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民主援助

——

兼论非 洲 的 民 主 化路径

胡 美

【 内容提要】 冷 战 结 束 后 , 西 方 国 家 把推行 西 式 民 主 与 价值

观作 为 对 非 战 略 之首 要 目 标 , 民 主援 助 成 为 推进非 洲 民 主 的 工

具 。 作为
一种 外源 性 的 民 主 化途径 , 民 主援助 在 一定 程度 上启 动

了 非 洲 的 民 主化进程 , 但援助 者 忽视 了 在 外 源性 民 主 化推 动 到
一

定 阶 段后 , 积极培 育 内 生 性 民 主化 的条件 , 使 民 主 的 内 生成 为 实

现 民 主 的 主 要动 力 , 最后 造成无论是援助 者还是 受援者 都 没能 解

决 非 洲 民 主 化道路上 所遇 到 的 各种 问题 。 非 洲 的 民 主化 只 有在 外
’

源 性 民 主化 的 基础 上 , 促进 内 生 性 民 主化 条件 的培育 , 两者共 同

作用 下方 有 可能 实现 非 洲 的 民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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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性动力和外源性因素是一 国走上民主道路的重要条件 。 冷战结束

后 , 西方 国家试图通过外源性民 主化路径 , 即 民主援助 的方式 , 使非洲踏

上民主化历程 。 在 民 主援助的 引 导下 ,

一些非洲 国 家走上 了 民主化 的道

路 , 而一些非洲 国家内部却出现了严重 的社会 问题 。 针对当前遇到 的
一系

列 问题 , 非洲和西方国家都在认真总结此前民主援助在推进非洲 民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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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经验教训 , 试图探索
一种更为适合非洲 民主化的路径 。 西方有关民主

援助的 研 究虽较 多 , 但 由 于受 制于立 场等 因 素 , 有 些结论 不免 有失 偏

颇 。

＜ 1 )

国 内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依然偏 少 。

0 本文将 在总结 民主援助效果有

限原因 的基础上 , 探究在西方的 民主援助 的背景下非洲发展民主 的路径 。

－ 西方的
“

民主援非
”

及其在非洲的实践

冷战结束后 , 西方与非洲 以冷战安全为纽带而建立的援助关系 不复存

在 。 非洲经济困难重重 , 社会 内部冲突不断 , 西方政治家将民主政治作为

解决非洲 问题 的 良方 , 声称只有 自 由 民主 , 才能较好地消 除和解决非洲社

会 当前的分歧 和冲突 。 为了在非洲推行民 主政治 , 西方将援助纳人其战略

框架 , 将受援 国 国 内 的 民主变革作为受援 的前提 , 形成了冷战后西方援助

的新形态 , 即所谓的
“

民主援助
”
——期待通过附加民主变革条件 的对外

援助推进非洲的 民主化进程 。 作为
一

种新的外交手段 , 民主援助 自 推出后

广受青睐 。 西方各国纷纷调整其援助分配规则 , 根据非洲 国家的政治体系

调整其援助规模 。 美 国明确地将推销西方式民主作为外交政策 的重点 。 法

国时任总统密特朗在 1 9 9 0 年 6 月 举行的法非首脑会议上声称 ,

“

将援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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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主要 的研究有 赵绪生 ： 《试析 民主援 助 》 , 载 《 现代 国 际关 系 》 , 2 0 0 8 年 第 3 期 ； 胡美 、

刘鸿武 ： 《意识形 态先行还是民生 改善优先 ？ 》 ,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2 0 0 9 年第 1 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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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国家的 自 由 和民 主努力联 系 起来
”

, 视各 国 民主化程 度确定援助数

额 。

＜ 1 )

