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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生成的路径和制度模式：西方与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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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不论是西方的“原生型民主”，还是东亚的“后发型民主”，由于不同的生成渊源和

路径条件，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土特征的民主模式和制度体系。  

 

    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万物皆具有的基本属性，“民主”也不例外。各国具有各自的国情条件和发展特征，

民主的生成路径和制度模式各不相同，对西方“原生型民主”来说如此，对东亚各国“后发型民主”来说也如

此。 

 

    西方民主化进程各有特色 

 

    源于164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民主样态，在君主贵族势力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较量和平衡中，演化

出保留“君主立宪制”架构的议会内阁制，并主要以两党制为政治表达和动力机制。 

 

    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其政治思想和制度体系自然受到宗主国的影响，但经过1775年的美国独立革命，

美国的政治制度体系更多地体现了“人为建构”和多种政治力量的妥协平衡，美国的民主有“成文宪法”宪政

架构下的总统共和制，“三权分立”的制衡原则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也主要以两大党制为政治表达和动力机

制。 

 

    而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法国民主化历程则更为曲折艰难而成本高昂。法国是在革命与复辟、共和制与

君主制轮番较量中，“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曲折方式，一路跌宕而艰难地走向民主化的。法国在经历了五次共

和国的政治设计后，最终在第五共和国的架构下，建立起“半总统制”的政治制度体系，其表达和运转机制则

依靠其多党制的制度支撑。 

 

    所以，从现代性的“原生型民主”的主要形态看，西方主要国家的民主生成路径和制度模式也是特点各异

的。现代民主政治形态，从主要国家一路传播开来以后，经历几次民主化大潮的洗礼，在世界各个地域和各种

文化宗教中，更是展示了各具本土特色和文化特征的民主生成路径和制度模式。这其中也包括曾经深受西方殖

民主义影响或作为其殖民地的东亚各国。 

 

    艰难前行中的东亚民主 

 

    日本在受到殖民主义威胁后，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变法图强，1889年制定出以德国宪法为蓝本的“大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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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宪法”，建立起带有“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架构。但是其后军国主义兴起，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内

阁制运作遭到摧毁。二战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主导下，依靠“和平宪法”建立起“虚伪”的君主立宪制下的

议会内阁制民主架构，经过短暂的多党冲突的混乱时期，在1955年至1993年长达38年的自民党一党独大的运作

之后，走向了政党轮替的民主转型。 

 

    泰国是在英国和法国殖民势力平衡的夹缝中，经过1932年的军事政变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民主架构的。但

多党制支撑的民主体系，则长期处于被军人政变所颠覆和被军人政权所替代的间隙运行状态。经过1992年的民

主运动后，文人民主政权似乎占据主导地位并稳定运行，但还是出现了2006年的军事政变，泰国的多党民主还

得在军人干政的阴影下艰难前行。 

 

    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客观上遗留了一些现代国家的行政因素，二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韩国建立起了多

党制度支撑的总统共和制，经过李承晚和张勉时期的多党民主混乱时期，1961年朴正熙的军事政变结束了多党

民主实验。朴正熙的军事威权体制在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发展之中，给反对党的存活留有空间并促发了政治多元

化的社会基础。经过1987年的民主化运动，韩国多党支撑的总统共和制民主架构才平稳转型并趋于巩固。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多党制支撑的总统共和制则受到荷兰殖民政府的决定性影响，经过苏加诺领导下的多党

混乱竞争和“有领导的民主”的过渡，1965年之后的苏哈托军人集团夺得政权。苏哈托“新秩序”时期的威权

发展体制，在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催生着政治变革的促进力量。在1998年社会动荡的狂潮中，印度

尼西亚走上了民主转型的快车道，多党制支撑的总统制民主架构再度运行。 

 

    菲律宾在1935年美国人制定的宪法架构下走向独立，并开始其“美国模式”的两党制总统共和制，中经

1965年至1986年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在1986年一场疾风暴雨般的“人民力量”运动之后，多党制支撑的总统共

和制，在经济基础薄弱和传统“庇护制关系”强大的环境中艰难起航。 

 

    而在英国殖民政府影响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议会内阁制政府，在经历了二战后多党冲突的短暂民主实

验期混乱后，分别由“巫统”和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地执掌政权，“半民主半威权”发展型体制长期保持稳定

运行。 

 

    民主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不论是西方的“原生型民主”，还是东亚的“后发型民主”，由于不同的生成渊源和路径条件，各自形成

了具有本土特征的民主模式和制度体系。民主的实现方式和制度样态的特殊性得以体现，这正是世界政治文明

中民主生活丰富多彩的体现和保障。但上述各国在追求民主的进程中，也体现出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征。如国家

权力的开放，基本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有效落实，以及公民组织和社会团

体合法公开运作等。这些制度特征构成了上述东亚国家民主转型的标志，民主体制的稳定成熟和制度化程度也

是其民主巩固的标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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