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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

内容概要

《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是著名政治学家奥唐奈的代表性著作。这是一本有关威权
主义政体民主化的杰出著作，它阐释的“官僚威权主义”模式，是政治发展理论和拉美政治研究中一
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探讨了工业化—经济增长与民主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最早突破二者之间简单
的因果关系框架的代表性文献之一，在比较政治学中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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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

作者简介

吉列尔莫·奥唐奈是阿根廷裔美国政治学家，任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政治学和国际研
究Helen Kello99讲座教授，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界研究威权主义、民主化和民
主理论的著名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威权主义的民主转型、拉美政治与社会。除此书之外，他和另外
两位著名政治学家合编的四卷本《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民主的前景》（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Prospects for Democracy）也广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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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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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值的近似值第二章  南美政治的替代性概念化  阿根廷与巴西：从包容到排除  当代南美的官僚威权
主义政治体制  阿根廷和巴西官僚威权主义体制的运作  附录：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博弈
”概略  当代南美其他政治体制概览  提议的分类第三章　1966年的阿根廷：一个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
制的发端．    阿根廷历史遗产的某些方面    1966年政变的社会背景    1966年政变第四章  一个不可能的
“博弈”：l955--1966年阿根廷的党派竞争    背景    模型    历史事件    一些实质性含义    一些总结性评论
后记：1979年参考文献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中的紧张状态与民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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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假设与分类　　最近的研究　　至少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社会分析者就主张，
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对它可能拥有的政治体制的类型具有重要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的性质、政
治方面可能变化的范围以及其他因素影响的程度，看法很不一致。历史经验清楚表明，在社会—经济
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类型之间并不必然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但鲜有疑义的是，关于前者的知识可使
我们对后者做出某种预测。在给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一些类型的政治体制极不可能，而另一些类
型则强烈倾向于出现并(或)得到巩固。特别是自马克思和韦伯以降，这一假设已为研究政治和社会生
活其他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指向。然而，正如本书将要努力表明的那样，它只不过提
供了对一个极为复杂主题的切入点。关于概念的界定和测量、假设的互动模式以及分析手段的历史背
景有效性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作出可以得到实质性结论的尝试之前必须得到回答。　　在对经验证
据的追求中，在日益丰富的总量数据和计算工具改进的帮助下，现代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继承了探索社
会—经济与政治维度之间关系的传统。这已成为一项巨大的努力，它产生了关于这些关系的许多重要
方面的有价值的新知识。然而，该努力并没有对不同学科处理这一主题时所用方法的理论假设和后果
进行相应的反思。后面将会看到，起码对概念化当代南美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体制之间关系来说
，这样的理论不足已经导致了某些很成问题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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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

精彩短评

1、刚刚收到，应该还不错！
2、翻译水平不行啊
3、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O&amp;#39;Donnell)  阿根廷裔美国政治学家，圣母大学政治学和国际
研究Helen Kellog教授，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界研究威权主义、民主化和民主理
论的著名学者。他的代表作《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阐释的“官僚威权主义”模式
，是政治发展理论和拉美政治研究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晚近的主要著作有《对位：威权主义和民
主化论文集》、《民主的质量：理论和应用》、《国家和民主》等。由于他在比较政治和拉美研究方
面的巨大成就，2003年，他被拉丁美洲研究学会授予终身贡献奖； 2006年，被国际政治学会授予终身
成就奖。
4、13.03
5、第一章的定义概念解释看的我头晕~~学术性强了点~云里雾里的~
6、實證韋伯+南美個案+當時時髦，好像有點後來那本書的影子
7、对理解现在的中国很有意义
8、好学术的书啊= =
9、严谨的好书，好论文
10、晦涩难读
11、还是要回身去看的。
12、奥唐奈有关技术官僚精英式集权的观点很深刻，那个时候他也才研究生毕业啊啊啊啊
13、在后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可能与民主的崩溃同时发生。反而在中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
，民主更容易实现。高度现代化的情形倾向于制造出严重的要求-绩效“差距”和分化-整合“差距”
这些追加到突出社会问题的议程表上并加强了政治要求，引起了群众普力夺主义，加重了平民群体的
政治激活。这些“差距”和普力夺主义是现存政治体制解决问题能力减弱的结果。高度现代化使得更
有力量的各种群体一致认为，政治上排除平民群体，是克服停滞和持续冲突的前提条件，于是便城市
消除选举和消除政党。由此便导致了本书所说的官僚权威主义，这种体制进一步扩大高度不平等的资
源分配,这是试图在保卫国家不受民粹成分影响的同时促进工业化，是特殊现代化情境中政治机器的保
守化转向。
14、博弈论的那一部分完全读不懂，能力所限啊。。。。
15、颇有启发
16、啥时也能用严谨的方法来研究中国
17、官僚威权主义，在中国的流行说法，是“新权威主义”。这种思潮是主张通过强有力的官僚阶层
，在全社会强力推进符合现代化原则的制度，包括市场经济体制。要了解这种思潮为什么在中国盛行
，那么首先要了解这种思潮在南美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本书为此提供了最好的教科书。
18、语言要不要翻译得这么晦涩。
19、如题，这本书是作者奥唐奈在1971年毕业时的硕士论文，也是一本关于阿根廷60年代以前国内政
治发展的经典著作。书中，重点阐述了南美的“官僚威权模式”，探讨了工业化、现代化、经济增长
和民主化之间的复杂关系，颠覆了40年代美国学者论断的“现代化程度与民主化程度呈正比”的观点
，突破了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的传统的简单因果关系，揭示了政治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和复杂变动
模式，对于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本书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西
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本书第一章——假设与分类，很有意义，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翔实的理论分
析框架对于当前从事学术的我们也很有意义。此书价格便宜，物超所值，强烈推荐购买！！！