美国政府同时也表示 , 其援非条件在原有 的经济政策改革 、 保障人

权之外 , 加上第三个条件 , 即民主 。

随着民主与援助关系 的强化 , 民 主援助快速推进 。 西方各 国及西方主

导下 的世界银行 、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都先后推 出 了 民主援

助的计划 。 随着民主援助的大规模铺开 , 西式 民主政治和意识形态在非洲

取得 了一些成绩 。 在 民主援助的利诱与压力下 , 在短短的四年时间 里 , 大

部分非洲 国家按照西方 国家的要求进行了政治变革 , 通过修正立宪 、 公 民

公决 、 议会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 , 实现 了
一

党制 向多党制的过渡 , 建立起

了西式的 民主制度 。 在接受民主援助最多的南非 , 其民主状况得以迅速推

进 , 民主援助在南非取得了成功 。

然而 , 并不是所有接受 民主援助的非洲 国家都如南非一样顺利而成功

地实现了 民主化 , 最终确立起民主制度 。 在众多经 由 民主援助而走上民 主

化道路的非洲 国家中 , 在民主化过程中 出现了诸多的复杂问题 。 许多学者

在研究后都得到这样 的结论 ： 西方在非洲推行 的民主援助效果有限 。

②

民主援助效果有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其一 , 在民主援助鼓励

下 , 虽然
一些 国家建立起了 民主制度的政权 , 但国 内政局 出现 了很不稳定

的状况 。 从 1 9 9 4 年下半年开始 , 非洲发生了 持续的军事政变和军 队哗变 ,

很多国家回复到
一党专政 和军事独裁 的老路 。 几个接受 民主援 助而

“

成

功
”

实现民主化的案例 , 如马拉维 、 中非和马达加斯加等国 , 因内战和军

事政变而走 向失败 。 在 2 5 个民主援助 的主要受援国 中 , 最终只有 8 个实

现了 民主化转变 。 其二 , 民 主援助 的受援 国 , 其 民主化程度未必优于非

受援 国 。 接受民 主援助 的受援 国民主化的实现 比率偏低 , 而许多非受援的

非洲 国家却实施 了 民主援助所期待的改革 。 有研究显示 , 在非洲 , 受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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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受援国 的政治 民主化程度呈现负相关 的关系 。

？
因此 , 民 主援 助虽然

在某些 国家某个时期获得成效 , 却不能在整体上持续有效地提升非洲的 民

主 , 更不能将 民 主状况的 改善完全归功于民 主援助 。
2 0 世纪 9 0 年代后

期 , 很多走上民主道路的非洲国家因 国 内政治 困境而引发经济衰退 , 社会

发展遭到严重打击 , 由 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 在这种情况

下 , 非洲 国家名义上确立现代 的 民主制度 , 但实际上经济的衰退严重地阻

碍 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 有些 国家 的 经济发展程度甚 至低 于 刚独 立时的 水

平 。 西方国家纷纷
“

唱衰非洲
”

, 大量减少在非投资 ,
2 0 世纪 9 0 年代也

因此成为非洲 国家
“

失去的十年
”

。

二 民主援助效果有限的原因探析

民主援助推动非洲 民 主化进程效 果有 限 , 其原因 比较复杂 , 大致说

来 , 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 ：

第
一

, 外源性因素起主导作用 , 而内生性 民主因素未能及时培育 。 冷

战结束后 , 怀着对西式民主几乎迷信的心态 , 西方 国家将西式民主当做
一

把
“

万能钥匙
”

, 随时随地地解决非洲 的 所有 问题 声称
“

没有彻底的

民主化 , 就不会有国 内市场的发展
”

,

？
或者干脆宣扬

“

没有民主就没有发

展
”

, 认为除非非洲首先朝着建立包括政 治参与 、 政治稳 定的 良治迈进 ,

否则根本没有获得经济增 长和发 展的机会 。

？西方 国家据此向非洲施加压

力 , 要求厉行西式改革 , 很多国家都是在西方的 压力 和主导下匆匆走上 民

主道路的 。
1 9 9 0 年 , 美国驻肯尼亚大使警告该 国政府 ：

“

我们的国会掌管

着钱袋 , 国会中有
一

股强大的潮流要求把我们的 经济援助集 中于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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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那些扶持 民主制度 、 捍卫人权 、 推行多党政治的 国家身上 。

