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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7年大选失败后，英国保守党在2001、2005年大选中接连失败，这是它在与对手英国工党

的竞争中从未有过的。在很多选民心中，现在的保守党是一个内讧严重的党，一个没有找到方向的

党。相比发展势头良好的工党，保守党似已陷入困顿之境。 

    保守党存在的问题 

    目前保守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思想路线。保守党在20世纪最后年代的政治主张一直以“撒切尔主义”为主

导，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保守党重视自由、个人主义、责任和自立的价值观，表现在经济社会领域

即是反对国有化、国家干预以及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主要内容的福利国家制度，主张经济按市

场规律自由发展，倡导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自由竞争，重视经济效率。这一主张一定程度解决了以往

工党治下出现的国企效率低下、工会动辄罢工等问题，刺激了经济发展，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

大、失业率增加、犯罪增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工党在野18年（1979-1997）间

进行了理论革新，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新理论，放弃了以国有化、大规模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的

传统主张，接受了右翼以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模式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同时改革福利国家制度，改善

公共服务，竭力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相结合。这种对保守党政治主张的“拿来主义”及同自身左

翼政治特性相结合不仅挤占了保守党的生存空间，而且其所持的中间立场没有留给保守党多大政策

发展空间。 

    在应对工党的挑战中，保守党从前任领袖黑格提出的“关爱的”保守主义，到现任领袖卡梅伦

提出的“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都显示出保守党对由“撒切尔主义”的实施引发的社会问题的

关注。但是，由于受传统思想的约束，再加上工党对保守党思想发展空间的挤压，保守党的政治主

张变动不定，具体政策也含糊不清，时而回到“小政府、大社会”的传统主张中，时而又承诺扩大

政府干预，将更多资金用于改善公共服务等。始终缺乏一条明确的思想路线，是保守党三次大选失

败的重要原因，对保守党而言，寻找一条清晰的思想路线及一套完整可行的执政方案仍是谋求重新

执政的重要条件。 

    二、领袖频繁易人。自1997年以来，保守党五易其帅。约翰•梅杰在1997年大选失败后引咎辞

职，威廉•黑格继任领袖。黑格任职伊始就表示要对保守党进行改革，但结果证明，保守党在纲领政

策方面仍然因循守旧，黑格则于2001年大选失败后辞职。邓肯•史密斯继任领袖后，保守党各方面均

未见起色，有分析家认为史密斯缺乏从政经验和执政能力，且未能取得保守党议会党团的多数支

持，因此其两年的领袖生涯实际阻碍了保守党复兴的步伐。史密斯于2003年10月未能通过领袖信任

投票，黯然下台。 

    史密斯下台后，前内阁大臣迈克尔•霍华德继任领袖。但是霍华德仍旧没有领导保守党赢得2005

年大选，这一是与其就任时间短暂有关，二是霍华德同样没有确立一种清晰明确的思路，提出一套

完整的施政纲领，其本人也缺乏一种在野党所需的强势领袖的气势，这使保守党直至大选时也未能

在公众中树立起一个可信赖的替代政府形象。霍华德同样因败选引咎辞职。2005年12月6日，39岁的

保守党副主席、影子内阁教育大臣戴维•卡梅伦以68%对32%的全党选票战胜了另一候选人——前保守

党主席、影子内阁内政事务大臣戴维斯，当选新领袖。对于卡梅伦的当选，英舆论普遍认为他是以

年轻的活力和鲜明的个性而不是以政治主张取胜。鉴于卡梅伦从政时间短暂，仅有四年议员经历，

再加上竞争中政策主张并不清晰，因此很多民众对其能否领导保守党摆脱困境心存疑虑。  

    三、党内分歧削弱了凝聚力。一直以来，疑欧派与亲欧派在欧洲问题上的斗争是引发保守党党

内分歧乃至造成组织分裂的一个重要根源，前领袖黑格和史密斯的下台均与此有关。刚卸任的霍华

德尽管为争取欧洲议会议席宣称其是欧洲的“朋友”，但同样奉行强硬疑欧立场，不仅反对欧盟宪

法条约，而且承诺任何涉及国家权力让渡的条约都要经过全民公决。这一立场将保守党陷于两难，



一方面由于欧洲一体化发展势头迅速，对欧盟各国的影响加大；另一方面国内另一政党——英国独

立党相比保守党更为鲜明地奉行 “退出欧盟”的主张。独立党在200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12议席，

位列英第三大党，而保守党议席则从1999年的35席下降至27席。也因此，党内对霍华德强硬欧洲路

线不满者大有人在，前教育大臣、资深议员罗伯特•杰克逊于2005年1月宣布脱离保守党，转向工

党，其理由是保守党对欧主张“相当危险”，这无疑使保守党受到沉重打击。 

    除欧洲问题外，在社会经济领域保守党内也存在分歧。保守党已看到撒切尔主义引发的严重社

会问题，党内也出现强调国家在此领域承担责任的观点，但那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的观点仍有相

当大的影响力，这导致保守党具体的社会经济政策含糊不清。自2001年起，保守党议会党团又在儿

童收养法案、上议院改革、伊拉克等重大问题上出现分裂。这导致选民对保守党政策的支持率下

降。 

    四、内部组织涣散及财政困难。保守党组织从地方到中央都存在诸多问题。就地方组织而言，

保守党党员人数日渐减少，目前其党员人数不足30万，远低于工党；而且，党员老龄化现象严重，

年轻人加入保守党的积极性不高，各级党组织的活动缺乏积极性。就中央层而言，保守党长期存在

领袖缺乏权威、议员派系分化、党内分歧严重等问题，尽管霍华德上任后情况有所改变，但并未得

到根本解决。 

    另一较严重的问题是财政紧张。一直以来，保守党是英两大党中财政收入较丰厚的一个，其收

入主要来源于社会捐助尤其是大公司企业的捐助。但自1997和2001年大选失败后，保守党财政收入

大为减少。据统计，自2001年后保守党所获捐助未超过工党的50%。霍华德曾建立“保守党基金会”

