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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 为 威权 主义 国 家
，
政 党 制 度在 突 尼斯政 治 中 非 常 重要 。

其 中执政党地位和 角 色 的 演 变 尤 为 关键 。 突尼斯执政 党 新宪政 党 的历 史 地

位形 成于 民族解放运动 当 中 。 突尼 斯独 立后
，
它进一 步承担 了 现代化 建设

的领导任务 ， 在民 主化浪潮 的推动下 也被迫做 出 了 调整 。

“

革命者
”“

建设

者
”“

改革者
”

是其 不 同 历 史时期 的 突 出特 点 。 在 角 色 转换过程 中 ，

该党 与

时俱进 ， 维 系 了 长期 的 统治 。 但是 ，
该 党也 曾 面 临深刻 的 危机 ， 对深层社

会矛盾处理失 当
，
对民众 民主诉求 回应 不够 ，

最终导致其败亡 。

关键词 突尼斯 新宪政党 政党制 度

在突尼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的 建立与改革过 程中 ， 执政党 发挥 了至关

重要 的作用 。 反对党在突尼斯
一党制 时期 和一党主导的 多党制 改革下发挥

的作用非常有限 。 自 １９ ３４ 年成立 以来 ，
新宪政党历经风雨 ， 经 历了从

“

革

命者
”

向
“

建设者
”“

改革者
”

的转变 。 新宪政党曾两次更名 ，

１ ９６４ 年更

名为
“

社会主义宪政党
”

，
１９８ ８ 年更名 为

“

宪政 民主联盟
”

。 总体而言 ， 新

宪政党在民族解放运动 中充 当 了
“

革命者
”

角 色 ， 在
“

社会主义宪政党
”

时期
“

建设 者
”

角 色凸 显 ， 在
“

宪 政 民 主 联 盟
”

时期
“

改革者
”

特征

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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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宪政党
”

与突 尼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的建立

（

一

） 新 宪政党 的 建立

新宪政党脱胎于宪政党 ，
二者之 间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 首先

，
新宪政

党继承了宪政党 的民族主义政党传统 。 在
“

民族 自 觉
”

观念的影响下 ， 宪

政党的建立标志着突尼斯民族觉醒 的到来 。
１ ９２０ 年 ， 突尼斯 民族主义运动

领袖穆斯塔法 ？ 萨阿列 比成立 了宪政党 。 宪政党人要求 殖民 当局 给予突尼

斯人与法国人平等的参政权利 ，
呼吁 民众反抗殖 民统治 的种种不公 。 这包

括官员任职 、 纳税 、 司法审判 ， 获取土地等方面 。 宪政党成立后 ， 并没有

提出 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 ， 仅仅是将制定宪法和突尼斯人参与 国 家管理作

为其政治 目标 。
？ 因此

， 当布尔吉 巴等人提出较为激进的 观点时 ， 宪政党无

法支持并容纳他们 。 在此背景下 ，

１９３４ 年布尔吉巴等人从宪政党分离出来 ，

并成立了新的政党 ， 取名 为
“

新宪政党
”

。 根据布尔吉巴 自 己 的说法 ，

“

宪

政
”

这一政治标志在突尼斯民众 中仍然具有很髙的认同 。 所以 ，

“

新宪政党

人
”

首先是 以
“

改革者
”

的身份出现的 ， 其次才是
“

革命者
”

。 但是 ，

“

革

命者
”

身份 的突破才使其走向 了成功 。

其次 ，

“

新宪政党
”

不 同于
“

宪政党
”

， 它更加激进 。 宪政党属 于精英

主义政党 ， 其成员 主要局限于 中上层资产阶级和具有现代思想 的宗教人士 。

新宪政党则是突尼斯第
一

个群众性政党 。 新宪政党面 向全体 国 民 ， 向所有

人开放 。 突尼斯民族主义者通过报纸宣传和群众集会 的方式 ， 逐渐发动 了

下层民众 ， 将普通民众纳人 了 民族解放运动 当中 。 新宪政党第
一次反映了

突尼斯 民众要求摆脱殖 民统治 ， 恢复 民族尊严的 呼声 。 布尔吉 巴等人通过

发表文章和演说 ， 揭露 了法 国 殖民 统治 的 实质 ， 打破 了 少数精英 的幻想
，

开始走上了争取 民族独立解 放的道路 。 新宪政党成立后 ， 布尔吉巴 等人开

始全国范围 内 的动 员 ， 真正 自 觉地开始动员 普通 民众参与并争取 民族解放

运动 的成功 。

纵观突尼斯 民族解放运动 的历程 ，
新 宪政党是其 中 坚力量。 新宪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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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致力于发展 民众 ，
向 殖 民者施压 ， 要求 国家独立 和 民族解放 。 新宪

政党建立的基层组织发挥 了很好 的动员 组 织作用 。 在新 宪政党 的带 领下 ，

突尼斯的民族主义者发动 了
一

波又
一波的 斗争 。 此外 ， 布尔吉 巴等 民族主

义者逐渐成长为 民族解放运动的旗手和 民族 国家的象征 。

新宪政党在民族解放运动 中 的历史作用奠定 了其执掌突 尼斯政权的 基

础
，
为突 尼斯

一

党制威权主义政权提供 了 合法性 。 新宪政党在突 尼斯 民族

解放运动 中 的表现 ， 无疑是该党历史地位形成的关键和 由 其主导的政权取

得民众支持的决定性条件 。

（
二

）

“

布 尔 吉 巴主 义
”

的胜利

１９５ ４ 年 ，
突尼斯与法 国殖民 当局谈判取得进展。 法 国 同意突尼斯 内 部

自 治 。 在该计划下 ， 突尼斯人 民 获得 了 自 己 管理 自 己 的权力 。 但是 ，
突尼

斯的关税 、 外交 、 国 防 、 民航

■

、 警察 、 广播等都归 法国 掌管 。
？ 根据条约 ，

法国人在突尼斯依然享有特权 。

然而
，
就在突尼斯实现内部 自 治 的 前景逐渐明 朗的 情况下 ， 新宪政党

内 部发生了分裂 。 以新宪党 主席 哈 比 卜
？

布尔吉 巴为首 的一派愿意接受 内

部 自 治的地位 ， 并以此为基础就最终实现 国家独立 进行谈判 。 这种观点得

到了 突尼斯大部分 民众 的拥护 。 但是 ，

以新宪政党秘书长本
？ 优素福为 首

的部分党员 在保守势力 的支持下 ，
反对 内 部 自 治 的计划 ，

要求彻底的 独立

地位 。 受
“

纳赛尔主义
”

