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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威权政府的现实意义，超越它的手段，并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英国对生产力的超越性阐释，道
出了普遍教育背后隐含的知识分子躁动及其带来的不安与变革。
2、容后细说
3、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是，动态稳定中的高效能：上层政治权力集中，下层政治参与扩大，
且前者不能被后者俘虏，这样才能有现代化的国家。毛主义以本书的视角看，简直光芒万丈。生手建
议先看看百度百科，了解一下大神有多神。
4、或许有不足之处，但大略上是天纵的智慧
5、20世纪各个国家政治发展、变革乃至革命的梳理和分析。大量的例证使得作者的论断很有说服力。
帮助读者深入理解社会变革，政治发展的力作。不过把土耳其的凯末尔翻译成基马尔不太习惯。
6、政治秩序 新权威主义 党国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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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亨氏此书，讲了一个宏大的故事，但不够严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首要成就，是建立
在对李普塞特等人的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上的。理论创新，说人之不敢说，甚至打破政治正确，公然赞
美共产党政权，声称美国的特殊经验（托克维尔所谓的生而平等、天然民主）对处于封建社会的亚非
拉诸国的政治现代化毫无借鉴意义，已是本书最大的突破。亨廷顿在这里的工作，就是重新检视被认
为是铁板一块的现代化，从现代化中把政治现代化隔离出来，考察它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联系。首
先，亨廷顿指出，政治现代化未必与经济、社会现代化步调一致。它们的发展可能有不同的组合模式
。其次，亨廷顿将政治现代化分解为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扩大两个部分。其中政治制度化旨在建立
能够柔化、调节、平衡社会集团的冲突的舞台，即政治制度，它的程度可以由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
、自主性和内聚力来衡量。在社会集团的冲突中越能保持稳定和有效统治的制度，其现代化程度越高
。而政治参与则指向政治制度包容的社会活动范围。随着政治现代化的深入，政治制度的舞台上应该
能够容纳越来越多的新演员。而能够容纳新演员，使他们和平地在舞台上与老演员共处，演出一幕和
谐的舞台剧，则是政治制度化的功效，也是亨廷顿在这里主要考虑的问题。关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
与的关系，亨廷顿的观点是清楚的。这二者在相当程度上是矛盾的。过早扩大的政治参与会导致普力
夺政体的形成，阻碍政治制度化；而缺乏政治参与的强政治制度化则会阻碍政治参与的扩大，最终以
革命的形式让那些在政治制度化中失声的社会集团登上政治舞台。政治制度化应与政治参与扩大相互
配合进行，或略先于政治参与的扩大。尽管亨廷顿以法、德和美、英、瑞对比，说明了缺乏政治参与
的政治制度化的后果，但是显然，他在后来的讨论中有意无意地淡化了这一点，而将批判的重点放在
了“缺乏政治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上了。界定完概念，亨氏就开始竭力论证这些概念能够解释各国政
治现代化进程。首先是早期欧洲诸国成功的现代化，不论是法国的君主专制，还是英国的议会至上，
都完成了“权利集中（权威合理化）、职能分化（结构专门化）”的政治制度化要求。这里与英法适
成对照的是美国政体。亨氏认为美国继承自都铎王朝的都铎政制乃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权力分割、职
能混合”的模式，美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是较低的，是顶着古老的政治制度的帽子完
成了扩大政治参与和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任务，并不是20世纪现代化可以借鉴的普遍模式。继而，亨廷
顿在传统君主政体、普力夺政体和革命政体中的讨论，也无非是指出，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
是矛盾的。传统君主政体能够集中君主权力，和完成社会改革，扫除贵族、地主、教士等传统社会集
团的势力，建立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但君主政体天然阻碍政治参与，这又使得君主政体在
现代化浪潮中的合法性越来越低，缺乏支持，走向腹背受敌的地步，君主也越来越不愿意改革，最终
导致君主政体被取代。而在亚非拉典型的普力夺政体中，政治缺乏制度化的规则，所有社会集团皆直
接参与一种无规则的政治，他们的利益冲突没有一种公认的办法能使之被和平地调停。中产阶级军官
团在早期能够扩大寡头政体的政治参与，但参与达到一定程度时，军官团又会成为反对政治参与扩大
至下层工农的阻力，充当所谓“宪法秩序监护者”，依靠否决性军事政变来摧毁民选文官政府。但无
论如何，这种军事护卫对政府的政治制度化是不利的，军人也难以统合各社会势力。除非军人组织政
党，否则其合法性亦会像传统君主政体一样，随同政治参与需求的自然扩大而降低，使普力夺政体进
入群众普力夺阶段。而革命政体则是亨廷顿最为推崇的政治现代化道路。政党在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