Page 6



《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

章节试读

1、《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的笔记-第10页

        &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都是依附惹的祸
1   要脱钩脱不了：一个降了，一个还在升-不堪承受之重
     正如作者所言，第二章有别于第一章那种静态的、忽视时限性的、横向的比较方法，而着眼于从动
态视角出发，不仅仅满足于对现体制怎样运作的研究，还要追根溯源，探寻产生这种体制的内在机理
和深层社会背景，还原历史真相，用经验证据来表明经作者修改过的乐观方程式的适用性、合理性；
当然对这种体制怎样运作也是作者在本章关心的问题之一；最后，作者试图对南美政治体制进行分类 
在作者笔下，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在阿根廷的产生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究
竟是些什么原因，使阿根廷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时，产生了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呢？原因很
明了：在此过程中，阿根廷遇到了发展瓶颈和社会问题；这些瓶颈和问题促使社会结构、生产-工业基
础发生变化，促使新的社会群体（主要是平民主义联盟）的产生、政治激活，以及政治行动者的分化
；当结构分析在较低的概括性水平上展开时，关键角色-技术官僚角色和另一种社会群体之间在政治上
互动，政府成为牺牲品，威权体制由此而生。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阿根廷，经济上最有效率、最有活力的部门是农产品出口部门和外资所有的金
融、外贸部门，民族主义工业十分孱弱（类似于一战之前我国的工业）。这是由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
秩序造成的，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反过来又加剧了阿根廷对西方的依附。当世界经济危机席卷
西方世界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上的阿根廷也不能幸免。正所谓西方国家打个喷嚏，依附国
家就要重感冒一次，它使阿根廷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了变化，城市工人阶级产生了，国内大规模
的工业化开始了（个人认为这是作者论证比较弱的部分，可能是因为不是作者探究的重点）。
政府在此时的政策非常重要，在排除和包容之间，政府选择了包容。为了获得广大平民群体的支持，
吸纳和控制新的社会成员，政府鼓励平民群体的政治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引导、支持平民群体成立
工会，这使得平民群体拥有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和沟通渠道；同时，一方面出于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以笼
络工人的需要，一方面出于减弱对西方的依附，减少经济危机伤害的原因，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政
府积极鼓励国内工业的发展，大力拓展国内市场，并且建立关税壁垒，实施进口、交换限制，为国内
工业的发展扫除障碍。
从积极一面讲，这样政策的实施，成功地推动阿根廷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赢得了大部分社会群体尤
其是平民群体的支持，发展民族工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粘合剂，将各社会群体连接起来，军方也在民
族主义的呼声下支持政府；政府的政治激活使得各社会群体表达政治要求成为可能，民主政治体制的
曙光似乎清晰可见。
从消极一面讲，原来从事外贸、出口的经济部门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进口、交换限制迫使他们为阿
根廷的现代化成就买单，这就必然带来外汇的持续下滑；最要命的是，阿根廷国内工业的发展是横向
的，没有形成完备、全面的工业体系，缺乏垂直整合工业必须的资本和技术，政府又没有在这一方面
实施必要的引导，导致工业部门重复发展，资源大量浪费的同时，资本品、中间品工业领域几乎空白
，必须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这就产生了矛盾：工业要想继续发展，必须要进口资本品、中间品，还
有西方的技术、资本，而这些都需要用外汇，而依据之前分析，外汇的持有量在持续下降中⋯⋯
经济快车不得不开始减速。伴随着发展问题的出现，原来被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
了⋯⋯经济降温了，政治激活却依旧火爆，平民群体已经不容小觑，成了政府的“不堪承受之重”。
（对于政府为何没有对此实施制度化，将其融入制度框架内的努力，作者没有论证）
怎样解决经济问题？最自然也应该是最有效地处方，当然是重新和西方挂钩，而这需要大量外汇，需
要外贸、出口部门，即最有活力和最有效率的部门的发展，这就需要淘汰落后的国内企业，这就需要
开放国内市场，重新执行自由的贸易政策。一切都似乎回到了从前，只是现在的政府，不得不面对一
个让他们日益头疼的问题，那就是，原来一盘散沙的城市工人们，现在在通过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渠道
，比如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公开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但政府的低效率，包括税收的减少，高级公务员的大量流失，频发的内阁危机，也使得有产群体越来
越不满。这样，在民众对政府的政治要求和政府的实际绩效之间，产生了一个差距，即“绩效-要求”
差距；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单位、机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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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