的影 响 ，
本 ？ 优素福希望将突尼斯融人阿拉伯世

界的革命浪潮 。 因此 ， 双方爆发 了激烈 的冲 突 。 １ ９５５ 年 １ １ 月 ， 布尔吉 巴 召

集新宪政党代表在斯法克斯召 开了党 的第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 。 本
？

优素福

及其追随者予以抵制 ， 但没有摆脱被开 除 出党 的命运 。 本 ？ 优 素福此后在

突尼斯城召集 的大会也没有挽 回 局势 。 本 ？

优素福 最终 在与布尔吉巴 的竞

争中败北 。 由 此正式确立 了
“

布尔吉 巴主义
”

在党内 的统治地位 。

“

布尔吉

巴主义
”

是在突尼斯 民族解放运 动中逐渐形成的 ， 即通过渐进 的 、 分阶段

解决问题的方式争取国家的独立 和 民族 的解放 。

“

布尔吉 巴主义
”

包括现实

主义 、 渐进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原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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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吉巴主义
”

在新宪政党 内 的胜利 ， 也带来 了其在突尼斯国 内政治

的胜利 。 经过此次对抗 ， 布尔吉 巴基本上扫清了 党内 的反 对者 。 这不仅确

立了布尔吉巴在党 内的绝对领导地位 ，
而且在组织和思想上完成了大扫除 。

新宪政党在统一 、 团结 的气氛下开始 了接管 政权 的行 动 。 同时 ， 由 于
“

布

尔吉巴主义
”

占 了上风 ， 突尼斯避免 了在
“

纳赛 尔主义
”

盛行的 时代卷人

阿拉伯 民族主义运动的洪 流 ，
避免成为埃及等地 区强 国卫星 国 的命运 。 该

次大会决定将党的 目标确定为
“

为 国 家在保障民权 、 自 由方面提供坚实结

构
， 确保在政治 、 经济和社会领域的 繁荣与进步 。

” ？ 突尼斯得 以掌握 自 主

探索民族 国家发展道路的机遇 。

（
三

） 新 宪政党 １９５８ 年重组

１ ９５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突尼斯正式取得独立地位 。 随后 ， 突尼斯举行历史

上第
一

次全国性大选 ， 布尔吉 巴及其新宪政党获得 了压倒性胜利 。 突尼斯

从此开始了 由新宪政党主导 的历史 。

突尼斯独立之后 ，
新宪政党党员人数激 增 ， 成分更加 复杂 。 １９ ５４ 年 ７

月 之前 ， 新宪政党党 员 约为 １０６ ０００ 人 ，
１９ ５５ 年 １ １ 月 达到 ３２５０００ 人 ，

到

１ ９５７ 年进一步增长至 ６０００００ 人 。
？ 加之行政机构的 掣肘 ， 布尔吉巴 开始改

革执政党 。 他曾说 ：

“

我们需要强大的权力 以消除分歧 ， 我们需要共识和纪

律以提髙效率
”

；

“

党不可避免地将其组织披上 国家行政 的 甲 胄 ，
这样两个

机构可以相互加强 ，
和谐发展

”

。
？１９５ ８ 年末 ，

新宪政党在 布尔吉巴 的主持

下 ， 对组织结构进行了 改革 。 从党 的基层组 织 、 地 区组织 、 省委到党 的全

国代表大会 、 中央委员会 、 政治局都进行了改革 。
？

第一 ， 基层组织 。 新宪政党 的基层组织是模仿共产 党的 基层组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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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这种组织形式相对独立 ，

