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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專題 

拉美民主化進程中的經濟因素 

萬瑜，復旦大學拉美研究室博士後 

 
 
摘  要： 
 
 縱觀拉美的民主化進程，其民主與專制的週期性社會震盪持續了一個多世紀。

這取決於其經濟發展水準與民主化的關係。儘管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沒有必然、

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有很強的相關性。因此，民主化進程中的經濟因素不容忽視。

本文針對拉美國家經歷的三次民主化浪潮及其經濟因素進行了深入探析。 
 
關鍵字：拉美；民主化；經濟因素 
 
 
 縱觀拉美的民主化進程，其發展可謂是一波三折。自 19 世紀中後葉以來，

拉美國家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民主化進程，其民主與專制的週期性社會震盪持續

了一個多世紀，經歷的三次民主化浪潮引人深思。 
 
 拉美民主化進程的發展取決於其經濟發展水準與民主化的關係。在比較政治

學的發展理論研究中，主要有三種關於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關係的理論——衝突

說、相容說和懷疑說。 
 
 有學者認為，對於拉美國家來說，經濟上的成功使權威主義政權失去了存在

的基礎，而在經濟成功之後出現的經濟失敗則為權威主義垮臺提供了一個契機，

迫使他們把權力還給文人政府。但是，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拉美在其工業

化和現代化發展最迅速的時期，發生了一連串軍事政變，幾乎整個拉美都處於軍

事獨裁統治之下。由此可見，拉美國家的政治民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簡單

的以「衝突說」或「相容說」所概括其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來闡釋拉

美民主化進程是不夠具體和深入的。因此，處於上述兩種理論觀點之間的「懷疑

說」特別值得注意。對於這一理論，根據索儒森(Georg Soreusen)的分析研究，發

展中國家裡威權或獨裁專制政權與民主政體在政治參與、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

方面可以有不同的變數組合。不同的政治體制可以和不同的經濟政策組合，而產

生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果。簡而言之，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並沒有必然、直接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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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關係，但有很強的相關性。因此，民主化進程中的經濟因素是不容忽視的。 
 
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及其經濟因素 
 
 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始於拉美獨立戰爭。19 世紀初，由於深受北美獨立

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尤其是法國啟蒙思想家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等主張