”
＜
1

)肯尼 亚总

统莫伊 曾声 明 , 西方 的威压是他的政府默许 民主选举的背后因 素 。 许多非

洲 国家也是在同样的压力下被迫选择西式民 主道路的 。

民主或许是解决非洲问题的必由 之路 , 然而 , 西方国家始终忽视的
一

点是 , 在这场由 外力主导的 民主化运动 中 , 非洲 国家内部却未能产生有利

于民主化发展转变的土壤 。 首先 , 非洲并不是
一片有着民主传统的大陆 。

非洲缺乏民主的传统 , 非洲 的传统文化 中也不具备迅速孕育民 主的政治文

化基础 。 有人做过统计 , 在 4 5 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国家中 , 有 3 8 个长期

处于军事 、 独裁和
一党专政之下 。

＜？非洲 的一部分政治学家和学者都认为 ,

非洲 尚不具备产生民主 的基本条件 , 民主的政治文化也未在非洲大陆上生

根发芽 , 因此
“

民主不会发生在非洲
”

。

③
同样遗憾的 是 , 非洲 的 民主政治

文化也没有随着 民主制度的建设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 许多 尚处于 民族

国家早期成长阶段上到 当代非洲 国家 , 虽然有国家的名号和外壳 , 但在实

质上并未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 。 非洲 国家的形成先于统
一

民族和 同质性文

化 的出现 , 在这样浓厚 、 历史积淀极深的政治传统文化中 , 要培育和形成

一种新型的 、 与现代政治民主相适应 的政治文化将是
一

个艰巨而漫长的历

程 。 其次 , 非洲既无形成民主的政治文化基础 , 也缺乏 自 主孕育和推进民

主的能力 。 非洲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当低 , 贫困依然是 困扰非洲社会发展的

难题之
一

。 作为世界上贫穷 国家最集中 的
一

个地 区 , 冷战结束后 , 大多数

非洲 国家 中产阶级力量非常弱小 , 无 法形成孕育民 主所必需 的市 民社会 。

许多非洲 国家长期受军人统治 , 军事政变频繁发生 , 政局动荡不安等 。 西

方国家试图将非洲 的民主装饰为
一

棵圣诞树 , 任意赋予他们在非洲的任何

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望 , 带有强烈的西方主观的 色彩 , 对受援的非洲 国家来

说 , 这无异于揠苗助长 。 事实证明 , 要在依然处于社会低度发展状态下 的

非洲 发展 民主 尚需 时 日 , 西方外力主导下 的 民主虽然确立起具有 民主外壳

的社会制度 , 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非洲 国家的 国家性质和其所处的发展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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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因 此 , 许多非洲 国家所谓的 民主制度只是原有统治 的老酒装上民主制

度的新瓶 。

第二 , 民主援助所倡导的民 主在制度供给上与非洲对 民主制度的需求

产生了较大的偏差 。 冷战结束后的非洲 , 虽然 尚处于低度发展阶段 , 但它

并非不需要 民主 , 不过它需要一种适合非洲 国家实际国情 、 有助于推动非

洲 国家 民生改善 、 促进其经济增长 的发展制度 。 民 主援助虽然在非洲推行

民主制度 , 但并未能抓住非洲社会对发展 民主的最根本的 内在需求 , 导致

其在非洲倡导的民主与西方社会所发展起来的 民主模式无异 Ｐ 在这种情况

下发展起来的 民主制度与非洲 的现实需求 间出 现了较大的差异 。

西方 民主援助的对象非洲 国家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社会 , 有着

自 己文化传统 、 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态 。 然而 , 援助者在推行民主援助中忘

