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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民主巩固理论研究》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关于民主巩固理论的概念由来以及不同的观点，研究亨
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困境，认为民主巩固正接受挑战。
《西方民主巩固理论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民主巩固研究的历史溯源、民主巩固的概念、民主巩固研
究途径、民主巩固的条件、民主巩固的测量和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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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菁，1982年生，四川乐山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毕业，师从陈炳辉先生，
现为成都理工大学副教授。
喜爱政治学十年有余，以一个门外汉的身份慢慢步入这门学科的学术殿堂，先后在《教学与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成果被《
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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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缺乏对“行为”层面的精准界定。
阿尔弗雷德·蒙特罗（Alfred P Montero）指出林茨和斯泰潘的综合性定义的行为层面没有对“未巩固
”的民主政体非民主行为的程度进行定义和提供精确的标准。
不忠诚的反对派在很多巩固的民主国家也存在，包括美国和西班牙。
“那么，这些不忠诚行为的存在威胁到了美国或西班牙民主的巩固本质了么？
当然，这种行为的频率和激烈程度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新兴民主政权的巩固，如巴西或俄罗斯。
因此，不忠诚反对派的活动和行为的范围必须有方法进行评估。
” 5.态度层面的危险是将信任作为原因也作为结果。
达尔将前民主政体时期信任的存在作为巩固的前提条件；但是对林茨和斯泰潘而言，民主信任与民主
文化这些现象是作为巩固的指标包含在他们的自变量中的。
那么，民主文化究竟是民主巩固的前提，还是民主巩固的内涵，因变量与自变量的混淆引起了民主巩
固概念内涵的循环和同义反复的结论，而这种逻辑混乱在民主巩固相关著作中是普通存在的。
 6。
民主巩固的定义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
学者们在运用“民主巩固”这个概念时，已经预设了政治发展将最终通向这个目标，预设了某些因素
的运作有助于民主的巩固或制度化，相对照的一些障碍因素也将阻碍民主巩固或制度化的过程。
即使很多学者是以非目的论角度写的——朝着“巩固”的行为——事实上，他们坚持认为巩固的过程
是前进的或倒退，运动的方向是可知的。
但是如果依据民主巩固的定义，会发现有些民主国家仍处于民主尚未巩固的状态长达二十年之久，这
意味着民主巩固定义和基本预设的不足之处。
奥康奈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民主巩固理论能够说明，新兴民主国家基于何种理由和透过何种过程，
可以在建立制度化的选举之后便能达成民主的巩固”。
这可能只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
 7.民主巩固是学习的过程。
林茨和斯泰潘认为民主化在不同时段是循环式前进的，巩固的民主国家可能崩溃为威权主义政体（如
希腊和乌拉圭）。
他们认为通过民主实践而学习了民主的经验，倒退是教导民主政体如何建立一个工作的更好的民主政
体的资产的话，蒙特罗（Alfred P Montero）认为这种学习路径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说学习对促进民主程度很重要，那么拉美国家已经在学习民主的路上积累了足够丰富的资料，事
实上这种学习并没有使他们比韩国、南非在民主程度上更为优秀。
民主巩固更有用的视角可能是接受其巩固内在的缺陷和无止境。
 8.对“未巩固的民主”形态缺乏分类。
许多新兴民主国家被界定为尚未巩固、尚未制度化，或者低制度化，是因为这些国家欠缺先进民主国
家的制度化形式和程度，但这种负面表述的分类方式先天排除了各钟类型民主国家特征的经验性描述
，来建立新的民主政治分类方式的可能。
而民主政治的新分类方式对于评估不同类型民主国家存续可能性的高低、探讨不同类型民主国家的变
迁模式、不同类型国家的民主品质和表现上的差异是有必要的。
但是民主巩固概念聚焦在“巩固”与“未巩固”非黑即白的分类上，并没有对这些“未巩固”的民主
类型进行细致的类型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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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民主巩固理论研究》由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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