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卷!第"期 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月
%&’(!!!)&(" *&+,-.’&/0&+1234516-784,5719!:+;.-71745.-<0&=7.’0=74-=45><717&-" ?.,(#"##$

"

经济因素与民主化绩效关系考证
!!!关于巴西"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的实证比较

王 庆 兵
!平原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所#河南 新乡@A!##!"

摘!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面临着民主化的发展$无疑#经济发展状况同民主

化绩效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突出问题$本文以巴西%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三个国家的实际

状况为案例#通过比较分析探讨了经济因素与民主化绩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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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谓民主化绩效是指两个方面含义’首先

指在推行民主化的过程中民主政体是否得以连续

存在&其次是指实施民主化能否将社会冲突与共识

整合在良性循环范围之内$影响民主化绩效的因

素是纷繁复杂的#但是这些因素与民主化绩效之间

的关系是直接还是间接%是最终决定因素还是关键

决定因素#实际上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比

如#已经被充分论证的传统权威理论认为#经济发

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相关关

系#经济发 展 可 以 为 政 治 民 主 创 造 良 好 的 物 质 条

件#而且经济自由化必然是政治民主化的根本动力

源泉&同时#政治民主化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仅

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而且作为对经济发展的适应

能够推动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种标准的假

定应用于自然渐进的发达国家更加具有解释力#而
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历史阶段性

等多因素的 作 用#并 不 能 表 明 都 符 合 这 种 理 论 假

定$比较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这三个拉美和

非洲国家的情况#甚至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一、经济发展之于民主化

经济发展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西
方民主政治与西方发达的工业化相称的水平似乎

自然证明 了 经 济 在 民 主 进 程 中 的 直 接 决 定 作 用$
李普塞特认为’(把政治体系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

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

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

越多$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

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

少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

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

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

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政治!少数上层

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

独裁统治"$)*D+"$亨廷顿也从经济上论证与民主的

相关性#提出了能否支撑民主化的经济数据#他认

为#如果在$#年代中期有一位社会学家想要预测

民主化的前 景#只 要 扳 一 扳 手 指#算 一 算 在D###
美元到!###美 元 过 度 地 带 的 国 家 就 能 预 测 得 很

成功$尽管如此#亨廷顿并不认为民主化完全由经

济发展决 定*"+$"$从 巴 西%委 内 瑞 拉%尼 日 利 亚 的

事实可以证明#经济发展虽然的确与民主化有相关

性#但并非全部是正相关关系#而是一种离散式的

关系$
由此#我们需要考察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

三国经济发展相对最快的时期民主化的进展情况$
巴西经 济 的 快 速 发 展 阶 段 是"#世 纪F#至$#年

代#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巴西现代化的飞跃阶段,,,
巴西经济奇迹$巴西从"#世纪F#年代到H#年代

初#人均I)J从DGF#年 的DDH美 元 增 加 到D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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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美 元!人 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从DGF#年 到

DGH"年年增长率为@(HK!城市 人 口 从DGF#年 占

总人口的@AK上升到DGH"年的FGK!中学入学学

生数占本年 龄 组 人 口 的 百 分 比 从DGF#年 的"@K
上升为DGHD年的A$K!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占"#!
"@岁 人 口 的 百 分 比 从DGF#年 的@K上 升 到DGHD
的D!K"然而#从民主化进程来 看#"#世 纪F#至

$#年代正是巴西军人专制的时期#这一时期内#巴

西军人从干预政治的后台直接走上了执政的前台"

