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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保守党是英国的两大政党之

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现

代政党之一。如果从其前身托利党成

立（1680）算起，保守党应该有 300

多年的历史。不仅如此，与其他政党

相比，保守党又是英国历史上执政时

间最长的政党。自 1900 年以来，保

守党执政多达 60 余年，其中单独执

政 47 年，共六次，反比工党单独执

政 30 年，共五次，自由党共九年，

仅执政一次。由此可见，保守党单独

执政的时间超出其他两大政党掌权时

间的总和。

这期间，保守党虽然也曾多次

出现危机，包括 1997 年至 2010 年长

达 13 年的危机，但它总能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2010 年 5 月，保守党与

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开启另一

段的执政历史。促成保守党“老而不

衰”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自身的保守

特性与英国的社会传统相吻合、英国

选举制度对小党有利的优势、政敌的

分裂与失误等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

保守党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

和实用性，以及党组织的高度凝聚力

和与时俱进的精神。

保守党并不保守

保守党之所以历经沧桑，老而不

衰，渡过一次又一次危机，首要原因

是理论体系的非教条性和政策的灵活

性。人们谈论起英国保守党，自然很

容易地把它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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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来，认为保守党的意识形态一定

是保守的，内外政策势必僵化而缺乏

弹性。其实，这是一种相当偏颇甚至

错误的观念。恰恰相反，与英国的其

他政党如工党、自由党、自由民主党

及共产党相比，保守党的理论和形态

最具开放性，其内外政策最为实用主

义，有学者用“非教条性”、“发展性”

和“兼容性”来描述保守党的理论。[1]

保守主义理论起源于 19 世纪初

的托利主义，此后先后经历伯克主

义、迪斯雷利主义、新保守主义及撒

切尔主义等不同称谓。[2] 这诸多不同

的称谓表明，保守党在坚持其核心理

念的同时，折射出其在历经英国社会

变迁后的理论调整和变化。托利主义

是反映托利党人最初维护王权和封建

贵族统治的理论。它主张维护英国的

传统社会秩序，反对革命和剧烈的改

革，尤其是在改革浪潮来临时，托利

党逆势而又缺乏对策，顽固保守，始

终把托利主义当作灵丹妙药，仇视任

何新生事物。在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

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思

想显然已经落伍，导致保守党内出现

分裂，各派矛盾激化，组织失去活力。

1833 年，罗伯特·皮尔及时地提出

了“新保守主义”的概念。新保守主

义在强调维护现存政治制度，维护统

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也应支持当

时必要的改革法案，只是要求这种改

革必须小心谨慎，避免用过激方式。

这一思想恰好与当时的辉格党政论家

埃德蒙·伯克的观点不谋而合，因而

被称为伯克主义。伯克在反思法国大

革命的基础上告诫自己的同胞维护本

国等级和地位差别等基本政治秩序的

必要性，如果迫不得已需要变革，那

也要保持连续性，不能打破旧有的正

常秩序，不能引起社会的动荡。自此

至 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伯克的观点

反而被保守党所接受。这样，伯克主

义成为保守党长时期内的思想准则。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形势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新兴的中

产阶级选民不断增多，工人阶级日益

壮大并有了自己的主张。与自己的竞

争对手自由党相比，保守党的政策主

张和理念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

伐，因而在竞争中经常处于被动局面。

这时，以本杰明·迪斯雷利为代表的

保守党领袖集团则能善观形势变化，

改革保守党的理论基础，在继续强调

传统的维护国家体制和秩序同时，主

张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关心人民的

利益。这一理论调整改变了伯克主义

的不信任人民的偏见，进而被捧为“深

得民心的保守主义”。不仅如此，迪斯

雷利还迎合时代潮流，推行一系列的

社会改革措施。1867 年，迪斯雷利政

府进行宪法改革，赋予许多工人以选

举权；1874年颁布了工厂法，1875年

又颁布了《公共健康和手工业工人住

宅法》等。迪斯雷利的这些改革，使

得保守主义重获活力，为日后保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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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保守党又经历一次重大

