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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塞缪尔 P 亨廷顿在对发展中国家观察和估价的基础上, 分析了影响政治稳定

的一系列变量并指出了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他认为政治秩序、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关键

性因素, 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主要有: 现代化、政治参与和城乡差距。中国正处于

社会转型期,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中阐述的

政党政治、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比例协调、改革促进政治发展、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是政治发

展的基础条件等观点对于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理论启示和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 ]亨廷顿; 现代化;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 ]D66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 1672- 0598( 2010) 03- 0096- 05

塞缪尔 P 亨廷顿在其政治发展理论的奠

基之作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中提出了政治秩

序论,指出政治现代化包括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

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等三方面。
[ 1 ]
在对现代

化发展目标 ∀ ∀ ∀ 增长、公平、民主、稳定与自主的追

求中,
[ 2]
政治秩序、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关键性

因素。他分析了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一系

列变量,这对于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理论

启示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亨廷顿对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

因素的分析

在对发展中国家观察和估价的基础上, 亨廷顿

提出了和谐性过渡理论,论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国

家在过渡期产生政治稳定与政治衰朽的变量问题。

他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

着动乱。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

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所谓政治

稳定是指 #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

基本和主要的成分, 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

治的基本组织结构不发生变化 ∃ [ 3]
。政治稳定的

核心因素是秩序和持续性,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

定的因素主要有:现代化、政治参与和城乡差距。

(一 )现代化

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

谈论的范畴, 表明社会在文明变迁过程中在生产

力、生产方式、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上与传统农业社

会相比的根本变化。
[ 4]
现代化作为多层面的历史

进程,涉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所有领域的变革。

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

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主要层面。
[ 1] 25
亨廷顿认为,

现代化的到来是一件好事,这是一场不可逆的社会

变迁。走上现代化之路是历史之趋势,变法求强本

身并没有错, 而出现衰朽与动荡的原因是发展中国

家在外有 #示范压力∃,内有 #参与压力 ∃的空间中,

盲目选择了不适合它们的现代化之路。亨廷顿指

出, 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易诱发政治动乱,而且

动乱的程度还与现代化的速度有关。
[ 1] 35
传统社会

解体之速度越快,现代化之速度越快, 这一时期混

乱程度就可能越大。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

的转变, 它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

步助长了腐化行为,并通过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

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
[ 1] 45 47

此外, 现代化进程带

来的强烈的社会受挫感也会对政治稳定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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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都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社会动员往往会提高人们的渴望和需要水准,而经

济发展则能够满足这种渴望和需要,但又常常滞后

于人们需求的增长,在渴望程度和实际生活水平之

间形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废和不满。

(二 )政治参与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人民群众在政治运行过程

中通过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和利益诉求以影响国

家政治决策和国家行为的活动。亨廷顿认为,政治

稳定从根本上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

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代政体与传统政体之最

大不同就在于大众政治参与的程度不同,而发达的

现代政体与衰朽的现代政体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政治制度化水平不同。
[ 1] 61
亨廷顿用了三个公式