DGF@年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亲自

执掌巴西政权#巴西进入了长达"D年的军人专制

统治时期"军 人 实 行 高 度 的 集 权 统 治#DGF@年 到

DGFG年间颁布了DF个制度法$$$个补充法和宪法

修正案#总统拥有一切权力#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

的权力大大弱化#总统不仅有权解散议会#还有权

中止或取消那些被认为危及国家安全的人的政治

权利"州长 和 市 长 均 由 军 政 府 选 定#取 消 一 切 政

党#人为地制造了两个法定政党%一个是所谓的法

定&执政党’(((全国革命联盟#一个是所谓的法定

&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这两个党实际上是对

军政府言听计从的附庸和工具"军政府禁止任何

言论自由#实行新的新闻检查制度#严格控制工会

和劳工组织"事实上#这正是巴西经济现代化奇迹

产生的直接背景"尤其是DGFHLDG$!年 之 间#国

内生 产 总 值)IMJ*增 长 速 度 年 均 增 长 率 高 达

D#(DK以上#同期#国民生产总值)I)J*年均增长

D#K"这两个年均增长率均高于当时世界其他国

家)无 论 发 达 国 家 或 发 展 中 国 家*的 增 长 速

度+!,D#"LD#!"在工业化程度方面#DGFH年至DG$!年

五年间 钢 材$铁 矿 砂$水 泥$汽 车 分 别 增 加 了D($
倍$"(H倍$"(@倍$!(F倍!这五年间通货膨胀率控

制在"#K之内"相反#DGHD年$DGH"年$DGH!年的

IMJ增长率仅仅分别为D(GK$D("K$!(!K"财

政赤字增加#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低经济增长率$
低投资率$高通货膨胀率$外资流入率下降$各种稳

定计划失败’成为进入"#世纪H#年代后巴西状况

的基本特征+!,DDA"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恶化的经

济形势下 军 人 专 制 政 权 开 始 出 现 了 民 主 的 松 动"

DG$G年@月军 政 权 取 消 对 新 闻$书 籍$电 影$戏 剧

和各种出版物的检查制度#H月赦免了D(A万名因

政治 问 题 而 受 迫 害 的 人#DD月 颁 布 了-政 党 组 织

法.#解散了军政权一手制造的两党制#允许自由组

织政党#决定 实 行 多 党 制!DGH"年#巴 西 举 行 了 自

DGF@年政变以 后 的 第 一 次 州 长$市 长 和 联 邦$州$
市议会的直接选举"

委内瑞拉在"#世纪F#年代之后经济也得到

了较快的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时期是F#年代"
人均国 民 收 入 从DGF#年 的F!#美 元 增 加 到DG$#
年的G@!美 元!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及 农 业$工 业$制 造

业$服 务 业 的 增 长 速 度 都 超 过 了$#年 代#分 别 是

$#年代的D(A倍$D(G倍$D(G倍$D(@倍"同期城

市人口增长率是$#年代的D("倍"相比较而言#
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为政治民主化进程创造了良

好的基 本 环 境#DGFD年 公 布 的 新 宪 法 明 确 规 定%
&委内瑞拉共和国永远是民主的$代议制的$责任制

的和轮换制的政府’#总统不能连任#&共和国的总

统通过直接的普选产生’#&共和国总统任期届满后

的D#年内不得重新当选总统’"宪法规定委内瑞

拉实行多党制#规定&所有有选举权的委内瑞拉人

有权参加政党#以便通过民主途径参与对国家政策

的指导’#&立法人员必须使政党的建立及其活动合

法化#以确 保 政 党 的 民 主 权 和 在 法 律 面 前 的 平 等

权’+@,!FF"但是#在 对 待 委 内 瑞 拉 共 产 党 和 左 派 力

量问题上#民主显然仍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在反对

希门尼斯专制的斗争中#委内瑞拉共产党作出了重

要贡献#执政的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也曾经同委内

瑞拉共产党 进 行 过 合 作#但 是 在 签 定 菲 霍 角 协 议

时#委内瑞拉共产党却被排斥在外"DGFD年D月#
委内瑞拉政府下令停止宪法保证#封闭左派报刊#
禁止罢工$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尽管这些违反宪

法的行为受古巴革命后形势的影响#但是#委内瑞

拉经济发展并未对民主化的进程产生直接的决定

作用"
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状况与巴西和委内瑞拉相

比#在整体水平上低于后者#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拉

美与非洲经济状况相比在整体水平上的特征"但

是从一个国家的纵向发展过程来看#尼日利亚经济

在战后也有明显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

的经济发展在"#世纪$#年代呈现出好于其他时

期的特征#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尼日利亚工业化

和城市化进程也明显加快#&尤其是F#年代后期开

始发掘的石油资源所带来的滚滚石油美元#曾经带

动了尼日利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所谓/黑非

洲经济奇迹0’+A,DGA"从DGAH年到DG$#年#人均国

民收入增长"($倍!F#年代的通货膨胀率比$#年

代低D#个百分点!尼日利亚在F#年代国内生产总

值以及制造 业 和 服 务 业 在$#年 代 进 一 步 得 到 增

长#甚至F#年代农业和工业的增长速度则还分别

超过了$#年 代 的 增 长 速 度"$#年 代 中 期 是 欧 佩

克组织所带来的石油繁荣时期#尼日利亚的石油收



入十分 可 观!以 平 均 每 年!#K的 速 度 递 增!从@#
亿美元增至DGH#年的年平均"A#亿美元"经过$#
年代的发展!尼日利亚城市人口由F#年代占总人