记了非洲本土 的政治 , 忽视了非洲 内部猖獗的高层腐败 、 社会 内部根深蒂

固 的种族矛盾 、 根植于非洲本土并与统治者利益息息相关 的专制独裁传统

等 。 因此有人说 ,
非洲 民主化改革挑战的不是当权的非洲专制政权 , 而是

非洲 的 传统社会形态 。

？

“

橘生淮南则为橘 , 生于淮北则为枳
”

。 要在非洲实现现代 民主 ,

一个

必经阶段便是民主的
“

本土化
”

, 因为从西方历史 经验 中形成的新 自 由 主

义政治制度及市场经济模式 , 推行到任何
一个非 西方 的 社会都 可能 出现

“

水土不服
”

。 当代非洲多数国家尚处于 民族国家早期成长阶段上 , 部族政

治与贫困 问题还有待解决 , 民族 国家统一建构 、 国家认 同文化 尚待推进 ,

中央政府 的统一能力与地方行政体制建构也有待完善提升 , 这些都是现阶

段非洲更紧迫 的发展命题 。

＜ 2但 是 , 西方 国家将 民主制 度的确立作 为主要

的突破 口 , 并且为 了让 民主化快速见效 , 不顾非洲 国家的 实际情况 , 将非

洲政治发展全然归结于是否建立西式多党制与选举制上 。

然而 , 在现实生活 中 , 多党选举虽然是民主重要的外在形式 , 却并不

是 民主本身 , 更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 事实上 , 在种族制度

盛行的非洲 , 多党民主反而可能激活狭隘的种族 主义 , 导致国家政治和军

队体制趋 向种族化 , 进而引发严重的种族冲突 , 严重地影 响了非洲 民主化

①Ｓ ｔ ｅｐｈｅｎＢｒ ｏｗ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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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和巩固 , 甚至引 发和加剧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 不同种族强调不

同人群之间的差异 , 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绝大多数政党并不具有全 民性 的特

征
, 政党常常根据种族划界 。 因此 , 在国家意识仍未从根本上征服种族主

义的地区 , 政党政治成为种族主义政治成长的温床 , 政治的分界线和政治

诉求也常常 以种族 、 语言和宗教的分野而划线 。 因 此 , 代表种族利益 的

政党并不具有全 民性 。 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 , 种族之间 矛盾经常 由 于

民主选举 出 来 的 种族带 有 强 烈 的 种 族偏 见 而 加 深甚 至 恶化 。 肯尼 亚

1 9 9 7 年的选举就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 。 虽然从 1 9 9 2 年起 , 肯尼亚便力 图

争取建立
一

个全 民性 的 、 多民族群众基础 的政党 , 但到 1 9 9 7 年选举时 ,

它仍不可避免地成为 了代表了本种族的利益 、 退化为一个狭 隘的种族主

义政党 。 因此 , 有学者感叹 , 在种族 主义政权 内 部所进行 的多党选举 ,

与其说是各政党之间 的政见之争 , 还不如说是代表着各种族利益 的权力

分肥者之间 的 较量 。

？更为严重 的是 , 这 种 民 主选 择加速 和 加剧 了种族

冲突 。 布隆迪在 1 9 9 3 年实行多 党制后 , 部族冲突失控 , 造成数十万人

死亡的 悲剧 。 因此
, 有学者指 出 ,

一 些获 得西方 民 主援助 的非洲 国 家 ,

失去的 要比 获得 的多 得多 。

？ 这种情况在非 洲并不 少见 , 在实行 民 主化

多年后 ,

＂

撒哈拉 以 南 非 洲 大 陆 的 民 主 化命运依 然 掌握在 握枪者手

中
”

。

④民主援助的 民主制度供给与非洲 的制 度需求之间 出现 的诸多不合

拍 , 让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怀疑
“

强行施加的西方式 民主是否会在非洲扎下

根
”