所發揮思想啟蒙的催化作用，拉美人民推翻歐洲殖民者的鬥爭熱情迅速高漲。 
 
 1804 年海地宣佈獨立，揭開了拉美獨立戰爭的序幕。到 19 世紀中葉，除古

巴、波多黎各外，拉美其它的法、西、葡屬殖民地均宣告獨立。這場戰爭不僅僅

摧毀了歐洲殖民者的統治，更重要的是把歐洲的民主制度引進到拉美。因此，這

次民主化浪潮是以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共和政體為核心內容的。 
 
 拉美獨立運動的領袖們，懷著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極大熱忱，力圖借鑒

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觀點來創建自己的共和國。他們從歐美引進了西方的代議制

民主政治制度，並紛紛建立了議會，以法、美兩國憲法為藍本制定了憲法，明確

規定了各項民主原則（如公民自由權、分權制等），要求建立代議制政府等，但

這些在現實面前遇到了嚴峻挑戰。由於拉美國家長期處於西班牙、葡萄牙這類自

身尚未實現政治現代化的宗主國的封建統治下，因而缺乏政治民主的傳統。再加

上它們在獨立後資本主義經濟的根基極不穩定，這些問題都成為這些革命者實現

政治民主化的重重障礙。「但早期的領導人卻大多不諳國情，熱衷於推行西方民

主制，美國的聯邦制和英國的自由貿易制，反而延長了國內分裂和混亂的局面」。  
這樣，由於殖民地的封建專制傳統、天主教與傳統專制的政治聯盟以及軍人集團

和軍事組織的深遠影響，由少數精英分子所引進的西方民主制度在拉美發生了畸

變，被一種獨具拉美特色的政治制度——考迪羅制所取代，形成了一個「考迪羅

主義時代」。考迪羅制實際是一種在共和制外衣包裝下的軍閥獨裁體制。正如亨

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所說：「談到政治現代化，沒有比軍人

干預政治這一點更為引人注目和司空見慣了。軍人政府和軍人政變、軍人反叛和

軍事政權一直是拉丁美洲國家中綿延不斷的現象」。 
  
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的結果不甚理想，出現了從早期的民主努力到考迪羅威權

主義政治統治的轉變。這與其進程中的兩個主要經濟因素密不可分： 
 
一、殖民地時期的社會經濟結構 
 
 從社會變革的深度來看，19 世紀初期掀起拉美民主化浪潮的獨立戰爭雖然

採取的是武裝鬥爭這一革命鬥爭的最高形式，但它基本上只是一場保守的運動，

其結果只是政治層面上的變動，而經濟與社會結構原封未動。因此，儘管歐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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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度隨著獨立戰爭的砲火被移植到了拉美的土地上，但這塊土地還並不具備民

主制度生根開花的條件。其根本原因在於，雖然戰爭結束了歐洲殖民者的統治，

卻沒有從本質上摧毀遺留下的社會經濟制度。所以，拉美各共和國在獨立後資本

主義經濟基礎十分薄弱，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也十分軟弱。 
 
 與此同時，在殖民地時期被西班牙王室分封土地的監護主，由於各國的獨立

失去了殖民政府的保護。面對獨立戰爭後的政治混亂、經濟停滯的無政府狀態，

為了維護自己漸失的特權，他們靠其統治下的農民自己組成武力集團，並從地方

政府得到委任狀取得合法的外表，再通過選舉或暴動掌握地方的政權，成為控制

一方的政治強人。各個小集團相互結合或吞併，形成以考迪羅為首領的更大區域

組織。可見，殖民時期的社會經濟結構是造成考迪羅專制獨裁制度在當時唯一可

行的重要因素。 
 
二、世界現代化浪潮的國際經濟環境 
 
 在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興起之時，世界第一次現代化浪潮（即從英國工業

革命開始然後向西歐擴散的現代化浪潮）還沒有結束。但由於新獨立的拉美各國

不具備政治穩定這一參加現代化的重要條件，而被排除在第一次現代化浪潮之外，

成為現代化中心國家的週邊或邊緣。直到 19 世紀後半期歐美發達國家出現第二

次現代化浪潮（即歐洲新技術革命和工業化新浪潮）的時候，拉美國家才開始真

正融入世界現代化浪潮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其民主化進程深受這一因素的影響。 
 
 19 世紀 50 年代以後，在世界第二次現代化大浪潮的推動下，尤其是外國資

本（主要是英國資本）的流入，拉美國家作為原材料和農產品出口國擁有了加入

全球經濟的機會。在整個 19 世紀下半葉，拉美地區的貿易由於工業化國家需要

購買更多的農礦產品經歷了引人注目的增長；另一方面，由於歐洲國家為了確保

提高其工廠和城市人口所需求的農礦產品的產量，源源不斷地向拉美國家輸送資

本、技術和人才，導致外國在拉美的投資日益增加。要充分利用這些經濟因素，

政治穩定是必要條件。對此，拉美國家的領導人和外國投資者十分有默契，都希

望能在拉美建立一種有能力維持穩定以支援出口發展模式的政府體制。之前在世

界第一次現代化浪潮中得到的教訓證明從西方引進的代議制民主體制在此時並

不適合。所以，到 19 世紀末，拉美地區普遍出現了被稱為「秩序與進步獨裁者」 
的考迪羅高度集中的獨裁制度。事實證明，在世界現代化浪潮的國際經濟環境的

外力作用下，拉美國家經濟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其社會和政治的變革。 
 
拉美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及其經濟因素 
 
 拉美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始於 20 世紀 20 年代，表現為平民主義的興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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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義是由希望發展工業（其根本目的是實現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工業資產階級