决策 自 主 ，
应变灵活 ， 曾在突尼斯 民族解放

运动 中动员 群众 ， 发 挥 了 巨 大作用 。 新宪政党 是
一个开放 的群众性政 党 ，

任何接受党的基本原则和 缴纳党 费 的突尼斯 国 民都可 以加人 。 新宪政党人

数 的激增也导致其基层组织大量增长 ，
这不 仅不符合 突尼斯 的行 政区划设

置 ，
而且各个基层组 织之间 的人数差异很 大 。 多则几千人 ， 少则 数十人 。

经过改革 ， 新宪政党 的基层组织从 １５００ 个下降到 了１ ０００ 个 。 这与突尼斯当

时的最小行政单位谢赫辖 区 （
Ｃｈ ｅｉｋｈａ ｔ ） 的数 目 正好匹 配 。 不过 ，

为 了 发挥

基层组织的创新能力 ， 政治局又根据需要设置 了
一些基层组织 。 政治局通

过省委加强 了对基层组织 的管理 。 基层党组织委员 会候选人不再是所有党

员 都可竞选 ， 而是必须得到政治局 的 批准 。 政治局可 以 中止或解散任何有

分离倾向和无法与行 政机构合作的 基层组织 委员会 。 产生这种情况 的原 因

很可能是地方家族或部落势力 的 内 讧和基层组织未能贯彻执行党 的路线政

策 。 党的基层委员会与 国家最低行政机构也保持 密切 的联 系 。 通常谢赫 由

基层委员会主任 出任 。 基层 委员会往 往具有很强 的动员 能力 ， 因 而受到 了

上级组织的 重视 。 就侍从 主义体制而言 ， 庇护虽然是 自 上 而下 的 ， 但是基

层组织的意见一般都能受到重视 。 当然 ， 基层组织并不具有讨论国家 内外

政策的权力 。 基层组织仅仅发挥动 员 、 教育群众 的作用 。 基层 委员会一般

每周 召开一次例会 ， 学习 领会领袖观点和党的政策 。

第二 ， 地 区委员会 。 新宪政党地 区委 员会 的 改革是此次改革 中 的 中心

内容 。 改革之前 ， 新宪 政党 基层 组 织选 举产 生党 的 地 区 委员 会 （
ｆｅｄｅｒａ

？

ｔｉｏｎ ） 。然而
，党的地区委员 会 内部经常产生分歧 ，

且不利于权力 的集 中和

政策的执行 。 因此 ，
新宪政 党取消 了 经选举产生 的地 区委员 会 ，

而 由 省长

推荐 、 政治局任命地区代表 （
ｄｅ ｌｅ

ｇａ
ｔｅ

） ， 由地区代表组成省委 。 尽管是通过

任命的方式产生 ， 省委委员 在吸纳新 的 成员 加人方 面具有 自 主权 。 招募年

轻教师 、 大学生往往是补充新鲜 血液的 途径 。 省委不仅充 当 了基层组织和

政治局之间 的 中介 ，
而且充 当 了基层 和行政 当局 的媒介 。 他们往往可 以将

民众的要求传递给高层 。 省委每两个月 开
一次会

，

一般 由 政治局委员 主持 。

与会代表可以就党 的政策进行辩论 ， 但没有决定权 。 经过改革 ，
新宪政党

基本解决了 地方旧贵族和 其他有影 响力 的人士主导地区 事务而党 中央政府

① 〔法 〕 让 ？ 加尼阿热 ： 《 突尼斯民族解 放运 动简史 》 ， 上海人 民出 版社 ，
１ ９７５

， 第 １ ５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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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干预 的局面 。 政治局通过任命地 区委员会提升 了干部 的工作效率 ， 促

进了地区和整个 国家的 发展 。 不过
，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影 响 了 党的决策的

民主程度 。

第三 ，
中央机构 。 经过改革重新确立 了中 央机构的组织原则 ， 并 明确

了 中央机构应该发挥 的功能 。 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是新 宪政党 的 最髙权力机

构 。 党章规定每 ３ 年召开
一

次 ，

一

般由 党主席召集 。 会议决定党的重大方针

政策和发展战略 。 党 的 中央委员 会 由 党 的全 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 包括政

治局委员 ， 各省委员 等 。 党 的领导人 主要来 自 新宪政党 和工会成员 。 在实

际政治实践 中 ，
往往 由该委员会形成决议 ， 推行党 的具体政策 。 政治局是

党的决策机构 ， 负责制定政策和在党的全 国代表 大会休会期 间 担当 最高领

导机构 。 政治局委员 由 布尔吉 巴任命 。 政治 局委 员 往往担任 内 阁 部长和重

要外交代表 ， 是布尔吉巴制定重大政策的重要协商机构 。

经过此次改革 ， 新宪政党与突尼斯新政权 的 融合进
一步加强 ， 其活力

以保持 。 不过
，
此次改革仍然是新 宪政党执政之后 的最初探索 ， 党政关系

并未彻底理顺。

（
四

） 新 宪政党在 突尼斯威权主义体制建立 中 的作 用

在独立后不久 ，

一党制政权关心的是如何创造权威 。
？ 新宪政党以

“

革

命者
”

身份创造 了权威
，
并以

“

建设者
”

的身份延续了权威 。

１９５９ 年 ， 新宪政党召 开全国代表大会 ， 即
“

胜利的 大会
”

（
Ｃ ｏｎｇｒｅ ｓｓｏ

ｆ

Ｖ ｉｃｔｏ ｒｙ ） ， 大会制定 了新 的 党章 。 新 党章确定 党 的 功能是
“

群众的动 员 机

构
”

， 党章声称
“

新宪政党是人民的政党 ， 其力量来 自 于人民 ， 并忠诚于人

民的意愿。

”
？

首先 ， 新宪政党成功地带领突尼斯人走 向独 立 ， 为新宪政党人掌握政

权提供了合法性 。 作为开 国总统 ， 哈 比 卜
？ 布尔吉 巴的合法性中 既有其作

为
“

国父
”

的人格魅力因 素 ， 也有其作 为党的缔造者的
“

最髙斗士
”

的特

殊经历。 显然 ， 这种领导民族解放 和国 家独立 的独特经历在其合法性中 更

① 〔美 〕 戴维 ’

Ｅ． 阿普特 ： 《现代 化的政 治 ＞
，
陈尧译 ， 上 海世纪 出版集 团 ， ２０ １ １ ， 第 １４４

页 。

②Ｌａ ｒｓＲｕｄｅｂｅｃｋ
，Ｐａｒ ｔ

ｙａｎｄＰｅｏｐ／ｅ ：４ｏ／ Ｐｏ设ｉｃａ／Ｃｈａｎｇ ｅｆｎｒｕｎ ｉ^ ｉ
ａ

，

Ｃ ．Ｈｕｒｓ
ｔ＆ Ｃ ｏｍ ｐａｎｙ ，

１９６９ ，ｐ
． ８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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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根本性地位 。 此外 ， 作为执 政党 ， 新宪政党掌握 了 大量资源 ， 为其成

员在独立后分配了大量庇护性利益 。

其次 ，
新宪政党为突尼斯威权主义的 建立提供 了组织保障和 动员 机构 。

新宪政党取得政权后 ，
迅速实现 了 由 君主立宪制 向共和 国 的 过渡 。 新政权

既不是军政权 ， 也不是个人独裁体制 。 为 了保持政府机构 的正常运作和社

会 、 经济与政治改革的 进行 ，
必须依赖强有力 的 政治组织 。 新宪政党充 当

了这种机制 。

最后
，
新宪政党为突尼斯威权主义 的建 立提供 了 理论基础 。 突尼斯共

和 国建立之后 ， 新宪政党对于 国家的发展道路打上 了 自 己 的 烙印 。 在新宪

法 中包括了新宪政党 口号——
“

自 由 、 秩序 、 正义
”

。 布尔吉 巴反复强调的

“

人道 自 由 主义
”

成了突尼斯推动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 。 以渐进

主义 、 实用主义 、 理性主义为主要 内容 的
“

布尔吉 巴主义
”

成 了共和 国 的

意识形态理论。

总之 ，
新宪政党在 突尼斯独立之后 ， 继续作为全 民性群众政党 ， 对威

权主义的建立发挥 了 举足轻重 的作用 。 新宪政党的组织机构 和理论观念为

威权主义体制 的运行和该体制下社会改革 、 经济发展事业 的顺利进 行产生

了基础性作用 。 新宪政党是威权主义体制的合法性来源 和政权运行 的基本

支柱 。

二
＂

社会主义宪政党
”

与突尼斯政治体制 改革

新宪政党与突尼斯政府 的融合经历 了数年时间 。 １ ９６３ 年 ，
突尼 斯共产

党被禁止 ，
突尼斯正式成为一党制 国家 。 １％４ 年 ，

新宪政党召 开第 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 ， 改革了原有 的政治体制 。 从而使得党政合
一体制不论在形式