。

⑤

第三 , 不论是援助者还是受援者 , 对 自 身利益的追求大于在非洲实现

民主的愿望 , 民主退化为援受双方谋求 自 己利益的工具和资本 。 国家利益
‘

是任何 国际关系 的重要理 由 和 目标 , 对外援助也不例外 。 西方学者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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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援助的过程中也不讳言西方国 家在提供 民 主援助过程中 的 利益因素 ,

认为利益始终是提供援助的 重要 因素和追求 的重要 目 标 。

？
在 非洲 这个特

殊的环境中 , 作为受援者的统治者 ,
也将 民主援助作为谋求统治者利益的

重要途径和方式 。

由 于提供民 主援助的西方 国家在援助中 占据着绝对的 支配地位 ,

一旦

在非洲推行 民主 的做法与其国家利益发生冲突 , 或者发现有更重要 的国家

利益追求时 , 民 主便成为可随时牺牲 的选项 。 通过研究美 国 的对非政策 ,

人们发现美国
一直倾向于根据是否符合其安全利益来决定是否促进非洲 民

主 。

2 5

这样 , 在非洲 的所谓 民主选举 中 , 西 方援助 国便成 为了 非洲 民主 的

幕后操纵者 , 即在接受民主援 助进行多党选举的 国家中 , 表面上的多党选

举虽然会举行 , 但不为西方支持的 政党将永远无法在竞选 中获胜 。 因此 ,

非洲政治存在着这样
一种普遍的 民主表象 , 即执政党允许反对党竞争 , 但

没有援助者支持的一方将永远没有获胜的希望 。 阿尔及利亚 1 9 9 2 年 1 月

的选举就是一个例子 。 在伊斯兰反对势力极有可能取胜 的情况下 , 阿政府

取消 了大选 。 西方援助者却予以默许 , 原因在于伊斯兰反对势力
“

极有可

能推翻 民主的进程和制度
“

。

？

由 于援助者在援助中 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 因此援助者的 国家利益是

民主援助关系 中的 关键变量 , 严重地影响援助考在提供援助时的判断和行

动 。 在整个 2 0 世纪 9 0 年代 , 人们发现 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 , 即它与西方

民主援助所宣扬的相反 , 经济和政治 自 由 化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到西方国

家的援助 。

？
实证研究表 明 , 援助 国并没有 向 民主化程度较高或者腐败较

少的 国 家提供更多的援助 。 美国 的援助水平与非洲受援 国家的 民主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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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需要之间并无联系 ； 相反 , 它与美国 的安全 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 。
？

大量的援助资金主要流向那些符合西方 国家利益需要的政治家和腐败官员

的手中 , 这大大助长了这些国 家的腐败 , 却 侵烛 了 民 主沪
“

9？ 1 1 事 件
”

后
, 美国外交 的重点转向 愿意与美 国合作 的政权 , 即所谓恐怖战争的

“

盟

国
”

。 外援 日 渐成为西方社会的
一

个安全工具 , 集军事 、 政治和人权 目标

于一身 , 在澳大利 亚的官方发展援 助 中便包括 了 反恐计划 , 由 此可 见 ,

民主援助与其说是为提升非洲 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 还不如说是为 了援助者

的 自身利益 。 因此 民主援助 日 益演变为
一

种具有强烈功利主义色彩的外交

手段 。

“

在哪些国家或地区实施 民主援助 , 并不取决于该 国家或地区是否

有发展民主 的需要 , 而是取决于援助 国外交战略和 国家利益的需要 。

” ？

这种牺牲 了非洲 国家利益 的民 主援助之所以能够在广大非洲 国家得以

推行 , 恰恰是援助者利用 了一些非洲国家政府 的弱点 。 对于非洲 国家的
一

部分领导人来说 , 虽然民主改革
“

是为 了继续把持权力而很不情愿采取的

权宜之策
”