口的D!K上升为"DK!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由

F#年代的@($K上升为@(GK!A#万人以上的城市

数由"个增加到G个#但是!石油美元收入的增加

以及工业化$城市化似乎并没有对尼日利亚的政治

民主化进程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相反!地区矛盾$
部族隔阂$政党之争$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军事政

变$军人统治成为尼日利亚这一时期的政治特征!
甚至石油收入的增加成为比拉夫内战的重要因素

之一#DGFF年军事政变后上台的戈翁军政府统治

尼日利亚将近D#年!虽然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口号!采取了坚决反对国家分裂的措施!但
是严重的部族主义和部族矛盾冲突依然时刻威胁

着政治稳定!而有效的民主化进程无法得到扎实的

实施#DG$A年同样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的穆罕默德

军政府虽然提出了%还政于民&计划!但是仅仅一年

后即被军事政变所推翻#而这次政变后执政的奥

桑巴乔军政府实施了还政于民计划!很明显不可能

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因此!%任何一种特定民

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

的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D(AA#

!!二、民主化之于经济发展

民主化是社会政治对经济的反映!但是排除民

主化运行的特殊规律!而简约化地认为民主化必然

推动经济的发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得不到验证

的#由此!需要将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民主化

进程中较成功阶段的经济形势作一比较#

DG@A年D#月!独裁执政H年的瓦加斯被赶下

台!标志巴西进入DH年的民主试验阶段#DG@A年

D"月进行了巴西历史上较为自由的一次选举#制

定并颁布了DG@F年宪法!恢复三权分立制度!规定

立法权归议会行使!行政权主要由总统行使!宪法

重申!巴西实行联邦制!规定各州拥有自己的宪法$
州议会和 以 直 选 形 式 产 生 的 州 长 为 首 的 州 政 府#
三个主要政党活跃在巴西政治舞台上!从DG@A年

开始!巴西出现全国民主联盟)6M)*$社会民主党

)J0M*和巴西劳工党)JNO*#全国民主联盟$社会

民主党主要支持者都是中产阶级!区别在于全国民

主联盟主要是反对瓦加斯力量的联盟"巴西劳工党

主要支持者是城市工人阶级’F(D"!#DGF@年巴西军

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亲自执掌巴西政权!
巴西进入了长达"D年的军人专制统治时期#DGHA

年巴西军人专 制 统 治 出 现 政 治 松 动!!月D@日 的

大选中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获得胜利!标志"D年

的军人专制结束!新的民主化开始#这个时期!制

定了宪法修正案!恢复了总统$州长$市长直接选举

制!取消了选举人团制"给予DH岁以上的文盲选举

权"恢复自由组建政党原则"巴西政党很快由A大

党增加到"#个政党#DGHH年!巴西制定并颁布了

宪法!确定实行总统制!总统任期五年"总统$州长$
市长直接选举制载入新宪法"恢复议会立法和决策

机关的地位!给予DF岁以上的公民选举权#因此

巴西民主化进展较好的时期分别是@#年代中期到

F#年代中期 和H#年 代 以 后 两 个 阶 段#尤 其 是 进

入H#年代以后!巴西民主化进程速度明显加快#
从经济发展来看!DGG!年巴西工业$制造业在

IMJ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K和"#K!低于DG$#
年的水平"从DG$#年到DGH#年!巴西IMJ年平均

增长率为H(DK!工 业$制 造 业 和 服 务 业 年 平 均 增

长率分 别G(@K$G(#K$$(HK!而DGH#年 到DGG!
年IMJ平均年增长率为"(DK!工业$制造业$服务

业增长率分别仅仅为#($K$#("K$!(!K’$("DGL"$G!
虽然基数的不同影响增长的速度!但是增长速度之

慢显然不能证明民主化的进程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从城市化来看!城市化又称都市化或城镇化!包含

