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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是金钱操纵舆论、舆论操纵民主的“民主”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笔者在这里引用爱因斯坦早在1949年《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中所

说的较长的一段话：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

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

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它方面受他

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就把立法机构和选民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

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

制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

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53] 

  

爱因斯坦绝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上述这段话，把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权力和所谓

民主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戏剧家帕迪·查耶夫斯基讲：“电视是最丑

恶的民主。”[54] 

事实的确如此。2008年5月，笔者到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访问，在与其几个议员和研究机构交谈时

进一步认识到，在现代西方社会，垄断资本往往是通过金钱和所谓的公关公司、游说集团等控制立

法、行政、司法机构，通过控制各种新闻媒介控制社会舆论和民众意识。在近几次的美国大选中，有

些主要电视台播出的竞选广告，平均每分钟竟达上亿美元。从表面上看，选举时，民众都有所谓的人

人平等的一票，但实质上，事先已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即被灌输的意识在操纵着民众，去投垄断

资本事先已经选定好的代理人。民众的所谓权力与自由，只不过是在他们事先设定好的资本统治集团

内部少数不同代理人甚至仅在其两人之间进行选择罢了。这种极其有限的在几个人之间选择自己权力

代理人的民主，在选举完结之后，便把民主又还给了辞典。 

美国一是以从海外攫取的大量超额利润，在其国内建立所谓“福利社会”的“示范效应”，以从

根本上增强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投入大量金钱兴办各类媒体，在其国

内特别是世界上大肆宣扬其“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拼命诋毁他们企图颠覆的国家的执政

者，用名目繁多的罪名指责发展中国家“独裁”、“专制”、“暴政”、“侵犯人权”、“自闭”

等，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丧尽自尊，无颜自立；然后，使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

权”、“新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及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畅通无阻，从而既达到西方国

家和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残酷剥削压迫的目的，同时又能用这些巧妙动听的语言掩饰它们残酷

剥削压迫的实质。三是拨出专款在对象国收买、培植代理人和所谓的“民主自由斗士”，筹建、资

助、利用各种非政府组织，使它们成为推行所谓“民主自由”的先锋。四是利用对外援助，诱使对象



 

国自觉自愿地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造”并同西方民主制“接轨”。这种援助，在它们的“民主价值观

大潮”兴盛之际，往往会减少投入；而在“民主价值观”受到置疑之时，往往会加大投入。冷战结束

后的1995-2000年期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成员国净官方发

展援助（ODA）总值逐年下降，从587.8亿美元下降到了537.49亿美元。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硬实

力”的碰壁，他们又开始重视发挥“金钱外交”的“软实力”的作用。后冷战时期的“援助疲劳症”

至此不治而愈。自2002年起，世界主要援助国普遍增加了对外援助拨款，年均增幅在100亿美元以

上，其中美国在2001年以后对外援助的增幅，超过了“马歇尔计划”以后的任何历史时期。 

5．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 

我们还应注意，竞选费用正在扶摇直上，但是民众参选率却是江河日下。2004年选举受到选民高

度关注，据统计，60％的选民（1.2亿人）参加了投票。布什获得51％的选票连任，实质是只占全体

选民30％多一点。这30％多一点的赞成票中，实质也有不少是对方的反对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民众的参选率可能比较高，原因主要是美国民众对美国金融危机出路的关切，其次是由于黑人奥巴马

的参选。黑人奥巴马的当选，无疑也是美国资本主义民主的一次进步。 

6．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往往对内“仁慈”而对外野蛮，有时对内也显现出“独裁”和“霸道”的

“本色”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未来的结果》中说：“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

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

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55] 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强国的民主制，与

希腊、罗马的民主制是一样的，是建立在对外征战和奴隶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对内表现得分外“仁

慈”，而对外却特别残酷。因此，美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奥妙并不在于高科技，而是通过金融、高科

技、军事和文化等手段，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对所有劳动领域的劳动者的绝对控制。近40年来，美国的

香蕉公司、银行和石油公司通过种种渠道每年对哥伦比亚进行几千万甚至多达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

助，从而在哥伦比亚政府军的保护下掠夺其廉价资源，剥削该国的劳动力。 

就是在对内“仁慈”的表面下，美国政府对人民来说，实质上并没有民主，本质上是赤裸裸的专

政。近几年，美国国务院都要发表对别国的人权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人权状况进行指责，却对自身的人权问题只字不提。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美国真实的人权状况，响应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肆意歪曲和无理指责，敦促美国反思其所作所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连续九年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在《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中指出，美国暴力犯罪上升，严重危