( 1.社会动员 /经济发展 =社会颓丧; 2. 社会颓丧 /

流动机会 =政治参与; 3. 政治参与 /政治制度化 =

政治动乱 )来说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这两个

变量之间的推理关系。
[ 1] 42
社会动员为政治参与提

供了动机, 经济发展为政治参与提供了手段,而政

治制度化则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最终价值追

求, 是政治发展的实质性内容和根本动力。
[ 5 ]
政治

参与和政治制度化这一组变量体现了政治现代化

中的协调与平衡的关系。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必然,

而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则存在着变化空间,而发展中

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恰恰在于政治参与的不断

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所能承受的限度;同时,在缺

乏强有力的政治制度情况下,如果社会现有的政治

体制无法给人们的政治参与提供规范化和制度化

的行为方式的话,这种政治参与的增加就会影响政

治体系的稳定, 导致动乱和暴力的出现。
[ 6]
因此,

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之间的差距是政治不

稳定的政治根源。

(三 )城乡差距

亨廷顿认为, 现代化所导致的城乡差距, 是正

经历着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

突出的特点, 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社会根源。

开放的、现代的和世俗的城市文化与封闭的、传统

的、宗教的农村文化格格不入。城乡区别是社会最

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从城乡之间变化

着的关系和它们变化着的政治稳定和动乱的格局

反映出政治参与的扩大。
[ 1] 56
现代化改变了城市的

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经济活动的骤增导

致了新型社会集团的出现和新的社会意识的形成,

城市中产阶级参与政治过程,使城市成为不安定的

发源地, 政治越是变为城市化的政治, 它就越加不

稳定。
[ 1] 5
城乡之间的差距导致乡村的衰败和城市

的动荡, 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失序和衰败的状态。

在农村, 因为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分配不均,导致

农民的抗议。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

稳定,依赖于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关键在于

能否在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

这就是亨廷顿所言的乡村动员或 #绿色起义 ∃。

二、当前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因素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体制转轨与社

会结构转型交错进行, 在这个变化剧烈的 #转型

期∃,新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涌现, 并对身负重任的

当代中国政府产生空前的压力。信仰和文化价值

取向多元化, 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加快,社会系统

处于紧张状态,而人们的需求不断增长和社会资源

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回顾我国改革

开放 30多年的历程,一方面改革措施有力推动社

会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均衡致使社

会主体复杂化加剧了社会冲突。从社会问题的视

角我们不难看到:权力腐败愈演愈烈, 贫富差距日

益悬殊, 下岗失业者困难重重,农民负担一时难减,

团伙犯罪猖獗,信仰缺失、道德失范,婚姻家庭问题

增多, 环境污染趋于恶化等等。
[ 7]
综合来看, 当前

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腐败问题

现代化过程是政治腐败的多发和易发期。腐

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垄断权力,权力腐败

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分析产生腐败的原

因, 不外乎个人的主观原因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客观

原因。腐败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

征。从深层次分析,我国现行权力体制存在严重弊

端, 最突出的是对权力缺乏实质性制约。任何权力

都需要置于监督之下,失控的权力、失去监督的权

力是腐败的体制基础。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

新旧体制转轨,制度方面普遍存在 #真空 ∃地带、政

治道德下滑, 使得现阶段腐败得以大量存在和滋生

蔓延,成为诱发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有关资料显

示, 1998年以来, 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

务犯罪案件 20多万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

上干部 1万多人。
[ 8]
至于个人方面, 封建主义思想

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以及市场经济

的负面效应三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他们人生观

的变化、价值观的错位, 使他们无视党纪国法, 不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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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地追求金钱、财富, 贪图享受。
[ 6 ]
这使得社会

公众因腐败现象积聚不满情绪,达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借着某种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暴露或群体性突

发事件的触动而爆发出来,引发社会动荡。

(二 )利益分化

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阶级阶

层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利益结构由一元向多元格

局的转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

进一步调整,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利益主体多元化,

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利益分配和调节的不均衡成为

导致现阶段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转

型时期,利益分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利益分配不均。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打破了