上还是本质上都得以形成 。

（

一

）
１ ９６３￣１ ９６４ 年新 宪政党改革

布尔吉 巴在探索国家建设道路的 过程中 ， 对于党政关系 逐渐有 了新观

点 。 独立以来形成的党政二元机制 在动员群 众 、 政策实行方面存在相互 冲

突而面临改革 ，
因此

一党制成为推行
“

宪政社会主义
”

的 客观要求 。 １ ９６３

年 ３ 月 ２ ￣４ 日
， 新宪政党全国委员 会召开会议 ， 并形成 了 以下决议 。 首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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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新宪政党进行结构性改革 。 改革的 目 标是 ： 促进党员 与党保持密切

关系 ， 信任党的事业党 的积极分子 的揷动 ； 为他们在党 的各级组织实践其

责任提供便利 ；
在党和政府的 各个层面上加强党与工会 的联系 。 其次 ， 通

过党 ， 并以党的原则推行 国 家政策 。 最后
， 在实现

“

宪政社会主义
”

的 旗

帜下加强党与 国家机 构的联系 ， 动员 党 的所有积极分子和各类 团体实现宪

政社会主义 。
？ 在实践层面 ， 新宪政党在全 国委员会决定建立 由 省长主持的

“

合作委员会
”

。 １９ ６３ 年夏天 ， 新宪政党首次开始选举此类组织 ， 并在全国

范 围内建立 了
“

合作委员会
”

。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
新宪政党 召开了 全国代 表大会 。 会议在热烈 的气

氛中开幕 。 党 的报告认为 ， 突尼斯在新宪 政党 的领导下 取得 了伟大成 就 。

这表现在 ： （
１

） 赶走了最后一批殖 民者 ，
收复了所有被殖民者 占领 的土地 ，

取得了完整 的国家主权 ；
（ ２ ） 颁 布了宪法 ， 建立 了 民主机构 ， 实现 了人 民

主权
；

（
３

） 选择 了社会主义社会与计划经济 ， 走上了 繁荣和富裕的道路 。

该次大会基本上完成 了既定的 改革任务 。 在新的 党章 中 ，
注 明 了

“

社会主

义宪政党为了与不发达做 斗争和促进人 民进步选 择了 宪政社会 主义 。 作为

共和体制的 中心和 国家至关重要 的发动机 ，
社会主义宪政党 以群众作为基

础 ， 并 以民主制作为组织原则 。

”？ 更名之后 ， 该党建立 了中央委员会 （
Ｔｈ ｅ

Ｃ 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ｍｉ ｔｔｅｅ ） ， 实行 民主集中制领导 。 在新的机制中 ，
党的 中央委员会

被寄予厚望 。 根据党章 ， 政治局委员 和政府 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 新宪政

党高级领导人 ， 身兼重要外交使命的驻外大使和省长们都被囊括进 了这一

机构 。 党章还进
一

步将该委员 会确定为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 的执行 机构 ， 与

之前的政治局的作用相同 。 此外 ， 中 央委员会还被授予在布尔吉 巴逝世之

后监督权力交接 的任务 。 根据布尔吉 巴 的建议 ， 中央委员会在总统去世的

２ ４￣ ４ ８ 小时之内迅速选举党的最高领导人 ，
并负 责维持政局稳定 。

（
二

）
社会主 义宪政党 与

“

宪政社会主义试验
”

１９ ６ １ 年 ７ 月 ， 本 ？ 萨拉赫被任命 为计划与金融 国 务秘书 （ 相 当 于部

①ＬａｒｓＲｕｄｅｂｅｃｋ
，
Ｐａｒ ｔｙａｍｉ Ｐｅｏｐ／ｅ

： Ａ Ｓｔｕｄｙ＜
ＰｏＺｉｔ ｉｃａ ＺＣ／ｉａｎｇ ｅｍ Ｔｕｎｉｓ ｉａ

，
Ｃ ．Ｈｕｎ ｔ＆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１ ９６９
，ｐ

． ７９ ．

②ＬａｒｓＲｕｄｅｂｅｃ ｋ ，Ｐａｒ ｔ
ｙａｎｄＰｅｏｐ／ｅ

：４ｏ／ ＰｏＺｉｔｉｃａ／ ＣＡａｎ於 ｆ ｎＴｉｍ ｉｊ ｉａ ， Ｃ ．Ｈｕｒｓｔ＆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１９６９ ，ｐ
．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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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 标志着
“

宪政社会主义
”

正式挂牌上马 。 布尔吉 巴为此在各个场合进

行了造势宣传和宏观论述 。 而本 ？ 萨＠赫受命制定 了 具体的 经济社会发展

计划 。 在其领导下 ， 突尼斯集 中 了全国 最优秀 的技术人员 ， 并制 定 了
“

十

年发展规划 １９ ６２￣１ ９７ １

”

。
１９６ 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 这一规划正式发布 。

“

规划
”

确定 了接下来十年发展的基本 目 标 。 首先
，
经济

“

突尼斯化
”

。 第
一个 目 标

是在进出 口方面降低对法 国 的依赖 ， 减少金融 、 工业 和农业领域 的外 国 份

额 。 第二个 目标是
“

人的提升
”

， 即 实现机会均等 ， 提高生活水平 ，
重新分

配收人 ， 改善普通 民众 的 营养 、 住 房 、 教育和卫生状况 。 第三个 目 标是 调

节经济结构 ， 改变部 门 比 例不平衡 的情 况 。 第 四个 目 标是实现 自 我发展
，

取得 自 我的可持续增长 。

在
“

宪政社会主义
”

的 实施过程 中 ，
社会主义宪政党不仅体现 了该计

划的理论观念 ，
而且提供 了 组织保障 、 利益传送 和社会动员 机制 。 尤其是

表现在地方层面上 ， 新成立的
“

合作 委员会
”

的历史使命和实际作用都体

现了党的 以 上功能 。 在省长的领导下 ， 党委为组织发动群众不遗余力 。

在实践中 ， 突尼斯先后制订并实施 了两个计划 ，
分别是

“

１ ９６２￣１ ９６４

计划
”

和
“

１９６５￣１ ９ ６８ 计划
”

， 并取得 了相 当大 的成就 ， 但也存 在许多不

足 。 社会主义宪政党将摆脱
“

不发达
”