三个层面的扩散+一是城镇数量不断增多!城镇人

口逐步增加!而农村人口相应缩减#农村人口和城

镇人口中的比重此消彼长#二是城镇布局由分散

孤立状态 逐 渐 演 化 为 彼 此 密 切 相 连 的 有 机 系 统#
三是城市生活方式向乡村地区扩散和辐射!是农村

居民的生活 方 式 发 生 改 变!并 向 城 市 生 活 方 式 看

齐#一般说来!世界城市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或水

平+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K以内!是缓慢发展

阶段""#K!$#K之间为加速发 展 阶 段"$#K以 上

为平稳发展阶段’!("@H#实际上!上述三个阶段反映

了城市化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水平!即初级水平的城

市化$中等水平的城市化$高水平的城市化#巴西

城市化的三个阶段表明!巴西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

是第二阶段!从占总人口的"AK上升到$#K花了

$#年时间!相 比 之 下!英 国 用 了G#年!法 国 用 了

D"#年!美国则也用了G#年’!("F"#但是!在具体的

阶段性增长速度上!巴西$#年代年均城市人口增

长速度为@(DK!高于H#年代的"(AK#
二战以后委内瑞拉民主化相对于巴西而言进

展更快一些#除了DG@H年至DGAH年 希 门 尼 斯 的

D#年独裁 统 治 外!基 本 上 民 主 化 处 于 连 续 状 态#
在希门尼斯 统 治 时 期!委 内 瑞 拉 经 济 有 一 定 的 发



展!DG@ALDGA$年农业年平均增长率达@K"DGA#
LDGA$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在GK以上!

DGA$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DG@A年增加两倍#@$!AG"

DGAH年希门尼 斯 政 府 垮 台 后!委 内 瑞 拉 建 立 了 比

较完整意义上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但是!正如巴西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与民主化高度发展时期并非表

现为一致性一样!委内瑞拉民主化进展程度也并非

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相一致"DGHD年到DGHA年!
委内瑞拉在民主化进展顺利的情况下!人均实际国

内生产总值%以DGHH年美元计算&由!G@@美元下

降为!!AD美元!增长率为L@("K!债 务 危 机’结

构调整以及各项改革政策都对经济形势产生巨大

影响#H$@F!"整个H#年 代!除 工 业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由

#(AK增加到"(DK之 外!国 民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率 为

LD(!K!国内生 产 总 值 增 长 率’农 业 年 平 均 增 长

率’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以及服务业年平均增长率

分别下降了"K’#(FK’@(@K和A(@K#G$"!HL"@D"
尼日利亚自DGF#年D#月D日独立后!在民主

化进程中经历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第

一共和国是在殖民地基础上独立后建立的!第三共

和国则是DGGG年军人还政成功后建立的!第二共

和国是在DG$G年 军 政 府 还 政 于 民 后 建 立 的"因

此!分析尼日利亚民主政治发展对经济的相关性以

第二共和国较为典型"DG$G年D#月D日!在庆祝

尼日利亚独立和建国DG周年之际!奥桑巴乔军政

府在首都拉各斯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还政于民政权

交接仪式!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成立!民选文官总

统沙加里宣誓就职"这次还政于民的成功选举!标
志着尼日利亚民主政治在经历了DA年的军人执政

后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通过民选上台的沙加

里文官政府!在 其 后 来 的 执 政 中 却 显 示 是 一 个 脆

弱’无能和腐败的文官政府!实际上无力应对它所

面临的种种挑战"在这个时期!尼日利亚经济形势

恶化!尽管有石油市场波动的因素导致国家经济困

难!但是政府在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措施证明这

届文官民选政府作为民主化成果未能推动经济的

发展"在经济发展缓慢’石油财税日益减少的情况

之下!政府仍制定了一个宏大的依靠石油收入支撑

的投资计划!而在石油价格下跌财政紧张时政府采

取的严厉激进措施进一步导致民众的普遍贫困化"
更为严重的是!民主化成果并未建立起一个廉洁高

效的政府!第二共和国时期政府控制的一些重要的

经济部门的官员!与商人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和批

准进出口许可证时大肆收取回扣!造成了严重的腐

败风气!加剧了经济的恶化和社会动荡!为第二共

和国的失败埋下了重要隐患"由此可见!尼日利亚

第二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并未能够直接推动社会经

济的发展!民主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仍然是

离散性相关关系"

