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政党政治的发展演进特点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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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党政治也发生深

刻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关系以及各国政局和国内政策的发展走向。跟踪世界政党政治的

变化走势，有助于了解国外政治和社会发展规律。 

    国外政党政治的历史演进与现状 

    政党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近代的历史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产物，它产生于

阶级，也是阶级的、高度发达的政治组织。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最早产生于英国，为1679年建立的辉

格党和托利党。18世纪，法国、普鲁士、美国等西方国家也陆续建立政党。19世纪中后期，西方其

他国家先后创建了一些不同意识形态特性的政党，许多工人阶级政党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从19

世纪后期开始，政党政治陆续向亚非拉地区传播，一批民族民主政党相继建立。到20世纪初，世界

多数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政党，许多共产党也在这一时期创立。在20世纪30年代至二战结束前，

由于法西斯肆虐，一些党特别是欧洲国家政党遭到摧残，多数党转入地下活动。 

    战后以来，世界政党政治进入大发展时期，西方多数国家的政党得以恢复、重建和创新；欧亚

一批共产党成为本国执政党，并推动许多亚非拉国家创建和发展了共产党组织；众多亚非拉国家相

继建立了民族主义政党。冷战时期，世界政党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同类型政党内部间的纷争也

不断。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党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政党制度向越来越大范围的国家拓展。政

党发展出现新的高潮。一些国家开放党禁或实行多党制，各种新兴政党不断涌现，政党数量大大扩

增，特别是围绕选举而出现的政党明显增多。据有关部门大略统计，到21世纪初，全世界有影响的

政党大约有5790个(实际数量更大)，较冷战时期增加了35%以上。在当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

20多个国家无政党外，其他国家都实行不同形式的政党制度。由于国际形势变化、演进，在国际层

面上，政党间的意识形态对立有所缓和。 

    当今国外政党政治发展演进的鲜明特点 

    1、政党政治的活动范围扩大，政党制度在一些国家发生剧烈变动，政党体制更趋多样化。近十

几年来，世界政党政治十分活跃，尤其是受西方所鼓吹的多党民主浪潮影响，一方面，以前未有政

党活动的国家也陆续建立政党制度或允许其已存在的政党合法化，这主要集中在亚非十几个国家；

另一方面，前苏东、非洲地区等一批原来实行一党制的国家，陆续推行多党政治，一大批新兴政党

建立，使得实行多党制的国家猛增到170多个，为有政党国家总数的95%以上，期间仅非洲就有49国

宣布实行多党制。 

    2、多数国家战后形成的政党政治版图发生新的分化重组，传统政党受到较大冲击，新兴政党影

响上升。近一二十年来，世界许多国家原先所维系的政党格局发生变动，一些国家政党力量的平衡

局面被打破，传统的主流政党力量与影响普遍下降，有的国家维系百年的老党或强盛多年的大党一

再发生分裂，极少数国家的主流政党持续衰退而滑至政坛边缘，甚至退出历史舞台；新兴政党作用

上升，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些新创立的政党大都成为改变政坛力量对比的筹码

党，极少数党乃至取代传统政党，成为本国政坛的主导力量。受苏东剧变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

特别是由于西方政治势力的丑化，使得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些意识形态相对明显的政党在西方和部

分发展中国家受到强烈冲击，世界近半数的共产党因此停止活动或更名改姓，党员人数减少2/3，党

的力量和影响遭到极大削弱。一些极端左翼政党更趋于边缘化。 

    3、政党特别是主流政党的功能与作用不断调整，其管理与利益整合功能凸显，这在发达国家政

党中更为突出。随着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大多数国家政治与社会形势的重大变

化，政党的功能与作用也随之调整。政党从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加快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职能转

变，重心是向政府和议会提供智力支持，为它们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定下基调。在多数国家，政党



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职能明显淡化，政党对制度目标的诉求大都让位于对具体政策目标的追求。政

党特别是执政党从原来专注于权力斗争，现在更多地转向整合社会利益、协调各方矛盾。面对国内

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的明朗化、显性化，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以及公民利益诉求的多样化，许多国

家执政党为争取民心，更加重视去调解社会的利益冲突，解决不同利益集团的特定要求，致力于确

保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4、政党自身的改革成为当今政党活动的主旋律，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普遍成为本国政治、经

济、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政党都在程度不同地推

动自身改革。一些国家主流政党相继调整纲领章程，淡化对制度目标的诉求，对其核心价值观进行

更抽象、伦理化的解释；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组织体制和宣传动员体制，扩大民主，增加灵活性，

增强与社会的沟通与互动；不少政党试图淡化党的阶级属性，凸显其全民性，致力于扩大党的社会

基础；加速党的领导人的年轻化，一批年轻、有活力、有亲和力的领导人走上政治前台。一些发展

中国家政党在顺应潮流扩大党内民主的同时，也更加重视高举民族特性，警惕西方的分化，致力于

确保党的生存安全尤其是执政安全。在全球化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多数国家主流政党担负起领导本

国变革的历史任务，根据本国国情，着手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全面革新，并把它同传统

社会模式调整、新的发展道路的探索结合起来，在世界上兴起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改革浪潮。有些党

的改革事业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多数党所领导的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有些国家执政党为凸显政

