ 与此同时ꎬ
皮诺切特对政党的再制度化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智利政党和社会运动

的发展ꎮ

二　 政治转型中政党由极化转向温和与融合

历史上ꎬ 智利曾被视为拉美少数具有民主政治传统的国家之一ꎬ 在其民

主政治中ꎬ 强大的制度性的政党政治深深地嵌入社会与政治事务中①ꎬ 以其长

期稳定和鲜明的意识形态而闻名ꎮ 智利政党政治的发展可追溯到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最早是 １８５７ 年保守党的建立ꎮ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上半叶在智利政治生

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党主要包括: (１) 右翼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ꎬ １９６６ 年

两党合并为民族党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分裂为民族革新党和独立民主联盟ꎻ
(２)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到 ５０ 年代初ꎬ 中间派激进党在智利政治中居于主导

地位ꎬ ６０ 年代其地位被基督教民主党所取代ꎻ (３) 左翼政党ꎬ 主要包括 １９２２
年成立的共产党和 １９３３ 年成立的社会党ꎮ １９３２ 年后ꎬ 在南美各国政局普遍不

稳定的状况下ꎬ 智利政治至少在 ３０ 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平稳ꎬ 由左翼、 右翼和

中间政党构成的 “三足鼎立” 的政党政治充满活力ꎮ 然而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起ꎬ 随着各政党的意识形态化ꎬ 智利的政党政治逐渐极化ꎬ 政治发展也逐渐

陷入僵局ꎮ
在 １９７３ 年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前的 １５ 年间ꎬ 从右翼的豪尔赫亚历山德

里总统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 年) 到持中间路线的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总

统 (１９６４—１９７０ 年)ꎬ 再到左翼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３ 年)ꎬ 智利历经左、 中、 右翼政党当权ꎬ 期间最严重的政党分裂发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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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 年和 １９７０ 年的全国选举以及 １９７３ 年的国会选举ꎮ 此期间ꎬ 政党间政治

分歧不断加深ꎬ 左翼和中间政党内部发生分裂ꎬ 政党意识形态日益极化ꎮ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出现的左翼革命运动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本主义ꎬ 建立古巴

式的社会主义制度ꎮ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由右翼保守党和自由党合并成立的民族党则

坚定地支持资本主义制度ꎮ 社会党将自己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ꎬ 宣布

党的目标是建立 “社会主义国家”ꎮ 基督教民主党内部左派力量不断增强ꎬ 党

内部分成员脱离基督教民主党ꎬ 成立 “统一人民行动运动”ꎬ 后加入阿连德的

人民团结阵线ꎮ① 在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举行的市政选举中ꎬ 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率

下降ꎬ 右派和左派的支持率则皆有上升ꎮ 在 １９７０ 年的选举中ꎬ 人民团结阵线

的总统候选人阿连德和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拉多米罗 托米奇均提出了激进

的竞选纲领ꎬ 显示出智利社会的日益激进化ꎮ 阿连德上台执政后ꎬ 政党间的

对立局面进一步加剧ꎬ 激烈的对抗阻断了政治发展进程ꎬ 致使智利政治经济

危机全面爆发ꎮ 在社会经济极度动荡的情况下ꎬ 军人从后台走向前台ꎬ 推翻

了民主政体ꎬ 建立了军人政权ꎮ
根据有关学者对智利政党从左到右意识形态光谱的研究和统计ꎬ 在 １９６５

年、 １９６９ 年和 １９７３ 年的国会选举中ꎬ 中间派基督教民主党和激进党的席位从

１０２ 席先后降到 ７９ 席和 ５５ 席ꎻ 右翼政党 (１９６５ 年前是保守党和自由党ꎬ 之

后两党合并为民族党) 的席位从 ９ 席先后增加到 ３４ 席和 ３６ 席ꎻ 左翼政党

(共产党和社会党) 的席位从 ３３ 席先后增加到 ３７ 席和 ５３ 席ꎮ② 左右翼政党的

力量均有所增强ꎬ 中间政党力量逐渐减弱ꎬ 同时显现出左右翼政党间分歧加

大、 政党政治日益两极化和政党重新组合的倾向ꎮ
在智利由军事威权主义政权向文人政权过渡的进程中ꎬ 各政党克服了政

治分歧ꎬ 尤其是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党领袖克服了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对立ꎬ
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党联盟ꎬ 逐渐呈现出向中间党派靠拢的态势ꎮ １９８８ 年 ２
月ꎬ 中间派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帕特里西奥艾尔文 (Ｐａｔｒｉｃｉｏ Ａｙｌｗｉｎ) 通过谈

判把 １５ 个政党和政治运动联合在一起ꎬ 成立中、 左翼联合组织 “各党一致否

决联盟”ꎬ 为在即将到来的全民公决中推翻皮诺切特继任做准备ꎮ 在 “各党一

致否决联盟” 的组织和动员下ꎬ 全民公决以反对派的胜利告终ꎮ 为了适应

１９８９ 年的选举形势ꎬ “各党一致否决联盟” 更名为 “争取民主政党联盟”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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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民主联盟”)ꎬ 原联盟中包括基督教民主党、 社会党、 争取民主党和社会

