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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世界文明演进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西方特别是西欧，是世界

最早出现政党的地区，是世界政党制度的发源地。西方近代政党制度的产生，以及由此逐步形成的

政党政治，使西方国家的上层建筑实现了革命性飞跃，对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

远的影响，也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演进带来了重要影响。 

    西方早期政党与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演变状况 

    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资产阶级工业

革命的伴生物或催化物。西方多数国家的政党制度除个别外一般都出现于18世纪到20世纪初，特别

是在20世纪上半叶近代政党制度在各国相继建立。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资本主义的发展最

早、最快，也是世界上最早产生近代政党并形成一套成熟的政党制度的国家。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

党均成立于1679年，是现今意义上世界最早的政党之一。到18世纪，法国、普鲁士等国陆续出现政

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92年成立的民主共和党，后分裂成为民主党和共和

党。到19世纪末，西方多数国家随着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发展陆续组建了本国政党。加拿大、日

本、澳大利亚的政党也相继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建立。在二战前，政党制度在西方大多数国家获

得一定发展，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以推行。 

    西方国家政党制度产生的背景各异。西欧政党的产生与政党制度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针

对封建王权，有的是封建王权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有的是资产阶级同封建王权的独裁统

治斗争的结果。英国的政党就是在王权内部的斗争中产生的，并随着议会权力的增大，在对国王的

权力作出限制后，逐步形成了稳定的政党制度。法国政党的产生特别是政党制度的形成则是在资产

阶级革命过程中，通过对独裁王权的斗争乃至流血冲突形成的。丹麦、瑞典等国也都是在资产阶级

革命的冲击下，封建王权被迫交出部分权力，进而产生政党并逐步形成政党制度。其他西方国家政

党的产生，有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推动的结果，有的是受西欧国家影响而在内部的权力竞技中产生。 

    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多数西方国家相继建立了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一党独裁或

长期独揽国家政治生活大权的情况大大减少。通过政党来主导国家政治生活这一制度在各国的宪法

和法律中初步得到确定，并且为国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以至本国老百姓所认可。在这方面，作为政党

发源地的英国起了较好的典范作用，美国也紧随其后。但多数国家的政党制度在其早期阶段发育仍

不很完善。少数国家为实现掌权在政党间出现了尖锐的政治斗争。 

    总体上讲，二战前，早期的西方政党制度相对松散，政党发展还未完全成熟，政党在国家政治

生活中的作用不如战后。从整个西方情况看，这一时期主要还是处于政党的建立和政党制度的初步

形成阶段，政党的组织制度还不很稳定，多数谈不上严密的各级组织机构，也没有庞大的党员群

体，党员人数占整个国家总人口的比例极少。除工人阶级的政党外，其他多数政党没有明确的党纲

与党章。因此，政党在整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有限。到20世纪末，上述情况发生一定程

度的变化，政党的组织结构更趋严密、党员人数增多、大多都有本党的党纲与党章。 

    二战后西方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的演进状况 

    这是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政党获得大发展及政党制度基本完善的时期，可以称得上达到西方政党

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无论是政党发展数量、党员人数、政党活动频率、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



活中的作用都是前所未有，这在西欧尤为凸显。据不完全统计：到冷战结束前，西方总共有政党几

百个，党员人数近2000万。政党类型从传统的保守党、社会党、共产党、自由党、绿党、极右政党

乃至新法西斯政党组织都有，覆盖了西方政治舞台的所有空间。这一时期西方政党活动及制度发展

的主要特点：  

    1、大多数国家进入现代政党的重建与恢复时期，政党的作用大大增强。在二战中，由于西欧大

多数国家的政党组织遭到摧残，合法的政党活动几乎停止。因而在四五十年代，除英国、瑞典等极

少数国家外，西欧大多数国家政党活动的重心是重建新的政党或恢复原有政党的工作，调整或重新

制订党纲、党章，大力发展党员。政党在国内外的活动日益频繁，政党政治主导了国家政治及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党的地位与作用达到自建立以来的高峰。日本当今的主要政党就是战后新建或

重建重组的。 

    2、政党体制比较集中，后来演变成西方不少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严重腐败现象。在西欧和日

本，其战后建立或恢复的多数政党都建立了一套较严密的自上而下的政党制度，大都形成一套上、

中、下三级或多级的组织领导机构，在党内个人或少数人专权的现象较为凸显。政党之间尤其是执

政党间按实力大小、强弱进行利益“分赃”，与台前幕后交易的事情经常出现，政党领导人利用职

务之便进行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种政党的腐败现象在西方许多国家都程度不同

地存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顶峰，意大利、日本等国更为典型。北美和澳新国家的政党体制

集中的特征不明显，但政党腐败及相关丑闻也频频发生。 

    3、因受冷战的国际大气候影响，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相当凸显。西欧作为冷战的前沿，

政党界线基本上是以意识形态划线，有左、中、右之分，有激进与保守之分。在二战后初期，法、

意等国的共产党虽为国内的重要政党，乃至第一大党，却因意识形态原因被剥夺参政或执政的权利

（只是短暂参政过）。意大利共产党改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摆脱意识形态的障碍而实现执

政。在冷战时期，由于整个西方资产阶级对左翼政党乃至对一些国家社会党的挤压与牵制，使得政

坛的天平严重向右倾斜，右翼政党特别是右翼大党当政的时间明显超过左翼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作用与影响也超过左翼政党。这一现象在德、法、意、日等国表现更为突出。而在美、加、

澳、新等国，共产党则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美国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遭到美国反共