、 但也确属一举两得之举 ：

一 则可获得 西方支持 , 继续维持

自 己 的统治 ；
二则可获得数额相当可观的外援资金 。 这样 , 援受双方互相

勾结 , 各取所需 , 使得民主援助成为
一

个名 副其实的谋求各 自 政治利益的

傀儡和工具 。

第 四
, 面对民主化道路上可能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 , 援受双方并没有 足

够的预备知识系 统和前瞻性 的理论储备 。 与 自 主进行 民 主改革 的 国家不

同 , 非洲在民主援助引 导下进行的 民主改革是
一种 由 国际行为主体替代国

内主体所进行的改革 , 是一种外力主导型 的改革 。 这种类型 的改革可以 帮

助一 国在短期 内实现变革 , 但
一

旦外力 消失 , 将随时 出现改革的反弹 。 通

过这种途径实现 民主化 , 援受双方必须具备完善 的预备知识系 统和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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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理论储备 , 方可应付在民主化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 。

无论从政治模式变迁 的层面 , 还是从社会制度变革的角 度来看 , 民主

化改革都是
一项相 当复杂 的社会系 统工程 。 通过民主援助实现民主的 民主

化道路是一种特殊的 民主化路径 ,

一般而言 , 为了保证民 主制度的持续发

展和健康稳定 , 非洲 国家在 民主援助引导下走上民主发展 的道路后 , 在巩

固民 主的每
一个阶段 , 援助者都必须继续予以支持和引 导 , 甚至加大支持

和 引导 的力度 。 然而 , 在民主援非战略 中 , 援助者几乎所有的援助都集 中

于多党制 民主制度的确立上 , 在确立民主制度后所给予的巩 固民主的援助

额度较小 。

众所周知 , 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代表 民主的 巩固 , 特别是对于 民主条

件并不完备的非洲 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 为保持 民主的 良好 势头 , 援助者必

须在 民主化的巩固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 色 , 甚至有人建议 , 为稳定非洲 的

民主 , 民主援助要坚持 1 5 年的时间 。 然而 , 援助者的援助并未贯穿于整

个民主巩固 的过程中 , 而是在第
一

次民 主选举后 显著减少 。

？ 而对于刚 刚

确立起 民主制度的非洲 国家而言 , 则任重而道远 。 然而 , 在援助者看来 ,

这些 国家 已经实现了 民主突破 ,

“

它们 已经实现
”

, 而不是
“

它们有了一个

很好的开始
”

。 这一思维直接导致民主援助在第
一次多党选举后戛然而止 ,

而脆弱 的民 主政权则停滞不前或者逐渐反弹到老制度上去 。 马拉维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 在进行了多党选举后 , 马 拉维 国 内 的统治者面临着保卫和巩

固 民主的 巨大压力 , 民 主援助却未能继续 , 马拉维民 主政权并没有能力确

保政府遵循民主制度 , 马拉维重新回到 了原来制度上来 。 事实上 , 这种新

生民主政权 的倒退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 研究证明 , 9 0 ％ 的 出现 民主倒退的

非洲 国家都面临经济停滞 。 有 4 0 ％ 的 非洲 民主 国家 出现过 民主 的倒退 ,

其 中半数以上的倒退发生在确立 民 主制度 六年 以 内 。

3 5

而 民主援助者 既没

有配套性地给予新生的 民主政权防止经济停滞的援助 , 也没有 民主援助坚

持 了六年时间 。

援助者不仅没有做好援助 以巩固 民主成果的打算 , 也没有做好应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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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民主化道路上各种障碍 的全部准备 。 在非洲实现了 西方所要求 的 民主 ,

但无论是作为援助者的西方国家 , 还是作为受援者的非洲各国似乎都没有

做好足够的知识和理论准备 , 前瞻性地理解和把握非 洲 的 民主及其未来 。

在西方民主援助的压力下 , 短短五年不 到 的时间 内就先后有 4 2 个非洲 国

家举行了 多党选举 , 完成 了修 宪 、 选举和领导人变更 等
一

系列制度变革 ,

建立起西方式 的民主制度 。 然而 , 无论是援助者还是受援者都忽视 了这样

一个现实 , 即 以西方民 主为范本 的 民主援助并不
一

定适合非洲 国家的 国

情 。 因而 , 当西式 民主与非洲社会对接 中 出 现了排异的反应时 , 由 于缺乏

必要的应对措施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 许多现实的 问题开始凸显 。 而这场 民