状态作 为党 的奋斗 目标 ， 并 以此为

党的新阶段的奋斗 目 标 。 计划部成立之后 ，
新宪政党进

一

步密切 了与 国家

的关系 。 １ ９６ １ 年 １ １ 月 ， 艾哈迈德 ？ 本 ？

萨拉赫进人新宪政党 的政治局 。 宪

政社会主义的实施越来越依赖党 的各级组织 。

新宪政党经历 了独立 之后的数年探索之后 ， 发现了 党在新时期需要承

担的历史使命 ，
为党增添了生命力 。

（
三

） 突尼斯一党 制 的 正式确立

１９６ ９ 年 ， 新的更为激进的计划 由 于 引 起了党 内 和 国 内的 激烈反对而作

罢 ，

“

宪政社会主义
”

试验告一段落 。 但是 ，
就突尼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而

言 ，

“

宪政社会主义
”

试验中 由 于现实需要 ， 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和党政关系

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 突尼斯正式建立了
一党制 的政党体制 。

首先 ，
社会主义宪政党引 入了 发展 主义 意识 形态 ，

承担起 了 为争取摆

脱不发达状态而实施
“

宪政社 会主义
”

计划 的组 织任务 。 在新 的党 章 中
，

党 的地位和领导作用更加明 确 。 社会主义宪政党 正式引 入了 发展主义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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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理论并以其作为党 的 意识形态指导 。 通过发展 主义 和现代化理论 ，
党

和 国家的事业联系在了
一起 。

其次 ， 党的组织与政府 管理体制实现 了相互融合 ， 相互配合 。 社会 主

义宪政党以动员 群众 、 争取群众对政府 政策的支持 、 反馈群众的 反应为其

根本任务 。 党的各级组织与政府决策与执行机构 实现了 融合 。 党的 决议经

过议会和总统确认 ， 变成 了 国家的 发展 战略 。 党的政治局 、 中央委员会在

与政府内 阁和地方政府的联动中实现了政策的执行和检验 。

最后
，
社会主义宪政党形成 了政府官员 和精英 的遴选机制 。 在社会主

义宪政党统治下 ， 不仅党的 领导人同 时担任 国家领导人 ， 该党还控制 了许

多社会团体 。 加入社会主义宪政党成为获得政治身份 、 晋升地 区 和国家领

导人的前提条件 。 在社会主义宪政党
一

党 制下 ， 党 的中 央委员会委员 充任

中央政府领导 、 驻外大使 、 立法 、 司法机构 负责人和省级领导人 。 社会主

义宪政党政治局和中 央委员会基本上囊括 了 突尼斯 精英阶层 。 社会主义宪

政党成了全民党 。

三
“

宪政民主联盟
”

与突尼斯的 民主化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 ，
由 于布尔吉 巴终身主席和终身总统 的确定 ，

突尼斯的威权主义政权开始走 向 了僵化。 然而 ， 经济 自 由 化 的发展要求政

治领域的相应变革 。 改革政党制度 ， 终结社会主义宪政党 的
一党 制统治 ，

向多党制转变成 了突尼斯政治改革 的新方 向 。 因此 ，

１９ ８ １ 年 ， 在 马扎里 总

理 的主持下 ，
突尼斯开始了 建立多党制 的探索 。 由 于时机不成熟 和领导人

缺乏改革的意愿 ， 改革最终 以失败告终 。 社会主义宪政党 同时面临左翼 和

右翼政治势力 的挑战 。 学生运动 、 工会运动等左翼运动与伊斯兰复兴运 动

的兴起都对突尼斯 的政治形势造成了影响 。 突尼斯面临剧烈 的政治变革 。

（

一

）
社会主义宪政党 的 复兴与 宪政民 主联盟的 建立

１９８ ７ 年 １ １ 月 ７ 日
，
突尼斯时任总理宰因 ？ 阿 比丁

？ 本 ？ 阿里以总统哈

比 卜
？ 布尔吉 巴身体状况无法履行职责为 由 推翻 了 后者的 统治 。 由 于本 ？

阿里 以
“

变革
”

为 口号
，
突尼斯进人了其领导下 的

“

变革
”

时代 。 在 民主

化浪潮的影响下 ，
突尼斯对其政党制 度进行 了改革 。 为 了 回应 民主转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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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党制的期盼 ，
突尼斯也转 向 了

“

多党制
”

。
１ ９ ８ ８ 年 ， 社会主义宪政党全

国代表大会非常大会召 开 ，
正式更名 为

“

宪政民主联盟
”

（ ＲＣＤ ） 。 新宪政

党实现了独立之后的第二次更名 。

“

民主
”

取代了
“

社会主义
”

， 标志着 以

计划经济为标志 的
“

宪政社会 主义
”

实践 已 经不能反映时代 的要 求 ， 突 尼

斯 的执政党必须以新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保持 民众的支持 。

宪政民主联盟主导下 ，
党的复兴事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首先
，
本 ？ 阿里重新界定 了宪政民 主联盟在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中的 地

位和作用 。

一方面 ， 宪政 民主联盟不再具备社会主义宪政党所具有 的 政策

形成和议程制定功能 ，
而是更多地充当 了政策宣传 的工具 。 另

一

方 面 ， 宪

政 民主联盟继续作 为维持侍从主义体 制 的有效工具而存在 。 这样 ， 既保证

了政治的稳定 ，
又为威权主义政权增添了 民主色彩 。

其次 ， 宪政民主联盟重 新夯 实 了其执政基础 。 在 中 央层 面 ，
政治局与

党的中央委员 会经过更新换代之后更加有效率 。 本 ？ 阿里将政治局 的人数

从 １２ 人减少到 了７ 人
， 并设立专 门 负责党的 事务 的秘书长 和为其配备的 ６

名秘书 。 在党的基层 ， 宪政 民主联盟更加 注重发展年轻党员 和 吸收专业人

士 。 另外 ， 宪政民 主联盟还 为 各级官员 提供 了培训 机会 ： 对 于年轻党 员 ，

每年从 ２８ 个地区 中遴选 ２０￣ ３０ 人进行为期三年的培训
；
针对高级党员制订

了
“

夏季大学
”

培训计划 。 １ ９９ ８ 年
，
突 尼斯还建立 了

“

政治 学院
”

， 专门

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培养党的未来精英 。
①

最后 ， 宪政民主联盟的党员构成完成 了大换血 ，

“

共和 国
一

代
”

和
“

变

革时代
”