筹集资金，但由于时间短暂，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财政困难的状况。为应对2005年大选，保守党甚至

将挂在英国议会大厦内的一幅撒切尔夫人肖像进行拍卖以筹集竞选经费。  

    五、竞选运作滞后。在英国大选中，作为将政党展现给选民的一种途径，为期一个月的大选表

现直接影响选举结果。在这方面，保守党虽然是两党中最早运用媒体、专家以及各种技巧进行宣传

动员的政党，但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以来，工党逐渐形成一套有效的竞选运作模式，相形之下保守

党有所不及。 

    以2005年大选为例。工党席位并非如预测中那样受伊拉克局势影响急剧下降，这与工党的竞选

策略有关。选前工党高层长期不和的领袖布莱尔与财长布朗之间达成和解，以树立党内团结的形

象，同时积极运用各种手段进行直至大选日的地毯式宣传动员，以表现要蝉联执政的气势。在议题

选择上，工党将经济问题作为主打议题，并针对移民、犯罪、反恐等问题相继推出一系列法案。在

重大国际问题上表现独立性，竭力消解伊战消极影响。有效的竞选策略赢回部分反战选民支持，整

体竞选效果尚好。 

    反观保守党，其竞选运作不如工党有效。领袖霍华德在选前就曾表示保守党不太可能赢得大

选，其不自信表露无疑。就选择的议题而言，保守党主要提出伊战、移民及公共服务问题，但其立

场或自相矛盾，或受到质疑，或遭到有效回击。保守党一直利用伊战打击工党，质疑伊战的合法

性，并指责布莱尔缺乏诚信品德。但保守党战前投票支持政府的开战决议，战后又对其大加指责，

前后不一的表现不能使选民信服。同时，保守党大打移民牌，提出紧缩移民政策，并要求退出《日

内瓦公约》，招致公众的反对，称其领袖为“种族主义者”。此外，保守党在内政方面提出的通过

降低政府开支、减少税收以增加公共服务投资的可行性也遭到经济学家的质疑，在其他议题中保守

党也未能拿出比工党更有效的治理方案，致使在竞争中始终处于下风，其支持率在为期一个月的大

选间竟呈下滑趋势。 

    保守党的发展前景 

    就未来发展前途看，保守党能否在下届大选中重掌政权，取决于三方面因素：一、保守党的自

身建设。自2003年秋，资深政治家霍华德接任领袖后，尽管保守党在其领导下开始改变史密斯治下

的消沉内斗状况，士气有所回升，在选民心中的形象也有所好转，不过，距离执政还有很大距离。

保守党要赢得下届大选首先要在政策上重新准确定位，寻求一种合理的指导思想及一套清晰可行的

执政方案；其次，保守党仍需进一步推动党内尤其是议员间的团结，减少观点分歧，平息权力斗

争，促进相互合作，树立党内团结的形象；再次，保守党需加强组织建设，积极征募党员，各级党

组织积极开展活动，通过各种方式调动党员的积极性；最后，保守党仍需进一步改善竞选运作，在

竞选战略制定和技巧方面加以创新。 

    二、工党政府的表现。由于英国的政党体制是两党制，多数选民会以保守党和工党为投票对



象，因此，执政的工党与在野的保守党之间在力量上基本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这就可能

出现以下情况:在野党重掌政权并非因为它赢得选举，而是由于执政党失去选票。如果执政党表现不

佳，在野党就可从中获利，选民的投票转向有时是一种对执政党不满的表现。2003年的伊战就是明

显的例子。工党发动的伊战引发了民众强大的反战舆论，再加上参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

的英国微生物专家和国防部生化武器顾问凯利博士的自杀，使工党政府陷入自1997年以来最严重的

信任危机，选民支持率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保守党的支持率则逐渐上升。这种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

的互动影响着保守党的前途，如果工党政府未来在内政外交方面再出现重大失误，那对保守党来说

就是一大良机。 

    三、选民的政治钟摆效应。钟摆现象在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中较普遍存在，通常，钟摆效应发

生在某一党较长时间掌权时。由于长期执政，尽管执政党可能没有大的过失，但由于选民长期面对

同一个党，可能会产生某种心理倦怠情绪。在英国及西方其他国家都出现过这一现象，即选民在选

择政党时并无特殊偏爱，其将选票投给某一政党仅因为他认为政坛该换一换新面孔了。这一钟摆效

应可能影响保守党的未来，因为到目前为止工党已执政8年，工党因赢得2005年大选可继续执政至

2010年，届时执政时间长达13年。且不说长期执政可能累积一些矛盾，单就时间而言也可能使一些

选民感到厌倦。若出现这一情况对保守党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总之，保守党对自身的问题已有认识，并已开始反思，新选出的年仅39岁、充满活力、被称为

“翻版布莱尔”的卡梅伦，就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保守党内要求变革的呼声。但保守党面临的问题

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要成为执政党尚需时日。工党在此三连冠之前曾在野18年，保守党的复兴

之路也将是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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