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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民主疲劳症”积重难返
 

作者：□江时学    时间：2009-06-03

  20世纪最后的25年为世界带来了新的民主化浪潮，其力量之大、地理分布的范围之广以及持续时间之长，都

是史无前例的，亨廷顿称之为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拉美在这一民主化浪潮中居于重要地位。“第三波民主

化浪潮”后，拉美政治发展进程呈现出的特点之一是“民主疲劳症”积重难返。 

  政党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民众参与选举的热情。诚然，最近几年，拉美国家的选举都能按部就班

地进行。这至少能说明，拉美的民主化进程在平稳地发展。然而，在这一可喜现象的背后，也有一种不良的苗

头，即选民对投票的兴趣在减退。例如，在2000年的秘鲁总统选举中，约50％的注册选民弃权或投了无效票。同

年，在委内瑞拉的总统选举中，弃权的选民所占比重高达43％。在1998年巴西的总统选举中，弃权或投无效票的

比重为48％。在2001年10月阿根廷的国会选举中，投无效票或根本不愿意参加投票的选民占42％，这是自1983年

以来，阿根廷实现还政于民的最低比率。在2007年12月2日举行的委内瑞拉全民公投中，投票率为56％。在巴

西，有关民意测验表明，高达85％的选民认为，政治仅仅对政客有利，因此约50％的选民漠视自己的投票权利。 

  有人将拉美国家各种选举的投票率下降称作拉美国家的“民主疲劳症”。而阿根廷的一位政治分析人士则更

是明确地指出，当前拉美国家的民主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军事政变，而是越来越多的选民通过不参加投票或投无

效票的方式来拒绝参与民主化进程。“民主疲劳症”的主要“病因”无疑是选民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不感兴趣的

直接原因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官员和政党领导人的腐败司空见惯，诱发了选民的“信任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

个拉美国家都出现过多起程度不同的腐败丑闻。2001年12月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后，民众的示威活动此伏彼起，

这种所谓“锅碗瓢盆的力量”攻击的目标之一，就是政府的腐败。在游行队伍中，人们高呼的口号就是“把那些

官僚赶下台”。 

  第二，选民普遍对近几年的民主进程不满意。2000年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在拉美，只有25％的被调查者对

民主感到满意，8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为37％。同一民意测验还表明，76％的人相信教会，70％的人相信电视上的

报道，42％的人相信军队的作用，而相信政党的人只有20％。 

  第三，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虽然成绩显著，但收入分配不公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贫困问题依然

没有得到解决，社会治安也日益恶化。 

  第四，一些政党内部的“自相残杀”也损害了这些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如在阿根廷，现任总统杜阿尔德

与前总统梅内姆均属正义党，而且杜阿尔德还在梅内姆当政期间任副总统。按理说，在国家陷入危机后，这两人

应该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但梅内姆在2002年1月9日接受智利《商报》的采访时说，杜阿尔德总统“不称职”，

梅内姆还批评杜阿尔德的经济政策是“极其坏的”，认为新政府放弃1比索=l美元的兑换计划将导致经济不稳

定，“使阿根廷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迅速消失，使阿根廷自我封闭，也会使阿根廷倒退40年”。 

  “民主疲劳症”不仅反映在投票率低这一事实上，而且还体现在民众对政治体制的失望之中。拉美晴雨计公

司所做的民意测验表明，拉美人对其国家的民主状况并不非常满意。许多人甚至认为，只要能解决其面临的问



题，他们可以不要民主政府，宁愿选择独裁政府。（《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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