精英成为 中坚力量 。 １９５６ 年前后 出 生 的党员替代 了 民族解放运动

年代 的党员 ， 开始走上 了各级领导 岗 位 。 而在政权核心部 门 中 ，
１９８７ 年政

变期间 的支持者和 内 政 、 安全部门 的 骨干成员 获得 了本 ？ 阿里的 信任 ，
成

为决策层的负 责人。

通过改革 ， 宪政民 主联盟保持 了 团结 ， 扩大了 社会基础 ，
更新 了政治

纲领 ， 从而在新形 势下获得 了 进一步发展
，
而不是走 向衰落 。 １９ ８８－ ２００８

年 ， 宪政民主联盟的基层组织从 ５ １ ２０ 个增长到 了
８８４３ 个 ， 并在海外建立 了

①Ｓ ｔｅｆｆｅｎＥｒｄ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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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政 党政治与 民 主化改革 Ｉ７５

１９７ 个基层组织 ， 党员人数从 １ ６０ 万增长到 了
２２０ 万 。

？ 而 突尼斯 的总人 口

刚刚过千万 。

（
二

）

一

党主导 下 多 党制 的运行

突尼斯政党制度的变革 ， 就其 实质而言 ， 从一 党制转 向 了
一党 主导 的

多党制 。 在突尼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 ， 社会 主义 联盟的主席同 时也是 国

家总统 。 党的髙级成员仍然把持国家领导人职务 。 宪政 民 主联盟 仍然是唯

一
一个基层组织遍布全国 的政治组织 。 在具体 的政治实践中 ， 突尼斯的政

党制度体现了 以下特点 。

首先 ， 突尼斯在形式上实现了
“

多党制
”

。 新 的政党法规定 ， 政党不能

建立在宗 教 、 语 言 、 种族或 地域基础上 ，
要遵循

“

人权 和 民族成就
”

原

则 。
？ 因此 ， 除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之外 ，

突尼斯的世俗主义政党都获得了 合

法性 。 社会 民主运动 （
ＭＤ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 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 ｉｃＳｏｃｉａ ｌ ｉ ｓ ｔ ） 、 突尼斯革新

运动 （
ＨＥ

，Ｈａｒａａｋ ａｔＥｔｔａｊｄｅｄ ） 、 人 民 团 结党 （
ＰＵＰ

，Ｐｏｐ ｕｌａｒＵｎ ｉｔ
ｙ
Ｐａｒｔｙ ） 、

民主进步党 （ ＰＤＲ
，Ｄｅｍ ｏｃ ｒａ ｔ ｉｃＲａｓ ｓｅｍｂ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ｒ ｔ

ｙ ） 、 自 由社会党 （ ＰＳＬ
，

Ｌｉｂｅ ｒａ ｌＳｏｃｉａ ｌＰａｒｔｙ ） 、 统
一

民主联盟 （
ＤＵＤ

，Ｕｎｉｏｎｉ ｓ ｔＤｅｍ ｏｃｒａｔｉｃＵｎｉｏｎ ） 等 ，

与执政党形成了共 同竞争 的局面 。 在历次大选 中 ， 上述政党都被容许参与

选举 。

其次 ， 突尼斯主动引人 了
“

人权
”

观念 ， 市民 社会组织得 到一定程度

的发展 。 为了反映突尼斯 在向西方 自 由 民主过渡 ， 突尼斯建立 了
“

人权事

务部
”

， 向全世界展示其
“

人权成就
”

。 而在突尼斯 的政治 自 由 化过程 中 ，

公共空间 的扩展也较为明 显 。 伊斯 兰组织 ， 社会团 体和政府机构都加人 了

这一领域的争夺 。
？

最后 ， 突尼斯建立了独特的政党活动经费补 贴制度 ， 将反对党的 活动

控制在一定限度之 内 。 不仅各个政党通过预算领取运行经费 ， 而且其政治

①ＳｔｅｆｆｅｎＥ ｒｄｌｅ
，
ｆｅｎ乂奶 Ｔｕｎｉｓｉａ （

＿／卯７
＿

２如９
） ：４Ｃａ５ｅ５ｔ ｕ办ｍｔＡｅＩＴｏ ｒ／ｄ ，

Ｂ ｅｒ ｌ
ｉｎ

；ＫｌａｕｓＳｃｈｗａ ｒｚＶｅｒ ｌａｇ ，２０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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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的制定也受到 了威权主义政权的 钳制 。 政府通过经费和报纸杂 志的审

批
，
以及合法性文件 的 授予制度控制 了反对党的 生存空间 。 另 外 ，

政府 通

过 向服从其意志的 反对党分配议席 ， 授予 了 它们有 限 的庇护资源 ， 扩展 了

侍从主义体制 。

（
三

） 民主化 的缓慢推进与 政治 改革

本 ？ 阿里上台伊始 ， 就将政治改革作为施政重点 ， 并制定 了 民 主化转

型 的 目标 。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９ 年 ， 本 ？ 阿里通过释放政治犯 、 推行多党制 、 制定

《 民族宪章 》 、 进行全国大选等举措贏得 了 民众的 支持 。 民主宪章联盟在其

领导下焕发了新的活力 。 然而
， 在 实践 过程 中 ，

民主化进展并不顺利 ，
政

治改革也最终走向 了其反面 ， 即改革停滞 。

首先 ， 突尼斯 的 民 主化模式 由
“

指导 下 的 民 主
”

转 向 了
“

总统 的 民

主
”

。 独立之后 的突尼斯 ， 由 于布尔吉巴 的个人魅力 和执政党新宪政 党在 民

族解放运动 中 的 突 出 作用 总统 与政党取得 了主宰政局 的地位 。 因 此 ， 突

尼斯的 民主化被牢牢控制在 总统的 手中 ，
是

“

自 上而下
”