主运动的
“

导演
”

和
“

主演
”

都无法在西方 民主的范式 内找到
一

种措施应

对 民主化进程 中所 出现的各种问题 , 也没有预见性地采取配套措施应对民

主制度巩 固过程中所出现的 问题。 因此 , 面对民主制度确立后突 出 的国 内

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种族冲突 , 非洲社会和西方国家都无能为力 。 在短期 内

实现 了民主化 的制度变革后 ,

一批非洲 国家又陷人 了 比此前更为严重的社

会动荡和持久 的军事动荡之中 。

三 非洲民主化道路的理性探寻

现代国家的 民主化进程是 内外 因素合力 的结果 , 但对于非洲 国家而

言 , 外源 的因素在启动非洲 民 主化进程的 过程 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从总体上看 ,
非洲在 民主援助背景下进行的 民主化转变更多 的是

一种外源

性的 民主化路径 , 即在内生性 因素还未完全成长起来的大背景下 , 主要是

依靠外力强力推进的外源性民主化实现社会制度的 民主化变迁 。

然而 , 这种主要依靠外力强力 促进 的外源性变迁方式 , 未能十分有效

地促进非洲 内生性变迁力量的成长并成为主要变迁动力 , 决定了非洲 国家

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民 主改革 , 建立起了西式的 民主制度 , 但并不能从根

本上建立起基于非洲本土的 民主政治文化和文明 , 生长 出基于非洲 国家本

土属性的 民主方式和路径 。 唯物辩证法认为 , 外 因是变化的条件 , 内 因是

变化的根本 。 实现民 主化变革本身固 然重要 , 但对 于民 主制度 的确立而

言 , 来 自 非洲 国家内部的 内生性变化更为重要和关键 。 因此 , 虽然作为外

生性变迁力量 的 民主援助虽然推动 了非洲 的 民主化进程 , 但未能启 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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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 的内在变迁机制 , 使其按照其 内在的逻辑 , 遵循 内生变迁的路径走

上 自 主民主化的进程 。

以 附加民主为条件的 民主援助作用于非洲 国家 , 具有强制性和显效性

的特点 , 它帮助非洲 国家在短期 内 迅速实现民 主化 。 同 时 , 它却忽视了非

洲政治文化的 内 在逻辑机制而具有一定的破坏性 , 因而在变迁过程 中 , 虽

然非洲文化中反民主的消 极因素暂时被压制 , 其 内在的逻辑将对现有的体

制产生反 向用力 的抵制作用 。 不容忽视的是 , 非洲 的传统文化里也蕴藏着

其内在的积极合理因素 , 但这些因素的挖掘和其作用 的发挥必须主要地依

赖于启 动非洲 民主的 内生性变迁机制 , 从而实现非洲传统文化 内 在基质的

自我更新和扬弃 , 使其从
一个被动应变的过程转变为主动应变 的过程 , 使

非洲 国 家的 民主化成为一种 自 觉 自 为 的行为 。 总之 , 对于非洲这些民主化

条件 尚不成熟的国家而言 , 民主化单有外源性民主一条路径是不够的 , 必

须同时产生属 于非洲本土的变迁路径 ； 应该引 起我们注意的是 , 非洲本土

的 内在因素对外源性 的援助有着某种过滤机制 , 要将外源性的 民主援助运

用和实践于非洲 , 需要
一个长期磨合 、 融通 的本土化历程 。 同时 , 由 于非

洲 民主化的条件极不成熟 , 需要西方在进
一

步的援助中更加关注内生性 民

主条件的成长 , 借以推动 内生性民主化条件的完备 , 确保非洲 内部生长 出

实现民 主化的各项条件 。 因此 , 在 民主援助启动非洲 民主化的进程后 , 进

一步的援助重点将放在非洲实现民主化条件的 培育上 , 最终实现在外源性

民主化力量与 内生性 民主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 , 由 内而外地成功推动传统