同工人、城市中間階層和知識份子等結成聯盟，以加強自身主導權的新型政治思

潮」，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美人民反獨裁爭民主運動的衝擊下的結果，

預示著統治拉美近一個世紀的考迪羅主義開始走向衰落，是考迪羅主義衰敗過程

中拉美走向民主化的主流思想。「它雖還不是民主制度，但政權有著廣泛的民眾

基礎」。到二戰後，拉美民主化浪潮進一步高漲，僅 1944 年和 1945 年就先後有

古巴、薩爾瓦多、哥倫比亞、瓜地馬拉、秘魯、委內瑞拉和巴西等國的軍人政權

被迫辭職。到 1959 年，拉美僅剩下 4 個軍人政府，創歷史最低紀錄，達到這一

時期拉美民主化嘗試的頂點。以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為代表的拉美國家在這一

時期建立了一種被稱為民眾主義的政體，它遠比考迪羅制寬鬆、自由和民主，體

現了工業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工人和知識份子等社會階層希圖發展的願望。雖

然它還不能算是完全意義上的民主政體，但卻擁有較為廣泛的民眾基礎，將拉美

政治民主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遺憾的是，拉美國家隨後遭遇了一次其民主命運的低潮。20 世紀 60 年代，

拉美各國民主化進程再度受到挑戰，原有的民主趨勢出現大的倒退。民眾主義政

體並沒有直接發展成現代民主制度，而是再次倒退到軍人獨裁政權。首先是 1962
年阿根廷和秘魯政府被軍人推翻，接著厄瓜多爾軍人在 1963 年奪權，此後巴西、

玻利維亞、巴拿馬等國軍人先後政變上臺，就連號稱拉美「民主櫥窗」的智利和

烏拉圭也發生了軍事政變，建立了軍人獨裁政府。到 20 世紀 70 年代初，除墨西

哥、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五國外，拉美幾乎成了威權主

義的一統天下。  
 
 與第一次民主化浪潮的情況相似，拉美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再次經歷了一個大

的「民主——專制」週期。但不同的是，拉美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上演的是從新民

主政治（已不是舊的民主制，而是新的民主制，即民眾主義民主制）到新威權主

義政治(已不是舊的考迪羅主義專制獨裁制度，而是軍人政權的新威權主義制度)
的轉變過程。這是由這一階段特定的各種經濟因素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自身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 30 年代，拉美經濟在現代化的推動下高速發展。現

代化帶來了物質和技術的進步，人口遷移、農業的機械化、商業化使拉美出現了

人口增長和城市化。20 世紀初，里約熱內盧、布宜諾斯艾利斯、加拉加斯、聖

地牙哥、墨西哥城等都發展成為重要的大城市。因此，拉美的社會經濟結構也隨

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出現了影響力越來越大的兩個階級：中產階級和城市工人

階級。中產階級在拉美主要國家中發展很快，到 19 世紀、20 世紀之交，已占人

口總數的 10% 。這意味著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具廣泛基礎的新的社會政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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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從下層發展起來。面對自主現代化的宏偉經濟目標，如何對待這兩個新興階級

成為拉美政治發展最關鍵的問題。此時所需要的新的政治系統必須是強大的，因

為它必須有能力創新政策，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並且將現代化改革所催生的

各種新的社會力量成功地納入政治體系之內以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在這一過程

中，為了減緩客觀存在的利益分配上的尖銳鬥爭、創造自身政治優勢，許多拉美

國家都在 20 世紀中期進行了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建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民主制

度——民眾主義政治制度，這一嶄新的政治制度把工農民眾、特別是城市工人階

級吸納進了政治體系，壯大了政權的社會階級基礎。墨西哥的卡德納斯主義政治

制度、巴西的瓦加斯主義政治制度和阿根廷的庇隆主義政治制度等等都是其典

型。 
 
二、第一次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引發的內部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20 世紀 30 年代對於拉美的民主化進程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在這一時期爆發