及人民的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2006年，美国全国暴力犯罪为141万起，比2005年增加了1.9％。美

国拥有私人枪支达2.5亿支，美国每年约有3万人死于枪击。美国执法、司法部门滥用职权，严重侵犯

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美国监狱的虐囚现象很普遍。2006年，美国监狱共关押了超过226万犯人，人口

仅占全世界人口的5％，而囚犯占全球囚犯总数的25％。美国公民享有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正在逐步缩

小。美国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到2006年底，美国贫困人口有3650万

人，几乎相当于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中。美国家庭组织称，实际上，在65岁以下的美国

人中，有近9000万人在2006-2007年之间（或其中某些时间段）没有医疗保险，占总数的34.7％。[56] 

透过此类事实和数据，我们还能够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我们应该仿效的普世民主吗？ 

西方强国的垄断资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在国内的选举中，甚至在表面和形式的选举程序

上，所谓的民主与公正都会被抛弃，而显现出规制度上的“独裁”和“霸道”。让我们以英国1979年

的大选为例：英国为了防止各个小党派联合执政，在其选举制度上就作出了极其不平等的规定。保守

党只需4万张，工党只需4.2万张选票即可获得一个议员的席位，而其他小党联盟则需40万张选票才能

获得一个议员的席位，其难度相当于保守党与工党的10倍。[57] 现在，这一极不合理的状况不仅没有

改变，反而有恶化的趋势。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国际垄断资本为了进一步实现在全球的联合，进

而巩固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它们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削弱各国的多党制，企图推行垄断资本内部的

诸如美国十分成熟的两党制。 

 



美国的总统选举，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各个不同派别代表人物的角逐。在他们内部，有时会斗得

你死我活，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尼克松在美国政坛上活跃几十年，曾竞选过联邦众议员、参议员、州

长、副总统和三次总统。当他离开白宫之后，在其《领导者》一书中，谈到竞选中的黑暗时，曾转引

丘吉尔对政坛用语，三番两次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粗野而肮脏”。[58] 美国总统选举中，肮脏

内幕的极端，就是对竞选对手的暗杀。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参选被暗杀身亡。1972年，乔治·华

莱士参选，被暗杀致残。1974年，杰拉尔德·福特参选也曾被暗杀过。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虽然许诺并且宣告政权属于大多数人，但是它从来没有实现过。它与封建制

度相比，只是改变了经济奴役的形式。封建制度是封建国家奴役制或依附农民租佃制，[59] 资本主义

民主制则是雇佣奴隶制。只是后者对其奴役作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未改变也不会改变这种奴役的

实质。 

有人说，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贫穷国家的经济就能得到大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瑟罗曾统计了

从1870-1988年这128年的历史跨度中，按人均GDP计算，全世界前20名最富裕国家排名几乎没有变

动，而只有一个日本跻身其中。
[60]

 瑟罗没有谈到，日本的崛起，其主要原因是美国为冷战之需要，

在东亚培植同盟的结果。现在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几乎都

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资本主义和所谓新一轮的“民主化”。但比较富裕的依然是那二十几个国家，

其余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面貌依旧，甚至更加动荡频仍和贫穷有加。即使西方的民主制，在他们

自己的金融甚至经济危机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我们认识西方民主制所谓“优越性”的绝妙教

材。 

有人说，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就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陈水扁的民进党靠反国民党腐败上

台，但陈上台之后，洗钱横跨全球，比国民党更有过之。意大利曾经是三届总理361个内阁成员全部

都是腐败分子。在所谓最“民主”的美国，前几年因党派之争，美国国会山上游说集团涉及政府腐败

内幕的冰山一角，但一旦发现继续揭露将可能伤及美国政体乃至国体，这刚刚开始的相互揭露便戛然

而止。在现代金融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金融隐匿运行加上经济高度虚拟，在客观上造成普

通百姓与现代大资本所拥有的信息会越来越不对称，大资本侵蚀普通百姓权益的腐败现象会愈加容易

发生。所谓“实行民主之初腐败难以避免，待民主逐渐稳定后必然清廉”说，也是没有道理和不符合

事实的。 

事实证明，美国式的民主没有普世性意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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