!!三、威权统治与经济发展

威权统治是政治民主化的对立产物"从 权 威

理论上来看!威权与经济发展是不相容的!而民主

化则是 与 经 济 发 展 相 辅 相 成 的"但 是!上 文 从 巴

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的发展事实已经证明民主

政治在一定情况之下并非与经济发展有直接的相

关关系"同时!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的事实仍

可以证明!集权甚至专制政权并非必然导致经济发

展缓慢’甚至崩溃"
巴西典型的事实说明军人政府在创造(经济奇

迹)中 发 挥 了 重 要 的 作 用"DGF@年 至DGHA年 期

间!巴西军人在政变基础上建立了长达"D年的集

权统治"这个时期的政府均由四星级将军领导!由
军官’技术官僚和老资格的政治家组成"虽然军政

府保留着宪法和总统选举!但是这些制度化的形式

在 实 质 上 已 经 远 远 背 离 了 民 主 化 的 轨 道"

DGF@LDGFG年间政府颁布了DF个制度法’$$个补

充法和宪法修正案!总统权力集中!而立法’司法权

力大大削弱"总统不仅有权解散议会!而且有权在

危机时刻宣布DH#天的戒严!有权中止被认为危及

国家安全的人的政治权利"州长’市长由军政府选

定!军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压制政治多元化!取消一

切政党!人为制造两个法定政党!禁止言论自由!实
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但是!正是这样一个排斥

民主化进程的军政府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个时期!
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巴西历史上前所未

有!在当时的世界上也罕见*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
工业体系逐渐完备*出口品种增加!出口产值明显

增长!外 汇 储 备 猛 增*通 货 膨 胀 率 低 且 稳 定 下 降"
经济年增长率超过D#K!被誉为(第三世界的领头

羊)#D#$DAG"正如人们早已对东亚模式总结的那样!
军人执政创造的经济奇迹直接说明权威统治并非

与总是与经济恶化和崩溃相关联!同时证明经济民

主化与政治民主化存在一定程度的离散性"
相对来讲!委内瑞拉的专制统治时间比巴西要

短"DG@H年!希门尼斯依靠政变掌握了政权!直至

DGAH年被新的政变所推翻!建立了长达D#年的专

制独裁统治"军政府下令解 散 了 主 要 政 党+++民

主行动党和委内瑞拉共产党!关押和逮捕了大批民

主人士!在议会选举中弄虚作假’私改选票!甚至监



禁参加竞选 的 总 统 候 选 人!DGA!年@月"希 门 尼

斯召开没有党派参加的制宪会议"通过所谓的新宪

法"宣布自己为DGA!LDGAH年的委内瑞拉共和国

总统!然而"希门尼斯专制统治时期"委内瑞拉的

经济有一定 的 发 展!外 国 投 资 由DG@A年 的$(!H
亿美元上升到DGAF年的!$(D亿美元#石油工业发

展速度很快"非精炼石油的生产从DG@A年的D#H#
万吨增加到DGAF年DD@@#万 吨!同 期 石 油 出 口

收入增长了F倍"大型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发展迅

速#DG@ALDGA$年间农 业 年 均 增 长 率 达@K"DGA#
LDGA$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在GK以

上"DGA$年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比DG@A年 增 加 了"
倍$@%!AG!事实说明"委 内 瑞 拉 在 仅 有 的D#年 希 门

尼斯独裁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非
民主化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再一次建立了直接的

相关关系!
同一时期内"尼日利亚的专制统治时间比巴西

和委内瑞拉要多"这似乎可以证明尼日利亚落后的

经济与非民主化政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前
文已经论述过"尼日利亚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并非

出现在短暂的第二共和国时期"而DGGG年建立的

第三共和国经济成效尚处于考验之中!由此说明"
三十多年的军人专制是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的政治

环 境!据 世 界 银 行 统 计 资 料 显 示"尼 日 利 亚

DGFALDGHH年 的 人 均 I)J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GK"DGHH年 人 均 I)J为"G#美 元#DGFA年 到

DGH#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D!(DK"制造业年平

均增 长 率 为 D@(FK"服 务 业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FK"而 相 比 之 下"H#年 到HH年 之 间"相 应 的 增

长率分别 是L!("K&L"(GK&L#(@K$DD%D$HLDH#!