的理论调整。战争结束之际

英国举行大选，满以为稳操

胜券的保守党及其党魁丘

吉尔却遭受意想不到的失

败。丘吉尔及其同僚踌躇满

志地认为，保守党刚刚领导

英国赢得战争的胜利，功勋

卓著，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

声望，赢得选举胜利毫无悬

念。但保守党人万万没有想

到，英国选民并不领情，因

为这时英国的国内外环境已

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

国内和国际政治流行的思潮

是社会主义及经济上的凯恩

斯主义，保守党的政策主张

显然已不合时宜。失败的残

酷教训促使保守党人反思，

结果保守党接受了工党主张的凯恩斯

主义和社会福利政策，使得战后英国

政治史上出现了两大党在主要政策

上特有的“共识政治”。1951 年，保

守党重返政府并连续执政 13 年，很

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次政策的调整。20

世纪 70 年代初，“共识政治”不再奏

效，保守党的中坚力量要求改弦易张。

1975 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当

选为保守党主席，下令成立一个“经

济建设小组”，更新党的政策。1977

年该小组制定了一份题为《经济成功

之路》的文件，放弃了曾影响英国经

济政策多年的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

成为时尚。1979 年撒切尔夫人当选

为英国首相，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

改革措施包括控制通货膨胀，改革税

制，推行市场化、国有企业私有化、

削减社会福利，严厉打击工会组织等。

媒体和学界将撒切尔的这些改革政策

和理念冠名为“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主义政策实施后不过数

年，以“滞胀”为主要症状的“英国

病”得以治愈，英国经济发展速度再

次居于西方国家前列，保守党也凭此

政绩连续四次在大选中赢得胜利，执

政时间长达 18 年，创下了英国政党

四次独立执政的历史记录。但是由于

该政策过分注重经济效益及私有化措

施，结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分化，

且随着其任期的增加，客观上也造成

保守党在思想理论上因循守旧和缺乏

创新，党内矛盾丛生，危机四起。这

时，在野十几年的工党在经历痛苦的

转型之后，在新生代领袖托尼·布莱

尔领导下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旨

在极端保守的撒切尔主义和旧工党的

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走中间道路。在第

三条道路指引下，英国工党

改造为新工党，从 1997 年

到 2010 年，连续三次赢得

选举胜利并单独组成政府，

一度使得工党达到巅峰，创

造了工党选举和执政的历史

记录。此时的保守党则陷于

全面低谷之中，党内分裂倾

向严重，党的肌体缺乏活力，

党员队伍日益萎缩，失望情

绪弥漫，给人一种“沉闷守

旧”的不佳形象。工党执政

的 13 年，是保守党备受煎

熬的时期。在经历过数次选

举失败和领袖更迭后，保守

党最终推出了眉目清新，充

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生代领导

人戴维·卡梅伦。鉴于撒切

尔时期推行的原教旨主义市

场经济和工党借鉴保守党经

济与社会政策成功经验，卡

梅伦对保守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在意

识形态、党内民主和社会管理等方面

调整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在坚持传

统实用主义的同时将党的政策立场定

位于中间偏右，打造现代而又亲民的

政党新形象。2010 年 5 月，卡梅伦不

负众望，在选战中击败工党。但由于

在议会中不占绝对多数，保守党毅然

放弃意识形态的纯正，坚持传统的实

用主义，甚至与本党意识形态具有差

异的自由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摆脱

了十几年来保守党屡败屡战的形象。

有民主，更有集中统一

谈起西方政党，人们一般认为他

们都是民主政党，他们往往是强化民

主自由而淡化集中和权威。但在实际

生活中，情况远非如此，英国保守党

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为英国首相后，大刀阔斧地对经
济进行改革，不仅治愈了以“滞涨”为症状的“英国
病”，而且使英国经济重回发展巅峰，创造了保守党连
续执政18年的记录。图为1987年6月11日，实现三连任的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向群众招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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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非如此。毋庸置疑，英国保守党在