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方式,而另一方面, 新的公正

合理的分配方式的建立尚需一个过程。在这一时

期中,各个利益群体的付出和所得并不都一致。部

分利益群体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却通过各

种途径把社会发展的代价转嫁给普通民众和社会

弱势群体, 使得我国社会出现结构断裂和权利失

衡, 利益受损的群体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补偿,就可

能对政治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 贫富差距扩

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凸显。受中国 #不患寡而患

不均 ∃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贫富悬殊是让人难以忍

受的。转型期,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分配秩序产生

重大阶段性偏差,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形势紧张、社

会公平和保障机制不健全,这些问题极易成为社会

舆论关注的话题。若未进行有效协调、处理的话,

势必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 )政治参与不均衡,缺乏利益表达渠道

任何国家的政治参与途径都不可能完全满足

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政治参与渠道

的相对不足, 是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的社会政治问

题。但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这一问题

表现的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群众的政治

参与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是政治参与的理性化程度

不够、制度化水平不高,存在 #抵制性参与、过激参
与、过分扩展的参与乃至暴力参与 ∃等非制度化形

式,
[ 9 ]
总体上说政治参与呈现非均衡性发展。目

前我国正处于政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社会成员的

民主意识觉醒, 政治参与要求增强, 但是由于政治

制度化程度还不高, 各种政治参与渠道还不健全,

沟通渠道还不够通畅,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社会成

员的政治参与要求。这就会使社会成员产生 #挫

折感 ∃、#压抑感∃,对社会政治体制和制度产生不
满, 有的就会通过不合法、不正当的方式参与政治,

这就给社会的政治稳定带来破坏。
[ 10]
例如: 我国现

有的各种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健全成为群体性突

发事件和网络舆情产生的现实原因。就中国而言,

社会舆论关注的基本上都是问题揭露和现实批判,

如官员腐败、政府公信力缺失、利益分化、社会弱势

群体保护等极为敏感的话题。社会颓丧导致公民

对政府提出各种要求,而参政面的扩大则坚持要实

现这些要求。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

状态,会使公民对政府的要求极难 ∀ ∀ ∀ 如果不是不

可能 ∀ ∀ ∀ 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

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

产生政治动乱。
[ 1] 42

(四 )政治制度化水平低

亨廷顿认为政治动荡和骚乱在很大程度上是

政治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所造成的。政治

制度化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政

治稳定的根本途径。具体体现为以政治制度化为

核心,增强政府权威、完善政党制度、进行政治改革

以及扩大政治体系的吸纳能力。当代中国由于受

安于现状、封闭求和、求稳怕变文化传统因素的影

响, 缺乏民主、自由、法治观念。同时,长期以来高

度集权政治运作的封闭性,导致政治体制改革步伐

过慢,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下。具体表现为忽视政治

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致使政治改革滞后于经

济改革; 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监督, 腐败盛行;

组织机构的僵化使民主进程受挫,影响政府的公信

度和决策力; 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引起民众的政治冷

漠, 使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流于形式等等。这些因

素大大影响了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发挥,成为政治不

稳定的一大根源。低下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最终会

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以至引发动乱。

三、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对当代中国

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中国正处在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提出了

#四位一体 ∀ ∀ ∀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更加全

面的现代化的目标。但是,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影响

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 对我国政治稳定构成了威

胁。而没有政治稳定,经济与政治发展就失去了首

要的前提条件,社会也难以和谐。亨廷顿的政治稳

定理论中阐述的政党政治、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

比例协调、改革促进政治发展、市场经济、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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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发展的基础条件等观点对于当代中国构建

和谐社会提供了很多启示。

(一 )政党政治 ∀ ∀ ∀ 加强执政党的领导

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需要政治稳定,政

治稳定需要政府权威来保障,而政府权威又根植于

强大的政党。
[ 11 ]
政党在各国政治中都发挥着核心

或主导的作用。为积极推进现代化进程,需要一个

权威、高效、廉洁的政府和执政党。 #腐化是现代
化的产物, 特别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扩大的产

物。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刹住腐化风需要对这种参

与进行组织和协调。而政党便是现代政治中能履

行这一职责的主要机构。∃ [ 1] 54
对中国而言, 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维持政治稳定的支柱,因为只有

共产党才能维持良好政治秩序,才能及时调整现代

化进程中的利益失衡和行为失范现象。长期的执

政地位为党治理国家提供了条件, 但同时也面临着

种种挑战。人民对党惩治政治腐败和发展民主有

很高的期望, 期望是否得到实现,直接影响到人们

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必须

重塑政府、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监督, 搞好反腐倡廉

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

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干

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实

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二 )利益表达机制 ∀ ∀ ∀ 有效的政治参与

公民的广泛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要

素。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系统良性运作的必要条

件, 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 因而是衡量政治民

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 人民参与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但