民主激进党 (前身是激进党) 等在内的大部分成员选择留在民主联盟中ꎮ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ꎬ 基督教民主党领袖艾尔文在总统选举中胜出ꎬ 并于 １９９０ 年上

台执政ꎬ 标志着智利从军事威权主义政权向文人民主政权的转型ꎮ
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由军人威权统治向文人政权转型的过渡期里ꎬ 以民主联

盟为代表的中间温和派赢得了选民的广泛支持ꎬ 而左翼共产党和极右翼的独

立民主联盟均未能获得成功ꎮ 中左派联盟上台后始终奉行较为温和的政策ꎮ
此后ꎬ 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无法独立发挥政治影响力和单独执政ꎬ
而需要联合中间政党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５０％以上的选民支持民主联盟ꎬ 中右

保守同盟的支持率不到 ４０％ ꎬ 共产党得票率不到 ５％ ꎮ①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尽管偶

尔会有中右翼当选总统或成为众议院第一大政党ꎬ 绝大多数时期仍为中左派

执政ꎬ 且无论是中左翼还是中右翼政党执政ꎬ 都表现出温和的态势ꎬ 在意识

形态和社会政策上没有太大差异ꎮ
可见ꎬ 军事政变前智利政府左、 中、 右翼三方政治分歧明显ꎬ 其政党政

治呈现出极化现象ꎮ 由军人威权统治转向文人政权后ꎬ 则表现出广泛的合作

趋势ꎬ 基督教民主党作为主要的中间党派发挥了引领和融合作用ꎬ 使智利政

治呈现出稳定态势ꎮ 正如有学者认为ꎬ 成功民主转型的关键是跨越不同的政

治光谱ꎬ 建立中间派共识ꎬ 从而决定国家后威权主义的方向ꎮ② 意大利学者萨

托利指出ꎬ 阿连德时代的智利是极化多党制的典型ꎬ １９９０ 年上台的政党联盟

则构建了温和多党制ꎬ 政党间意识形态差别缩小ꎬ 显现出非极化特征ꎮ③ 智利

后威权统治时期选择的是一条中间道路ꎬ 各执政联盟都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

协调发展ꎬ 实行基本趋同的社会经济政策ꎮ

三　 政党联盟由变动性走向制度化和稳定性

在多党制国家中ꎬ 政党联盟的现象较为普遍ꎮ 所谓政党联盟是指两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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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政党的联合ꎬ 通常由于政治过程中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单独在选举中获得

法定多数票ꎬ 因此与意识形态较为接近的政党形成政党联盟ꎬ 赢得议会多数

并组成联合政府ꎮ
联盟政治一直是智利政治进程中的特征之一ꎮ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智利形成

自由党、 保守党和激进党三党体制ꎬ 此后自由党选择组建联盟ꎬ 以求政策方

案在议会中得以通过ꎬ 但政党联盟极不稳定ꎮ① １８９１ 年后ꎬ 随着议会制的恢

复ꎬ 出现相对自由的竞争性选举ꎬ 政府对选举结果的控制力减弱ꎮ 由于参与

竞争的政党众多ꎬ 单个政党难以获得议会多数ꎬ 要组建政府就不得不依靠政

党联盟ꎮ② １９３２ 年后的 ４０ 年间ꎬ 智利大多数政党均通过与其他政党建立选举

联盟赢得选举、 共享权力和实施统治ꎮ 在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的情况下ꎬ
包括共产党、 社会党、 激进党、 基督教民主党和民族党在内的智利各主要政

党多次分化组合ꎬ 使政党联盟处于频繁变动状态ꎮ
１９８８ 年ꎬ 皮诺切特在涉及是否让其继续连任的全民公决中被击败ꎬ 之

后引入双提名选举制度取代了以往的比例代表制ꎮ 双提名选举制规定每个

选区选举两名众议员和两名参议员ꎬ 各政党或政党联盟在选区获得 ３３ ４％
的选票即可获得一个议员席位ꎻ 政党或政党联盟要包揽一个选区的两个席

位ꎬ 则必须获得 ６６ ７％以上选票ꎮ 有美国学者认为ꎬ 此种双提名选举制为

政党联盟的形成和维系提供了重要激励ꎬ 政党联盟的形成又成为保持智利

政治稳定的关键性因素ꎮ③ 双提名选举制有利于得票率居于第二位的保守派

政党ꎬ 促进了政党联盟的形成ꎬ 但不利于那些没有参加联盟的政党ꎮ 双提

名选举制实施至 ２０１５ 年ꎬ 此后智利政府通过新选举法ꎬ 重新采用比例代表

制和配额制ꎮ
后军事威权主义时期ꎬ 智利的政党竞争主要在规模较大的政党之间展开ꎬ

各大政党努力结成广泛的政治联盟ꎬ 使智利的政党政治保持相对稳定状态ꎮ
１９９０ 年以来ꎬ 中左翼的民主联盟和中右翼的争取变革联盟两大政党联盟轮流

上台执政ꎮ 其中民主联盟赢得了四次总统选举、 多次立法选举和市政竞选ꎬ
保持了执政地位的相对稳定ꎬ 与前皮诺切特时期政党联盟频繁更迭重组的状

况形成鲜明对比ꎮ 在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党领袖的领导下ꎬ 执政联盟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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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合作、 奉行一致政策的能力ꎮ 尽管政治冲突现象仍时有发生ꎬ 但程度并