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和发展中已经成为

一个符合自由民主标准的现代政党。

它既有相互独立的组织系统，又有保

证其团结统一的纪律约束和道德规

范。但从其理论和实践来看，保守党

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正是它的高

度集权和严格纪律，才最终保证了党

的团结统一。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

使得党内纵有林林总总的派别和组

织，如弓集团、星期一俱乐部、塞尔

顿集团、保守党改革集团等，[3] 这些

派别和集团虽也会因意识形态和政策

理念的差距而经常内斗不断，但为了

党的最终目标和利益，他们很少达到

内讧和严重分裂的地步。如保守党所

宣称的那样，他们“自己拥有长期的

高度共识，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派

别，没有观点上的实际分歧，只有基

于保守主义理念的高度一致”。[4] 确

实，与英国自由党和工党相比，保守

党内派别活动相对较少，长久剧烈的

党派对立更少，多数内争均能以温和

的方式进行，党内分歧通常不会对领

袖地位构成较大威胁，也不会导致党

的严重分裂。

更重要的是，由于保守党在意识

形态上始终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党

内的派别斗争总是围绕着如何为维护

与增强党的威望而进行，中心目标是

为了巩固或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而非

另立山头，制造分裂；甚至有人为了

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会忍痛退出权

力圈子。[5] 例如，1922 年，保守党因

与自由党和工党合作问题发生分歧，

由于两派领袖采取说服工作和民主表

决方式，进而解决了意见分歧，维

护了党的团结。再如 1975 年希思和

休·弗雷泽为了顾全大局，适时地宣

布退出党内领袖竞争，让位于玛格丽

特·撒切尔夫人。1990 年 11 月，当

撒切尔政府的政策处于内外交困、保

守党信誉不断下跌之际，为了避免党

的分裂，撒切尔夫人同样含泪辞去首

相职务，退出党内竞争，并推举其门

生、财务大臣梅杰参加领袖选举。如

她将这一决定通知内阁时潸然所说，

“如果我能退出，让内阁同僚参加竞

选，这对党的统一和大选胜利有益”。

在领袖选举中，梅杰的支持率未超过

规定多数，随后其竞争对手赫塞尔廷

和赫德自动退出竞选，并号召保守党

团结在新领袖周围。梅杰执政后，为

加强党内团结，捐弃前嫌，把赫塞尔

廷和赫德均延揽入阁，避免了保守党

的重大分歧。

保守党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党内凝

聚力固然密切联系于其共同的理念，

但党内集权与权力制约的有效结合也

十分重要。首先，从保守党的组织结

构来看，三大结构（议会党团、中央

总部和全国联合会）之间没有隶属关

系，只有工作上的协作关系。议会党

团是全党的核心，无论是执政还是在

野都要承担党的全部工作，它不仅掌

握着各项法案的讨论及表决权力，更

重要的是它掌握着选举领袖的权力。

全国联合会是议会外保守党的全国群

众性组织，主要任务是在议会外从事

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保守党的影响，

为议会党团服务。中央总部则发挥连

接议会党团和群众组织的桥梁作用。

三者的关系是，议会党团是核心，后

两者的工作更主要的是服务前者。其

次，党的三大结构最终以党的领袖为

核心，接受领袖的领导。保守党的领

袖通过其任命的督导员来控制议会党

团，促使所有议员根据其意志行事，

对于违纪的议员，领袖有权对其制裁，

直至开除出议会党团。同时，党的领

袖还可以通过其任命的党主席来控制

中央总部，进而影响全国联合会。因此，

党的领袖实际上成为保守党组织机构

的一部分。[6] 由此可见，保守党实际

上又是一个领袖高度集权的政党。

权力意味着责任和义务。保守党

领袖具有如此大的权力也意味着他肩

负的巨大的责任和义务。这就要求党

的领袖具有足够的智慧和超人的能力

来驾驭全党、领导全党。如果党的领

袖不称职，不能领导带领大家夺得大

选的胜利，或者一挫再挫，同样会被

选举其成为领袖的议会党团议员所罢

免，因为决定谁来做党的领袖或做多

久党的领袖的权利来自全体议会党团

议员。历史上的爱德华·希斯、阿瑟·鲍

尔弗，以及 20 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

的几任领袖如威廉·黑格、邓肯·斯

密斯、迈克尔·霍华德等，他们无不

是因为在保守党面临困境与失败时未

能带领本党取得胜利而主动请辞或被

赶下台。这种“适者生存”的残酷淘

汰机制始终是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的

法宝之一。

与时俱进，

永葆党的生命力与战斗力

任何政党最初都是某个特定阶

层的代表者，但是多数政党的发展历

史证明，只有与时俱进地扩大党的基

础，才能最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

斗力。19 世纪上半叶以前，托利党、

保守党一直是封建土地贵族的忠实代

表，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政治的

发展，这个集团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

的优势逐渐丧失。这时如果保守党继

续坚守其狭隘立场，难免会被新兴的

社会集团所抛弃。实际上，19世纪 30

年代的保守党“重建”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发生的。[7] 针对英国社会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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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新兴阶级集团，保守党