，这些新的单位、机构并没有深厚的、用以孕育的土壤，而是来自对西方的移植，这种移植过来的角
色或者单位与原本的角色、单位之间必然存在利益、观念上的摩擦或者冲突，使得它们之间互动愈加
复杂，而政府鼓励的政治激活等于创造了N个政治互动的政治行动者，各群体之间利益的不同导致社
会凝聚程度低下，社会中弥漫着一种不确定性，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整合却依旧是以之前的速
度进行着，（个人认为作者在此论证力度不够，或许，更应该准确地叫做“假设”），这就产生了“
社会分化-社会整合”的差距。
作者认为群众普力夺主义的产生源于“绩效-要求”和“社会分化-社会整合”两个差距的不断拉大，
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一个差距：经济独立的程度和平民群体政治激活的程度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
以上是作者论证群众普力夺主义是怎样在阿根廷产生的。亨廷顿认为，“群众普力夺主义出现在政治
参与、动员水平显著超出一个社会中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时候，”大规模社会运动和复杂的组织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社会力量彼此赤裸裸对抗，各种群体之间没有达成怎样解决冲突的共识，遑论规则，因
而政治行动者倾向于改变规则，将斗争中失败的行动者赶下政治舞台，而不是在现有的规则的框架内
解决问题。
当然，在南美，还有一种角色不容小觑，这就是技术官僚角色。
2 本应该借鉴，却成了硬生生的“移植”
“从本质上讲，技术官僚角色一种角色模范的传播，它继承了来自源发社会的职业预期和社会预期。
”很不幸的是，阿根廷的社会背景、历史传统、发展水平都和源发社会即西方社会的不同，这就成了
悲剧的根源。当技术官僚海归阿根廷时，个个雄心万丈、意气风发，希望用一技之长大展宏图，但是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严重的挫折感面前，他们萌生了改造社会背景的强
烈愿望，而西方社会无疑成了改造的蓝本，成了理想的天堂。作者总结了技术官僚角色的行为倾向：
极端简化社会现实的构造，社会再复杂，也不过是个能用数字或者公式表达的图形；喜欢技术性解决
问题，不考虑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带来什么负面效应；衡量结果的唯一标准是效率，因此GDP的增长和
收支状况的良好可以用镇压其他群体的反抗、社会愈加不公为代价；希望建立有序的、等级式的社会
，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自己的社会地位；漠视其他群体的规范、偏好、要求；过分高估自己解决问题
的能力；最后也是非常可怕的是，技术官僚角色已经成为了一个群体，并且随着现代化已经渗透进了
社会各个部门、各个角落，其广度和深度令人咋舌。
政府已经不能再指望获得平民群体的支持，否则就会死路一条；现在只能选择获得在广度和深度上都
渗透极深的技术官僚角色的支持了，因此它只能执行有利于技术官僚角色偏好的政策了，而这会导致
平民群体的反抗，面对骚乱、动荡，政府要么表现出妥协，这会带来一个结果-被技术官僚赶下台，
如1966年阿根廷军事政变；多数情况下，政府会选择站在技术官僚角色一边，对平民群体进行压制。
至此，官僚威权主义体制的建立，再自然不过。
                                                                                                             明商 5.27
很很喜欢第四章有关政治博弈的部分，打算下次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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