非洲政治制度的现代变迁 。 通过对 当前 民主援助所面临 的 困难和 问题的分

析 , 外源性 民主与 内 生性 民主的有机结合应当成为实现非洲 民主化 的最优

路径选择 。

大量事实证明 , 西式 民主制度在后发现代化 国家的 生成和移植是非常

有限的 。 非西方 国家 的现代化不可能全盘照搬西式 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标

准 , 而只能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 , 以反映人类整体文明 的
“

现代化
”

来吸

收传统 , 在兼容并蓄 中实现本土政治的现代化 , 而非政治的西方化 。 从根

本上说 , 任何外源性的援助 , 最终不能也无法替代民主化的 主体非洲国家

的 自 主选择和 自 主努力 , 非洲 国家发展道路和 国家制度的选择权 , 更多地

应该交给非洲 国家 。 从长远来看 , 援助方案在非洲要取得成效 , 它终究必

须基于非洲社会之本土实际 , 它必须经由非洲 国家 自 己 的努力而转化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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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本土性发展与 内 源性变迁 因 此 , 民主援助虽然在非洲 民 主化 的 初期

阶段较为重要 , 但当 非洲 国家开启 了民主化 的按钮后 , 西方 国家应该将民

主的主动权交给非洲 国家 , 并且将援助内 容 向实现 民主倾斜 。 在这
一

方

面 , 提供 民主援助的西方 国家做得并不好 , 然而可喜的是 ,

一些非洲 国家

领导人对此已有了清晰的认识 , 并
“

已经开始在本土的制度而非舶来 的制

度中寻求解决本 国纷繁复杂问题的办法了
”

。

②
非洲国家需要有 自 己长远的

基本判断 。 而做到这
一

点 , 非洲国家也必须充分地 吸取外部知识 、 发扬传

统智慧 , 激发来 自 社会内 部 的发展潜能 , 积极地谋求 自 主发展能力 的培

养。 对非洲而言 , 最终的结论也许是 ： 在现实 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文化作用

下 , 借鉴西方积极的 价值取 向 , 借助 西方 国 家所能提供 的外源性推动力

量 , 建立起
一

套具有非洲特色的民 主政治制度 , 使政治民主和政治文化都

充分地呈现出 本土化 的趋势和特点 , 最终确立起属于非洲 国家 自 己 的 民主

制度 。

( 责任编辑 ： 周玉渊 )

① 胡美 、 刘鸿武 ： 《意识形 态先行还 是民生 改善优先 ？ 》 , 载 《世界经 济与政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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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霍华德
？ 威亚尔达 ： 《非 西方发展理论

——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 》 , 董正华译 , 北京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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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ｎａ ｌ ｉｎｓ ｅｃｕｒｉ ｔ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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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ｓ ｅｃｕｒｉ ｔｙ
ｉｓｓ ｕｅｓ

ｄ ｅｐ ｅｎｄｓｌ
ａｒｇ ｅ ｌｙｏ ｎｔｈ ｅｄ 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ｏｆｔｈｅＥｔｈ ｉｏ

－Ｅｒｉ ｔｒｅａｎｂｏｒｄ ｅｒｃｏ ｎｆ ｌ
ｉｃｔ

ａｎｄｔｈｅｅ ｓｔ ａｂ ｌ ｉ ｓｈｍｅｎ ｔｏ ｆａｒｅｇ
ｉｏ ｎａ ｌｓ ｅｃｕｒ ｉ ｔｙｍ ｅｃｈａｎｉ ｓ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