的 民主化 。 突尼

斯政治在哈比 卜
？ 布尔吉 巴和本 ？ 阿里两任总统期间 （ １ ９５７－ ２０ １ １ 年 ）

，
呈

现 了进步一保守
一进步一保守的基本态势 。

哈比 卜
？ 布尔吉 巴在其任 内进行 了大刀 阔斧 的社会 、 经济改革 ， 为 民

主制度的 建立奠定了
一

定的基础 。 比如
，
突尼斯 １９ ５７ 年废除 了君 主制 ，

实

行总统共和制 。
１ ９５９ 年 ， 突 尼斯制定 了独立后 的第一部宪法 ， 保障 了 国 民

的基本 自 由 权利
，
也授予了 总统 广泛 的权力 。 布尔吉 巴废 除了多妻 制 ， 给

予 了妇女平等权利 ， 突尼斯 的政 治参与得到 了极大 的拓展 。 因此 ， 布尔吉

巴于 １ ９６４ 年和 １ ９６９ 年蝉联 总统 。 １ ９７４ 年 ， 突尼斯通过 了 宪法修正 案 ， 布

尔吉 巴事实上建立了
“

总统君主制
”

。
？ 作为共和 国总统 ， 哈 比 卜

？ 布尔吉

巴拥有与 专制君主相 同 的权 力 ， 民 主化制度受到 削 弱 。 直到 １９ ８ １ 年 ，
突尼

斯才开始 向多党制过渡 ， 突尼斯共产党 （ １ ９８ １ 年 ） 、 社 会民 主运动 （
１９ ８ １

年 ） 和人民 团结党 （
１ ９ ８ ３ 年 ） 等 ３ 个政党获得了合法性 ，

在布尔吉 巴时期
，

新宪政党 （ １９ ６４ 年更名 为社会主义宪政党 ） 成了 动员 群众政治参与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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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的工具 。 布尔吉 巴政府 虽然承诺多元主义 ， 事 实上却不遗余力地镇压

政治反动派 。 布尔吉 巴先后镇压了
“

优素福分子
”

、 本 ？ 萨拉赫 、 突尼斯共

产党与伊斯兰主义者 。
？ 布尔吉 巴

“

控制 中 的 民 主
”

是 在确保其
“

最高斗

士
” “

突尼斯之父
”

地位的基础上 ， 根据其对 国际 国内形势 的分析 ， 按他个

人设定的道路进行必要的 民主化改革而已 。

本 ？ 阿里时期突尼斯 的 民主化仍然延续 了
“

自 上而下
”

的 特点 。 他在

继续保持总统主导地位 的 同 时 ， 倡导
“

开放
”

和
“

变革
”

，
以

“

民 主
”

招

牌为其政权构建 合法性 。 本 ？ 阿里将 自 己 的政 治 、 经济 决策刻 意诠 释为

“

变革
”

， 在各种场合标榜改革者 的形象 。
１９８７ 年发动政变后 ， 他摆 出 了和

解的姿态 ，
大量释放并特赦政治犯 ，

欢迎海外流亡人士 回 国 。 １ ９８８ 年与其

他政治力量签订的
“

民族宪章
”

中 ，
明确写入 了

“

开放
”

和
“

变革
”

的 内

容 。
？ 突尼斯议会与总统选举也实现了制度化 。

然而 ， 发生在邻 国 阿尔及利 亚 的 民 主实验 以及 此后 的 内 战灾 难使得

本 ？ 阿里放缓了 民主化步伐 ， 加 强 了对 民 主化进程 的控 制 ， 政府政策再度

趋于保守 。 １ ９９９ 年 ， 突尼斯首次举行了竞争性 的总统选举 ，
反对党领导人

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
２００２ 年 ， 突尼斯议会建立上 院 。

２００６ 年 ， 本
？ 阿里

在议会中增加了１９ 个席位 ， 并将其分配给 了几个主要反对党 。 但是 ，
这种

选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 际意义 。 从 表面上看 ， 突尼斯 引进 了
“

选举 民 主
”

（ 如表 １ 所示 ）
， 实现 了

“

部分民 主 （ ｐａｒｔｉａ ｌｄｅｍ ｏｃｒａｃｙ ）

”

。 但宪法规定总统

有权向议会提出议案 ， 签署议会通过的议案 ，
且其权力不受制约 。 由 于执

政党宪政民主联盟掌握了
８０％ 以上的议会席位 （ 如表 ２ 所示 ） ， 总统可 以解

散 内阁却不存在被弹劾 的可能性。 另 外 ， 为了 压缩 突尼斯市 民社会的 发展

空间 ， 本 ？ 阿里建立 了
“

民 族团结基金 （
ＦＳＮ

）

”

， 促进贫 困地 区的 发展和

帮助失业大学生就业 。 这一基金主要以扶贫和改善城镇居 民生活条件为主 ，

但其政治意义在于和伊斯 兰组织 以及其他反对派慈善组织争取贫困 群众 的

① 萨拉赫 ？ 本 ？ 优素福 曾在突尼斯独立前后挑战布 尔吉巴 的领导 地位 ， 本 ？ 萨拉赫 推行社会

主义实验失败后流亡欧洲 ， 并组建反对党 ， 伊斯 兰主义组织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兴起 后受到 了

布尔吉 巴政府的镇压 。 Ｓｅ ｅＳｕ ｓａ ｎＷａ ｌｔ
ｚ

，


“

Ｃ ｌ
ｉ
ｅ ｎ ｔｅｌ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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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ｕｎ ｉｓ ｉａ ，

”


ｉｎ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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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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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Ｐｏｌ ｉｔｉｃａ ｌＥｃｏ ｎｏｍｙ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ＬｙｎｎｅＲ ｉｅ ｎｎｅ 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ｓ
，１９９ １

，

ｐ
．
 ３５ ．

② 杨鲁萍 、 林庆春编著 《 突尼斯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第 ９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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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 该基金的发放过程并不透明 ， 而且将 对本 ？ 阿里政权效忠作 为前提