势力掀起的“麦卡锡主义”的严重打击，一些共产党人以及同情共产党的人士受到迫害。在同期，

日本共产党也遭到由美国占领军总部指令下的日本政府的“整肃”。 

    4、在少数国家，由于特殊原因，政党活动在一段时期里仍受到限制，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制

度在战后较长时期中未能建立。这种情况在南欧几个国家表现特别突出。在战后的30来年时间里，

包括西、葡、希等在内的南欧国家并未跟上西欧大陆国家的政党重建潮流，而是保留或建立了法西

斯式的独裁专制统治，党禁制度依然维持，国内不允许多党制度存在，推行一党专政，战前建立的

其他政党均处于非法状态或遭到解散。直到70年代中期，独裁政权相继倒台后，才陆续重建和恢复

政党并形成两党和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在日本，战后以来尽管没有限制政党活动，但自1955

年以来，日本政坛几十年来都是由自民党一家掌权，形成了“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长期维系一

种“朝大野小”的失衡局面。 

    冷战结束后西方政党制度与格局变化情况和特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动，西方（主要是西欧和日本）一些国家

的政党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甚至在某种程度和层面上产生格局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对政党自身的

生存条件而且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走势也产生深刻影响。 

    1、传统的“多元化”政党力量布局正逐渐向中左、中右两极对垒的方向演进，这在西欧尤为明

显。传统意义上的左翼力量相对萎缩，尤其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普遍削弱；而传统意义上

的中间力量也在发生分化，向中左或中右阵营转化；传统的右翼政党有的也转向中间，个别力量滑

向极右。这种演变在西欧进一步分化组合成以社会党为主导的中左阵线和以人民党为代表的右翼阵



线。现在西欧国家已很少有纯粹的左翼、右翼政党格局，而更多地体现为左翼政党格局向偏中间靠

拢，右翼政党格局向偏温和方向靠拢的新态势，德、意、法等大国及一些西欧中小国家情况大体如

此。传统政党的影响有所下降，各类传统政党党员人数减少了几百万人，不少政党消亡或分化重

组，这种情况在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  

    2、由多党制向两极化的政党新格局演变。这在西欧的意大利表现最明显，在亚洲的日本也出现

了这种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大利政党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主

导作用的几大政党如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共和党、社民党大都退出历史舞台，意共改名，国内

政治格局出现新的分化重组，形成以力量党为中右翼、以左民党为中左翼的新的政党格局。在同期

的日本，自民党内部先后分裂出若干个新党，在9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了这些新党加上社会党组成

的八党联盟与自民党相抗衡的局面，经过不断分化重组，民主党从中脱颖而出，在近期逐渐发展成

为同自民党不对称的抗衡力量，被学术界、媒体认为是日本未来两极化政党格局的雏形。 

    3、传统的左右翼政党力量对比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轮替周期有所缩短。在90年代初，

包括西欧国家的共产党、社会党在内的左翼力量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尤其是共产党遭受重创，

右翼政党在西欧多数国家当政。90年代中后期，西欧政党格局发生新的变化，此前几年遭受打击的

左翼政党的生存环境普遍改善。西欧部分共产党的力量也曾一度止跌回升，个别党甚至参政。特别

是社会党在此期间重振旗鼓，在政坛的较量中普遍战胜右翼政党，重新上台执政。在欧盟15国中，

以社会党为首的左翼政党一度在13国执政与参政，占据绝对上风。新世纪以来，情况又发生新的变

化，西欧多数社会党下台，保守政党再次在西欧政坛得势，左弱右强的局面重新出现。在日本、澳

大利亚，多数时间为保守党当政。在美国，共和党执政的年限也长于民主党。 

    4、某些边缘和极端势力上升，打破了一些国家原有政治力量的平衡和传统政党格局的框架，有

些国家的政治格局出现新的重组。一是表现为极右翼的一度膨胀。在90年代初，极右势力在德、

法、意、奥、比等不少国家上升，在个别国家异军突起，如意大利民族联盟和奥地利自由党均曾成

为执政党。法国国民阵线成为国内第四大政治势力。新世纪以来，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也在国家及

地方选举中明显得势。二是西欧地区的绿党与社会运动影响扩大，一些国家的政党格局特别是左翼

政党格局实现新的组合。自90 年代以来，绿党与一些环保组织力量上升，在各种选举中脱颖而出，

不仅进入议会，有一些党甚至参加政府，芬兰绿色联盟、瑞典环境党、意大利绿党、德国绿党在这

期间相继入阁，尤其是德国绿党打破了德国原有的政党格局，上台执政，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三是

西方一些国家的其他边缘政治力量明显上升。美国的第三党势力一度表现不俗，佩罗领导的第三党

曾经在90年代初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13%的选票，震动了美国社会。新西兰土著居民的毛利人政党的

影响也在90年代以来明显扩大，选票明显增加。 

    5、政党的分化重组频繁，改革改组盛行，政党体制更趋多样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国内

外形势的变化，西方政党的“新陈代谢”更加活跃，适者生存的现象明显。其主要特征为：一是不

少政党为求得生存，进行改名、改组、重建或同其他政党联合，小至改头换面，大至“脱胎换

骨”，像意大利大多数传统政党、日本的新兴政党、北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边缘

小党，均是如此。二是为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对本党的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加“民主

化”、“现代化”。三是伴随着一些国家政党制度尤其是选举制度的改革，如设立3~5％ 的门槛票

率，使得政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上述情况使得西方政党体制更呈现出多样化、政党格局更趋动

态化的新特点。  

    总的说来，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政党制度与政党格局经过战后几十年特别是冷战后十几年来的涤

荡，到现在基本趋于稳定和定型，短期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几率不太大。但也有少数国家的政党制度

仍处在重塑过程中，期间可能伴随着局部震荡。 

（《当代世界》200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