先是向上层资产阶级敞开大门，

该集团曾以反对封建专制起家，

但随着新兴中产阶级及工人阶

级的崛起，这些上层资产阶级

也转变成为现有秩序的维护者。

他们的加入使得保守党逐渐从

土地贵族的主要代表者转变成

为上层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者。

接下来，保守党又不得不开始

向日益壮大的新兴中产阶级和

工人阶级开放，以吸收新鲜血

液，改善党的结构，扩大党的

队伍。否则，如 19世纪保守党

领袖兰多夫·丘吉尔指出的那

样，如果不能获得工人阶级的

信任，保守党即无法取得政权。保守

党数个世纪的发展轨迹反复地证明了

这一铁律，否则，无论托利党还是保

守党都早已成为历史概念。

二战之后，英国先是经受福利国

家和国有化混合经济的影响，然后是

受撒切尔主义及保守党政府所推动的

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励私

人资本等政策的影响。两场革命性的

变革虽然性质完全不同，但其对英国

社会阶级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社会

结构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党的阶级基

础。尤其是在保守党执政的十几年中，

英国的社会结构变化显著，由商人、

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文职

人员为核心的中产阶级队伍进一步扩

大。这些人员大大得益于保守党的经

济和社会政策，进而成了拥护保守党

的稳定支持者。相反，工党的社会基

础却在不断地萎缩。由于撒切尔政府

严厉打压工会，也由于始于 80 年代

的信息科技革命，服务业为主的第三

产业迅速发展，传统的制造业萎缩，

蓝领工人减少，这些变化无不在侵蚀

工党的阶级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工

党在年轻领导人托尼·布莱尔领导下，

掀起了名为“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

主主义变革，强调要在传统的社会民

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折中，

明确接受撒切尔主义中行之有效的政

策，其实质上是社会党的新自由主义

化趋势，占领选民的中间地盘。以

1997 年工党执政为标志，结果工党

以保守党的衰落为代价，使工党朝着

良性阔步发展，工党的群众基础大大

拓宽，党员队伍扩大一倍，达到 40

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保守党

党员队伍不断萎缩，在 20 世纪 70 年

代它尚有 150 万，而到了 1996 年则

坠降到 40 万，党员平均年龄高达 64

岁，35 岁以下的人占不到 5%，保守

党几乎成为一个了老人党。鉴于这种

情况，保守党于 1997 年适时地提出

一套改革方案，确定要到 2000 年将

党员人数扩大到 100 万。为此，保守

党特别强调扩大党员成分，吸收更多

的年轻人、有色人和妇女入党，以改

变保守党是“白人党”、“男人党”和

“富人党”的形象。2005

年 12 月，39 岁的戴维·卡

梅伦当选为保守党党魁

后更是把改变保守党形

象作为改革目标，强化

党的大众性质，淡化其

精英特色，增加年轻和

女性议员的数量。卡梅

伦及其力主的亲民形象

构建，给沉闷的保守党

政坛带来一股清新空气，

最终在在野 13 年之后使

得保守党东山再起，扭

转了连续三届选举败北

的局面。

总之，保守党能够

历经数世纪并在英国政坛中居于政治

优势地位，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的特点，

更在于它能适应时代的变迁，与时俱

进，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理论和政策，

增强自己在变革时代的生存力和适应

性，使其顺利地完成了从主要代表土

地贵族的托利党向主要代表大资产阶

级并面向选民的现代政党的转变。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刘娟娟 ）

在历经13年的低迷之后，英国保守党终于推出了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新生代领导人戴维·卡梅伦，为沉闷许久的保守
党政坛带来一股清新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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