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政党是一种顽强的输入制度，在亨廷顿看来，列宁式的革命党能够通过“组织”
和“动员”来完成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两项任务。政党的代表性越广泛、能够动员大众，自主性越
强、不被哪个特定阶级所俘获，就越能胜任政治制度化的工作。因而同样是专制政体，在亨廷顿看来
，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金日成、胡志明政权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就比玻利维亚的帕斯·埃斯登索罗、
李承晚、吴庭艳政权来得高，因而更能够避免政治衰朽。亨廷顿讲了一个宏大的好故事，但支持这个
故事的论据却嫌不足，这恐怕也是比较政治学难以走出的困境。全球上百个国家都经历过了现代化或
正在步入现代化，亨氏的论证方式大概是，讲一理论，再援引几个国家的例子，加以佐证。但为什么
选取这些例子、为什么不选取那些例子、评判标准是什么，究竟是这些例子具有典型性，还是只有这
些例子适能“套进”作者的理论，而舍弃了“不好看的事实”，作者没有加以说明，读者亦无从知晓
。尽管魏玛共和国政治衰朽的锅可以让凡尔赛体系和大萧条来背，但从政治制度化程度相当高、还拥
有高度组织化政党的第二帝国到虚弱的魏玛共和国的转变、政治制度化程度相对低的奥匈帝国解体后
各东欧小国的发展、纳粹德国垮台后东西两德的对比，似乎都是很有趣而被忽略的研究。另外，有几
处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的阐述，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是在口胡。同时，一如王正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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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亨廷顿的很多指标无法准确地描述。亨廷顿给出了政治制度化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
内聚力”的标准之后，在后续讨论中并没有致力于严格地量化和比较各国之间的这些指标，以致于政
治制度化到底是什么，在后续讨论中模糊不清。至于其所谓“权力集中、职能分化”的表述，也相当
不含混，在第二章用过一次后就未再使用。权力在中央政府内集中，未必能渗透到地方，如16世纪的
卡斯蒂利亚之于阿拉贡、18世纪的巴黎之于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而权力在中央政府内分散，又未必
不能渗透到地方，如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如果真要讨论权力集中和分散的问题，则中央政府结构、央
地关系势必应纳入制度化的讨论范围。至于职能分化，也随着政治事务的日益复杂而越来越不严格，
许多事务涉及诸多领域，需要诸多职能部门通力协作，难道也是政治制度化的倒退吗？但所有这些，
这里却又未加讨论了。亨氏的讨论对于什么是政治制度化缺乏清晰的辨析，却只是凭一个对亚非拉诸
国大概的印象，就集中火力赞美政治制度化对于防止政治衰朽的作用了——但实际上，亨氏后续的讨
论中正是用“避免政治衰朽”来界定政治制度化的，看到谁的政体比较稳定，就认定谁的政治制度化
水平高。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证，而未能指出政治制度化的实质和要件。对于政治参与由哪些变量构
成，亨廷顿也没有认真考究，而得出了“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参与程度相当高”的结论——而这一观点
在苏联解体后对斯大林体制以降的研究中，显得颇为荒谬。亨廷顿似乎认为，在公民政体（这是指政
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比例平衡的政体）中，大众参与政治不意味着大众能控制政治，那么参与是什
么，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于亨氏所谓“苏联的投票率达到90%+、欧洲的投票率在80%左右，
美国的投票率只有60%”，这种比较方式本身就会让苏联人笑掉大牙。福山在苏联问题上也对亨廷顿
做了批评。实际上，亨廷顿的理论中本身也包含了“高度政治制度化能够阻碍政治参与”的逻辑，苏
东剧变不是无法解释，只是亨氏一心注重强调政治制度化的重要性，而对政治制度化对政治参与的打
击，甚至政治参与水平倒退的前景看不到了。此外，城乡对立的论述和阶级分析也有一些不到位的地
方。如农村的保守主义究竟是农民意识上的保守、小农经济利益的驱使、抑或是地主乡绅控制农村选
票，没有认真分析。贫民区流氓无产阶级在政治稳定时期对保守候选人的拥护，也应与其在政治动荡
时期的作为区分开来，而不能以前者一概而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流氓无产
阶级有过仔细的讨论）。最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正相关于社会动荡早已被托克维尔论述过。如
果看动荡社会集团的相对收入增长而不是笼统地看全国GDP，亨氏就不会把这个发现当做什么值得大
惊小怪的事了。当然，这本书作成于1968年，针对的是当时的问题，故而现在回首一看，也是一本老
书了。民主转型的问题，本身也在其讨论范围之外。虽然亨廷顿没有给出大胆的预测，但福山对亨廷
顿的批评也略微苛刻了些。至于亨氏又写作《第三波》加以补充，这里便存而不论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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