不十分激烈ꎬ 各政党不再支持过于激烈的党派冲突ꎬ 政党政治逐渐呈现出制

度化特征ꎮ①

在政治发展进程中ꎬ 政党是公民与政治系统间的纽带ꎬ 具有将多种利益

诉求整合为统一公共政策的功能ꎮ 政党间的竞争成为执政党履行职责的保证ꎬ
政党自身内部的协调及政党之间的合作则为构建政府提供了途径ꎮ② １９９０ 年

智利政治转型以来ꎬ 在两大政党联盟的作用下ꎬ 各政党都力争中间选民的支

持ꎬ 较好地调和了党派间的不同利益ꎮ 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被纳入包容

性的政治联盟中ꎬ 联盟中不同利益相互妥协、 相互协调ꎬ 从而保持了政府的

稳定性、 协调性和有效性ꎮ 中左翼民主联盟在军政权时期就较为活跃ꎬ １９９０
年上台执政后民主联盟中各政党精英在经济、 社会政策上保持了相对一致性ꎬ
延续了皮诺切特时期的市场经济体制ꎬ 改善了民众社会福利ꎬ 实施了较为符

合广大民众利益的政策ꎬ 并谨慎处理军政权时期侵犯人权的问题ꎬ 妥善处理

军政关系ꎬ 推进政治民主化ꎬ 使民主联盟连续执政达 ２０ 年之久ꎮ ２０１０ 年中间

偏右联盟的民族革新党人塞巴斯蒂安皮涅拉上台ꎬ 成为自 １９５８ 年以来第一

次在选举中获胜的右翼政党ꎬ 实现了两大政党联盟的轮替ꎮ
在军事威权政治体制中ꎬ 智利政党曾经是政权予以控制和收买的工具ꎮ

政治转型后ꎬ 智利政党转变为倡导立法和推进改革的重要力量③ꎬ 各政党在新

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下展开活动ꎮ 从艾尔文总统执政以来的历届中左翼政府始

终延续了皮诺切特制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ꎬ 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ꎮ 中左

翼民主联盟执政的 ２０ 年间ꎬ 智利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５ １％ ꎬ 贫困率从 ３８ ８％
下降到 １５ １％ ꎮ④ ２００５ 年在争取民主党总统拉戈斯任内ꎬ 民主联盟提出的一

揽子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ꎬ 在更大程度上消除了军队的自主权和政治影响ꎮ
在 ２００８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 的人类发展报告中ꎬ 智利的发展水平

高居拉美地区第二位ꎮ 尽管如此ꎬ 智利的政治经济发展并没有给智利人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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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党在智利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和特点　

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ꎬ 智利在财富的分配上依然悬殊ꎮ①

１９７３ 年前智利政党政治的特征是政党联盟的频繁重组和变动ꎬ 此后政党

联盟逐渐呈制度化和稳定性特征ꎬ 这得益于联盟的治理能力ꎬ 即维持联盟和

内阁稳定的能力ꎮ② 智利在政治转型中鼓励中左翼和中右翼联盟在法律框架内

展开竞争ꎬ 此种动态竞争改变了传统的左、 中、 右翼政党集团无序竞争的特

点ꎮ 然而ꎬ 尽管政治转型后智利保持了两大政党联盟的稳定更迭ꎬ 但各政党

联盟内部并非没有分歧ꎬ 政党联盟中各政党的社会基础、 政治倾向、 经济主

张以及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在议会中所占席位等不尽相同ꎬ 致使执政联盟在做

出某些重要决策和处理重大问题时常常步调不一致ꎮ③ 各政党联盟仍面临严峻

的考验和挑战ꎮ
综上所述ꎬ 在智利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转型中ꎬ 政党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智

利政治转型中政党政治表现出如下特征: 转型早期政党对社会运动的抑制ꎬ
政党在政治转型中由极化走向温和与融合ꎬ 政党联盟由变动性走向制度化和

稳定性ꎮ 智利政治发展和转型的历程表明ꎬ 政党政治的发展是一国政治发展

进程的表征ꎬ 政党政治的制度化体现为国家政治的稳定ꎬ 也是国家长治久安

的保证ꎮ 目前智利民众对政党的支持率呈下降趋势ꎬ 年轻人普遍对政治持冷

漠态度ꎮ 政党要提升自身的合法地位、 赢得选民的信任ꎬ 需要致力于解决不

平等和贫困问题ꎮ 令人乐观的是ꎬ 当代智利政党及其政治精英在长期的政治

实践中达成了一定的和解与共识ꎬ 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ꎬ 从而为解决智利

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创造了现实条件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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