是, 当前在公民政治参与实践中仍存在政治参与意

识不够高,参与的领域不够广、参与的程度不够深、

参与非制度化形式多,参与机制不健全和参与渠道

不畅通等等问题,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 #从各个

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保障人

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 [ 12]
扩大了

公民有步骤地有序政治参与的力度,社会公平正义

被赋予了民主新意。要取得有效的政治参与,我们

就必须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机制,开拓公民利益

诉求表达渠道,通过立法手段、具体的制度安排,推

动公民政治参与的进程。同时,可以积极探索社会

利益群体的组织化问题。利益群体只有组织起来,

有了一定的组织机构,才能保障其利益的表达和综

合利益诉求,有利于将他们的政治参与纳入法制化

轨道中来。具体而言,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强调发展基层民主, 健全 #基

层群众自治机制 ∃,完善民主管理制度; 从而促进

公民广泛的利益表达。制度化政治参与在我国当

前的条件下, 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必然选择,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和必要条件。
[ 13]

(三 )进行政治制度化变革 ∀ ∀ ∀ 增强民主

亨廷顿把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归于政治制度化

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缺乏对现代化的适应能力。

他认为改革能促进政治发展,他提醒欠发达国家不

可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而忽视政治

制度化的发展。我国在现代化道路中,将改革作为

根本动力,根据自身实际,推行渐进式改革,观照改

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经济体制改

革的同时,也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坚持和完善

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

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

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中国民主政治的终极目标

之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 就是建立民主、自

由和法治的社会。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

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 [ 14 ]
因此,我们要大力培

育公民意识, 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

治的 发 展, 促 进 民 主 的参 与 性 和竞 争 性。

罗伯特 达尔认为,民主的实际意义不在于是多数

人统治还是少数人统治,而在于群众通过众多的利

益集团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既是一个摆脱贫困、追求富裕的过程, 也是一个构

建文明秩序, 保证中国稳定发展的过程。人与人

之间应该真正实现平等, 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

由和民主权利, 公民的各项人身权利都受到法律

公平的保护。

(四 )政治现代化的驱动力 ∀ ∀ ∀ 培育公民意识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目标, 也是

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体现。公民意识的欠缺是我

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的政治发

展属于后发外生型,具有后发优势, 但是在政治现

代化的过程中由于权力集中、政治腐败、行政干预

过多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参与危

机, 对执政党的认同危机以及利益分配危机,这严

重影响着社会稳定。中国政治的这种欠发展状态

与公民意识的缺乏有着紧密的关系。两千多年的

封建专制制度不仅造就了 #顺民 ∃, 更重要的是禁

锢了思想, #人治胜过法治 ∃的社会环境, 使维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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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正与正义要付出的成本太大, 从而导致了人民

的政治冷漠,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公民意识缺失的主

要原因。要实现民主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宪政法

治、市民社会的确立和强大以及以理性、独立平等、

自由、参与、宽容、自尊为特征的民主的政治文化。

但是中国由于传统、体制、现实等原因缺乏民主、自

由、法治的意识。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社会矛盾

凸显,人民的参与意识增强、利益表达需求剧增,如

果不加以合理引导, 必然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和

谐。因此,我们亟需培育民主政治所需的公民精

神, 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实现。以民主权利和民主观

念所表征的公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表达个人的意

志和行为自由的公民意识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标

尺。国家形态的外在民主规范与公民理念、公民意

识的内在民主自觉必须同步发展, 它们是推进政治

现代化的双轮。
[ 15]
概言之, 公民意识是政治现代化

的驱动力,是实现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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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 f observ ing and evalua ting the deve lop ing countries, Sam ue lH untingdon analyzes a ser ies o f variab les

that in fluence the stability o f po litics and indica tes a w ay o f rea lizing the stab ility of po litics. In his po int of v iew, the po litica l

order and po litical stability are the overwhe lm ing factors. There arem any factors influenc ing the stab ility of developing countr ies

such as m odernity, participato r o f po litics and urban rural dispa rity. Now the re ex ist dangerous factors that w ill influence the

stab ility o f po litics in the transitiona l per iod o f Ch ina. H is po in t o f v iew s about pa rty governm ent, partic ipator o f po litics,

ha rmon ious propo rtion o f po litica l system, re fo rm accelerating the deve lopm ent o f po litics, m a rke t econom y and c itizen soc iety is

of theoretical revelation and rea l s ignificance to constructing the harm onious soc iety o f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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