的第一次世界規模的資本主義發展性經濟危機是其最明顯直接的經濟因素。這次

經濟大蕭條給了拉美特別沉重的一擊，使其早期現代化所採用的初級產品出口發

展模式破產。由於國家的財政基礎在這次經濟危機中被嚴重動搖，因此公眾對於

文人政權的支持度也隨之大大減少。在日益壯大的工人階級面前，文人政府的統

治階級精英們陷入了如何解決危機以及正在進行的經濟與社會變革問題的困

境。 
  
 在這種情況下，軍人以獨裁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的姿態登上了拉美的政治舞

臺。新的國家領導人轉向了一種自主、自強的工業化經濟發展模式，開始了一場

以加速社會經濟變革為目的、以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為核心的現代化運動。由此

可見，在這個時期建立的拉美軍人政權較以前的軍人統治受到更多經濟元素的影

響，帶有強烈的發展主義傾向，致力於追求國家的現代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它們認為對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進行全面的改革、全力發展經濟、吸引外國投資

者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奉行這種新威權主義制度的拉美國家政府以強有力的軍

人獨裁統治排除政敵的干擾，從而推進拉美的現代化。 
 
拉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及其經濟因素 
 
 1974 年，隨著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歐洲最後三個威權政體的倒臺，

民主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震撼著整個世界，拉美也在這一世界民主化的大背景下，

成為勢頭最猛、範圍最廣、對專制統治衝擊最大、在世界範圍內影響最大的地區。

20 世紀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席捲整個拉美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拉開了帷幕，

國家重新回到代議制民主軌道。這次浪潮最早出現在巴拿馬。1978 年，巴拿馬

通過選舉開始由文人擔任總統。1979 年，尼加拉瓜人民推翻了索摩查家族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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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年之久的專制獨裁統治，成立了文人政府。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拉美

民主化發展猶如多米諾骨牌倒塌一樣一發不可阻擋。從 1980 年開始，先後有秘

魯（1980 年）、宏都拉斯（1982 年）、玻利維亞（1982 年）、阿根廷（1983 年）、

薩爾瓦多（1984 年）、烏拉圭（1984 年）、巴西（1985 年）、瓜地馬拉（1985 年）、

海地（1986 年）以及蘇里南（1988 年）等國通過大選結束獨裁統治。 
 
 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拉美從 60 年代開始建立並苦心經營的各種威權政體

幾乎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各種軍人政權紛紛讓位民選政府，還政於民。經過第

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洗禮，現在拉美地區除古巴等極少數國家外，大都實行的是民

主憲政政體，各國基本都建立了民選的文人政府，民主化的發展在拉美取得了驚

人的成就。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經濟發展的實質程度與短期的經濟危機或失敗相結

合是最有利於威權政權向民主政府過渡的經濟公式。究其深層次原因，具有鮮明

時代特徵的經濟因素最為基本。 
 
一、全球性經濟危機對拉美經濟的嚴重影響 
 
 雖然之前的威權主義政體促進了拉美的經濟增長，但 1973 年由石油危機引

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給拉美經濟帶來嚴重影響，造成拉美各國經濟形勢惡化。其

具體表現為經濟發展速度減慢，收入分配更加不平衡，外債極速膨脹，通貨膨脹

居高不下。以外債為例，1950—1960 年拉美外債一直沒有超過 100 億美元，1970
年也只有 207 億美元，但到了 1977 年就突破了 1000 億美元，1980 年突破 2000
億美元，1982 年則接近 3000 億美元。 
 
 通貨膨脹也直線上升，從 1971 年的 15.5％，上升到 1975 年的 40.7％，高居

全球之冠。消費物價指數也是扶搖直上，如以 1975 年為 100％，1980 年增到 740.7
％，1981 年又升至 1206.8％ 。如此惡劣的經濟態勢給拉美各國的民生帶來了極

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起，拉美各國人民反對軍人獨裁爭取

民主的鬥爭的情緒再度高漲，威權主義政權如履薄冰，最終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強有力的衝擊下紛紛垮臺。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拉美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 
 
    對於拉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來說，二戰後其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是根本原因。

經驗證明，「在窮國，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富國民主化已經發生過了，在兩者

之間有一個政治過渡帶」。 因此，向民主化過渡主要發生在像二戰後處於中等經

濟發展水準的多數拉美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拉美國家在工業化和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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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動下取得了全面的經濟發展。1950—1980 年，整個拉丁美洲經濟年均增長