DGH"年尼 日 利 亚 人 均 I)J达HF#美 元"DGF#L
DGH"年人均I)J年平均增长率为!(!K"F#年代

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到D@($K"$#年代则下降为

@(HK"但 是"F# 年 代 制 造 业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G(DK"$#年代 则 上 升 为D"(#K!DGG#年 尼 日 利

亚人均I)J为"G#美 元"DGFA年 到DGG#年 间 年

平均增长率为#(DK!DGFA年 到DGH#年 间"尼 日

利亚IMJ年平均增长率为F(#K"而DGH#到DGG#
年间则下降为D(@K#DGFA年到DGH#年间工业&制
造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D!(DK和D@(FK"但是

在DGH#到DGG#年 间 则 分 别 下 降 为LD("K和

LD(#K$D"%"DHL""#!DGG!年 尼 日 利 亚 人 均 I)J为

!##美 元"DGH# 到 DGG! 年 间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L#(DK#DG$#到DGH#年间IMJ年平均增长率为

@(FK"而DGH#到DGG!年间则下降为"($K"相对

的 工 业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则 由 $(!K 下 降 为

#(HK$D!%"!HL"@D!DGH@ 年 尼 日 利 亚 人 均 I)J 达

$!#美 元"DGFA 到 DGH@ 年 间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HK!DGFA年到DG$!年 之 间 IMJ年 平 均 增 长

率达G($K"而DG$!到DGH@年间则下降为#($K"
相应的工业和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由DG($K
和DAK下降为LD(#K和H(AK$D@%DH#LDH"!由 以 上

统计资料可见"尼日利亚整个建国以后经济发展速

度相对缓慢"这应该能够证明长期的专制统治对经

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同时"分析数据可以

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假定的那样准确"F#年代后

期至$#年代初期这个阶段"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

是相对比较快的"这自然与当时的世界性石油经济

上升的形势有紧密关联性"而且随着世界石油市场

的波动"尼日利亚经济进入了严重的低速度甚至较

长时期的负增长阶段!比如"DGFA年到DG$!年之

间尼 日 利 亚 IMJ年 平 均 增 长 率 高 达G($K"而

DG$!年到DGH@年间则猛然下降 为#($K"相 应 的

工业和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由DG($K和DAK
迅速下降为LD(#K和H(AK!这些似乎可以证明

经济发展状况主要与经济发展内在与外在特殊规

律相关"尼日利亚在黑非洲所经历的经济奇迹的出

现与消失再一次说明"民主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

联性并非如权威理论所假定那样直接和完全匹配!
正如李普塞特所言’(在任何一个既存的社会"一方

面是收入&教育和宗教一类事情"另一方面是民主"
两方面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甚至在理论

领域不应提前考虑的原因在于’就社会的政治子系

统的自运动而论"一种政治形式可以在完全不利于

它出现的条件下持续存在!换句话说"一种政治形

式之所以可以建立"是因为同时存在一系列独特的

历史因素"即使社会的主要特征有利于另一种政治

形式!德国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不断发展的工

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有利于建立民主制"但

一系列不利 的 历 史 事 件"使 民 主 形 式 得 不 到 合 法

性"因而削弱了这个国家对付危机的能力!)$D%"A

由上述论证可见"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并非

都是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不一定直接导致

政治民主化进程"威权政权甚至专制政权并不一定

导致经济的停滞或崩溃#相反的情况也大量存在"
民主化进程有时反而是在经济停滞甚至恶化的情

况下取得一些进展!当然"这种证明并非要完全否

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绩效之间关联性"更不是证明

了专制或威权体制必然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
这不是本文讨论的目标#本文所关注的是在一些发



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化过程中!经济因素并非是直接

的关键变量!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绩效之间的关系具

有一定的离 散 性!民 主 化 发 展 具 有 自 身 独 特 的 规

律!它受多变量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不同构成

或不同的出现次序都会使民主化发展呈现为不同

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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