条件 。
？

表 １ 本 ？ 阿里时期的总统选举情况

选举 日期候选人得票数得票率

１ ９８９ 年宰 因 ？ 阿 比丁
． 本 ■ 阿里２０８７０２８ １ ００％

１ ９９４ 年宰 因
． 阿 比丁

． 本 ． 阿里２９８ ７３ ７５ 〗 ００％

１ ９９９ 年宰因 ？ 阿 比丁
？ 本 ？ 阿里３ ２６９０６７９ ９ ． ４％

２００４ 年宰因 ？ 阿 比丁
？ 本 ． 阿里４２０４２９２９４． ４％

２００９ 年宰 因 ． 阿 比丁
． 本 ． 阿里４２ ３ ８ ７ １

１８９ ． ６％

表 ２ 本 ？ 阿 里时期议会选举情况

选举 日期党主席得票数得票率议席数

１ ９８ ９ 年宰 因 ？ 阿比丁
？ 本 ． 阿里１ ６３ ３ ００４８０ ． ６％１４ １

１ ９９４ 年宰 因 ？ 阿比丁
． 本 ？ 阿里２７６８６６７９７ ． ７％１４４

１ ９９９ 年宰 因 ． 阿比丁
■ 本 ？ 阿里——１４８

２００４ 年宰 因 ？ 阿比丁
？ 本 ？ 阿里３ ６７８ ６４５８７ ． ５％１５ ２

２００９ 年宰 因 ． 阿 比丁
？ 本 ？ 阿里３ ７５４５ ５ ９８４ ． ５％１ ６１

资料来源
：
维基百科 ， ｈｔ

ｔ

ｐ ：
／／ ｅ ｎ． ｗ ｉｋ ｉｐｅ ｄ

ｉａ．ｏｒｇ
／ｗ ｉｋ ｉ／Ｃ ｏ ｎ ｓｔ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Ｄｅｍｏｃ ｒａ ｔ
ｉｃ ＿ Ｒａ ｌｌｙ 。

其次 ， 突尼斯的政治改革 出现 了反复 。 在本 ？ 阿里 的政治改革 中 ， 修

改宪法 中终身 总统条 款和对 总统任 期加 以 限定是其 历史功绩之
一

。 但是 ，

他为 了延长任期 ， 再次修改宪法 的 限制性条 款明 显背离 了其之前 的承诺 。

２００２ 年 ， 突尼斯宪法 修正案通过全民公决 ，
取消 了总统的任期 限制 ，

并将

总统的参选年龄提髙到 了７ ５ 岁 ， 为本 ？ 阿里继续第 四个总统任期扫 清了道

路 。 另 外 ， 其纵容总统家族大肆敛财和培养接班人 的 做法也与 民 主化 的 努

力相去甚远 。

最后 ， 政治改革的停滞使得宪政 民主联盟失去 了 活力 和凝聚力 。 宪政

民主联盟成了利益集 团 的代表和分派利益 的机构 。 突尼斯在 民 主化方面的

缓慢进展使得宪政 民主联盟的合法性丧失 ，
凝聚力下降 。 进人 ２ １ 世纪以来

，

①Ｓｔｅ
ｐｈ

ｅｎＫ．Ｋ ｉ ｎｇ ， ７％ｅＪｕ ｔＡｏｒ
ｉ
ｆａｒ

ｉ
ａｎ

ｉ
ｓ

／ｎ
ｉ
ｎ认ｅａｍｆ ｙＶｏｒ ｔＡ４和ｃ ａ

，
Ｉｎｄ ｉａ ｎａ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９

，
ｐ ．１７９ ．



突尼斯政 党政治 与 民主化改革 丨

７９

本 ． 阿里个人专 断的政治体制完全形成 ， 政党和行政机构 、 立法机构 、 司

法机构统一于总统府 的权威之下 。 执政党不仅丧失了 左右政局 的能力 ， 而

且其本身的无限扩张也影响 了其作为政治组织 的有效性 。 由 于政府在解决

失业率方面 的糟糕表现 ， 大量年轻人 已经不再信任党的 理念 。 社会 民 主联

盟在吸收年轻人加人方面遇到 了 困难 。 在执政党 内部 ， 由 于总统府 的 至高

无上地位 ，
党员身份仅仅成 为进人政治体制和获取庇护 的保障 ， 党员 在党

的原则和纲领方面出现了松弛 。 宪政民主联盟的政党建设遇到 了严重阻碍 。

党在
“

宪政
”

和
“

民主
”

两个层面同时遇到 了难题。 本 ？ 阿里对 《 民族宪

章》 的背离和突尼斯 威权 主义政治 体制 的 强化 在突尼 斯 民众 中 引 发 了不

满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７ 日 的

一场变革最终推翻 了拥有 ９０ 余年党史的 宪政民

主联盟 。

结 语

新宪政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 中 ， 紧紧把握住 了 时代 的 脉搏 。 这体现在

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作为争取 民族 独立 的旗 帜 ，
独立之后 实行现代化强 国 战

略 ，

８０ 年代末以 民主促进者作为新 的追求 。 正 因 为如此 ，
新宪政党经 历了

较长的发展时期 ，
在突尼斯历史上镌刻上了 自 己 的名字 。

新宪政党 向社会主义宪 政党 和宪政 民 主联 盟 转变 的 过程 中 ， 保持 了

“

宪政
”

的标志 ， 也体现了长期以来坚持 的政治传统 。 在这一传统下 ，

“

宪

政主义
”

和
“

改革主义
”

是其核心理念 。

“

宪政
”

标志着突尼斯政治体制制

度化的发展 ，

“

改革
”

则是其生命攸关的生存战略 。 独立 以来 ， 新宪政党在

制度化方面的发展 ， 使得 突尼斯 的威权 主义体制不断走 向深人和强化 。 在

此体制下 ， 突尼斯在社会 、 经济 、 政治方面都取得了 重大进步 。 然而 ， 威

权主义政治与改革注定是相互对立 的发展方向 。 权威加强 的 同时 ， 改 革必

定走向停滞 。 总体而言 ， 突尼斯 的政治制度演变没有取得 突破 ， 执政 党民

主建设严重滞后 ，
领导人更替缺乏有效机制 ，

最后只 能寄希望于政权更替 。

这样的事件在 突尼斯 历史上 出 现了 两次 ，

一 次是在 １９ ８７ 年 ， 另 一次是在

①Ｍ ｉｃ ｈｅｌｅ Ｐｅｎｎｅｒ Ａｎ
ｇ
ｒｉｓ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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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ｔ ｈｅＳｕｃｃ ｅｓ ｓｏ ｆＭａ ｓ ａＣ ｉｖｉｃ Ｐｒｏｔ ｅｓｔｉ ｎＴｕｎ ｉｓ ｉａ
，


”

财ｉｄｄ／
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Ｖｏ ｌ

．６７
，Ｎｏ ．

４
，２０ １ ３

，ｐ
． ５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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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８ 年 。 在前
一

次 ， 本 ？ 阿里政权顺应时代 发动 了政变 ，
扭转了威 权体制

的僵化局面 。 在第二次 ， 本 ？ 阿里政权为 自 己建立的威 权体制 的僵化所束

缚 ，
最终被民众所推翻 。

［ 责任编辑 ： 申 玉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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