率為 5.3％，30 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 4 倍，工業生產總值增長了 6 倍。這不

僅為拉美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提供了經濟基礎，而且也動搖了威權主義的穩定性。

在社會經濟方面，之前的軍人政權很少採取措施去滿足社會各階層的要求，因此

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以巴西為例，從 1960 年－1980 年，10％最富有的人口

占國民收入比例從 40％增長到 48％，富裕程度僅次於上者的另外 10％的人口，

收入比例略有增加，從 14.7％增加到 15.4％，而其餘 80％人口的收入則有下降。 
這種嚴峻的局面激化了社會矛盾，使社會各階層期許實現更大程度的社會平等、

更公平地分配社會財富的願望愈加強烈，從而直接導致擴大政治參與權以實現國

家政治民主化成為焦點，於是更大規模的民主浪潮應運而生。 
 
三、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積極影響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球化所包涵的經濟的擴張和民主的擴張兩種形式成

為全球性的兩股巨流。這兩種形式相輔相成，尤其是政治的民主化浪潮最為全球

所關注，是全球化最重要的內容。拉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時期正是全球化和拉美

地區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的時期。因此，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和拉美民主政

治發展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總的來說，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拉美地區政治民主化進程產生了積極

影響： 
 
 第一，20 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由於世界經濟

衰退、盛行的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國際市場石油價格上漲、國際市場初級產

品價格暴跌以及國際金融市場的利率調高，最終導致了以 1982 年墨西哥宣佈無

力清償外債為肇始的拉美地區嚴重的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因而在政治上加劇了

人們對當局的不滿，引發社會動亂，進一步動搖了當時還占統治地位的獨裁政權，

加速了威權主義政治制度的終結。 
 
 第二，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來，拉美各國之間及拉美國家和美國在經濟上

與政治上加強了合作。它們建立的這種密切關係制約了國家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從而形成有利於民主政治發展的和平的大環境。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拉美各

國均以追求經濟利益作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使軍事成分的重要性大大減弱，因

此軍人政權的瓦解是大勢所趨。 
 
 第三，伴隨著全球化的擴展和拉美國家對外經濟關係的不斷發展，「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20 世紀 50-60 年代為準備階段)，拉丁美洲形成了一個新的由

經濟領域技術官僚或者由技術政治家組成的跨國階級，他們實行對外開放並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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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政策模式合法化。這一群體超越國家邊界結成人員之間的聯合(通過共同

的海外求學經歷)，其中大多數人曾在美國接受教育(如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和墨西

哥薩利納斯總統周圍的人士)，接受並宣傳美國經濟的主導模式(具有自由主義或

是新自由主義特徵的)。」這一新的社會經濟階層成為推動拉美第三次民主化浪

潮的一支重要的洲際性政治力量。 
 
 第四，拉美地區活躍的區域一體化大大推進了拉美地區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拉美經濟一體化組織所協調的內容包括民主政治的鞏固，並且增加了對不民主的

政權更替的制裁機制，為拉美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提供了強有力的外部支援。尤

其是把自己視為民主國家聯盟的美洲國家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五，經過了 20 世紀 80 年代的債務危機之後，拉美國家的民選文人政府逐

漸實現了經濟轉型以及與國際經濟的接軌。這一時期拉美國家積極參與經濟全球

化所取得的經濟成就鞏固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成果，駁倒了之前「專制政府比

民主政府更容易實施深層次的經濟改革和確保經濟增長」的普遍觀點，使拉美的

民主政治獲得了更高的合法性。 
 
 從 20 世紀 90 年代至今，拉美這片「民主的大陸」一直在為其民主制度的鞏

固努力著。如今在拉美，民主選舉已經成為重要的政治選擇，民主政治制度在大

多數國家獲得了高度的合法性和支持度。但由於依然存在著經濟增長不足、兩極

分化等諸多問題，拉美的民主政治還要繼續接受嚴峻的考驗。因此，未來拉美民

主化進程中的經濟因素仍然值得我們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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