绩，急于求成，改革步伐过快、力度过猛，带来了强烈的社会反弹与负面后果，使党自身为之付出

高昂代价，有的党甚至为此下台。 

    5、政党区域化、国际化趋势凸显，相互学习和联合的势头更为明显。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

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和地区间的各种联系日益频繁，各国政党的交流与合作空前活跃。面对当今地

区一体化的变化要求，一些地区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加快了联合与合作步伐。近些年来，欧洲几类

政党顺应时变，相继组建了欧洲社会党、欧洲绿党联盟、欧洲左翼党等地区性政党组织，在地区层

面塑造政党组织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拉美地区左翼政党也通过圣保罗论坛、玻利瓦尔大会等加强

了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自新世纪以来，亚洲国家的政党则通过创立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平台促进

了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现已召开三次政党国际会议。同时，一些国际性政党组织也较冷战时期明

显活跃，特别是社会党国际空前活跃，加大在亚非拉地区的拓展力度，十几年来其成员增加了60%

多。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为有效解决国内现实问题，都注意开阔眼界，重视学习

其他政党的有益经验。近些年来，这些政党都把学习和借鉴国外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作为党际交流的

一项重要内容，注意相互取长补短，以提高自身能力。 

    6、政党政治变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大，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当今国际局势的走向。政

党特别是执政党作为政府、议会的实际决策者，在塑造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上升，尤其是一些大国主

流政党的思想理念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当今国际关系的走向。上世纪末，西方主流政党所推

崇的民主化思想、多党制主张，特别是其宣扬的“人道主义干预”思想，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局

出现重大变动，地区局势激烈波动，导致南北关系紧张。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西欧社会党和美

国民主党发起所倡导的全球进步治理思想，在一定时段内对促进国际多边合作、解决当前的全球性

问题起到某些积极作用。在此项目中，社会党国际所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也将对塑造未来的国际

秩序起到一定进步作用。近些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呼吁减免落后国家债务，关注并解决欠发

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也为国际社会日益重视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与贫穷问题起到一定作用。 

    国外政党政治未来的挑战与发展走势 

    1、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作为一个权力主体受到其他更多行为主体的制约，政党的受制因素将增

多。在当今多数国家政治生活走向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政党已越来越难以像原来一样绝对垄断公

共行政资源，而必须让出部分权力，媒体、非政府组织、院外集团等政治行为体对政党原来所掌控

的某些公共权力也提出挑战，并不断“侵蚀”政党的专属领域，这在发达国家中更加明显。多数国

家颁布了政党法或涉及政党的社团法，在法律上对政党的职能、作用及其运作做出限制性规定，并

扩大了社会对政党的监督。 

    2、传统的政党体制与运作模式遇到日渐增多的挑战，政党的选举功能较前凸显。由于国内外形

势变化，当今多数国家政党的演进趋势是走向分权，组织结构相对松散、开放，命令式、上下垂直

性的运作模式日渐让位于引导式、水平扩散式的运作方式。由于政党的阶级斗争功能不断弱化，决

定政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更多地取决于选举。在当今大多数国家，选举业绩对政党的生存、发展具



有决定性意义。许多政党的改革都围绕着如何获得更好的选举业绩而进行，一些党则是出于选举的

目的而建立或重组。为赢得选举，某些党甚至不惜违背党纲和基本信条，以迎合大多数选民需要。

在不少国家，政党政治中的“选举”色彩日趋浓重，政党政策调整中的随意性、投机性增强。 

    3、政党作为绝大多数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主导力量的地位不会改变，但在国内的现实影响力会

因形势变化或自身的失误而有升有降。因受民主化浪潮和分权大气候的影响，在一些国家，传统政

党的作用与影响相对下降。尽管如此，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政党在多数国家的作用与

影响仍是其他政治行为体所不可比拟的。尤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随着政党政治不断发展并走向成

熟，政党特别是主流政党在本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普遍呈上升态势，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坚

力量。虽然政党在当今社会演进过程中受到其他政治行为体的挑战，但政党作为本国权力的主导和

核心力量的地位并未撼动。许多国家政党在发展过程中，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将继续由从“硬性塑

造”向“软性引导”的方向演进。 

    4、传统政党的社会基础会继续随着环境的变动而变化，日益增多的结构性问题将继续迫使政党

寻求进一步的变革。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那些以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为纽带而建立的传统

政党，大都面临一些结构性难题：党员人数减少。许多国家传统主流政党党员人数近20年来减少了

1/3到1/2，党的传统选民也大幅减少。党员年龄化现象凸显。老龄党员所占比例偏大，年轻人比例

日益减小。一些政党面临信任危机。公民对传统政党的信任度下降，对政党政治的兴趣淡薄，党的

吸引力、感召力下降。这种趋势，将迫使许多政党不断探索信息社会和全球化环境下如何革新的问

题。 

    总的来讲，当今世界各国政党在新形势下既面临诸多发展机遇，也面对不少挑战和困难。这种

机遇与挑战，在不同地区、国家的政党中境遇不一样，并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政党间也有明显差

异。世界政党政治尽管具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国情、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党自身的认识水平

不一样，不同政党的发展、变化的情况及其结果又呈现丰富的个性和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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