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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卢斯科尼现象的思考
■   刘光毅    史志钦／文

贝卢斯科尼是欧洲乃至世界政坛

引人瞩目的政治家，他三次赢

得大选，四次担任意大利总理，执政

近 10 年（3340 天），在意大利共和

国历史上位列第一。2011 年 11 月 12

日，贝卢斯科尼因应对国内经济困境

不力，黯然下台。然而，时隔一年，

有关贝卢斯科尼要参加竞选的消息再

次传来，并称他极有可能再一次执掌

意大利政坛。

欧洲政坛向来不乏常青树，德国

前总理科尔、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和布

莱尔都曾长期执政，然而他们与贝卢

斯科尼相比，至少有三点不同：第一，

他们都是职业政治家，经历了十年磨

一剑的等待，政治驾驭能力突出，背

后都有稳定、强大的政党支持。而贝

卢斯科尼在 1994 年组建起意大利力

量党，当年立刻赢得了选举，在进入

政坛之前，他只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第二，德国、英国的政局比较稳定，

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政，政府的更替并

不频繁，而意大利在战后产生的政府

多达 58 个，总理人数达到 25 人 [1]。

第三，科尔、撒切尔及布莱尔的形象

积极、健康，在民众中口碑颇佳，但

贝卢斯科尼前后已经卷入 20 余件司

法案件，个人生活方面的丑闻更是满

天飞。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贝卢斯科

尼独树一帜，长期活跃在政治舞台？

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

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虽然

是在 1994 年大选前匆忙组建，但却

在意大利原有政党格局突然坍塌后，

得到了前天主教民主党选民的支持。

为什么政党版图剧烈变化，而选民竟

然没有流失，并迅速地找到了替代政

党，这就需要讨论意大利政党政治的

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即党强政弱 [2]

的政治态势，以及选民投票倾向固化。

著名学者乔治·伽里曾说，在通

往代议制民主的道路上 , 意大利与其

他欧洲国家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别 , 

即没有产生一个强大的现代自由党。

1922 年之前，意大利的政治、文化、

社会空间是由众多的党派把持。[3] 经

历了法西斯主义的打击之后，意大利

的政党在二战后期纷纷扬起尘封的旗

帜，并迅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出

主导作用，领导全国民众完成反法西

贝卢斯科尼是欧洲政坛的风云人物，也是极富争议的人物。他一手创建了意大利力量党，并以此为依托叱咤意大利政坛长达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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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战争，起草共和国宪法，确立议会

民主制，重建意大利政治秩序。在这

个过程中，政党的地位也便进一步地

强化了，许多原本属于国家机构的权

力，也就处于政党的控制之下。政党

不仅把持国家权力，而且将触角延伸

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掌握着资源，

向其支持者分配利益。由此，民众对

政党的自觉依赖也便进一步强化了。

正如乔瓦尼·马拉尼尼所言，意大利

不是民主政治，不是由人民统治，而

是由政党统治。[4]

意大利战后首次选举几乎就是

1919 年选举的翻版。在随后的 40 余

年中，意大利政府的频繁倒台与其

政党格局的稳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兴政治力量迅速地被传统政党瓦

解、吸收，天民党和意共始终分列第

一、第二大党，牢固地控制着社会空

间及选民的认同。意大利的选区素有

“红”“白”之分。所谓红区，是指北

部的工业三角，以及中部的托斯卡纳

大区、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马

尔凯大区和翁布里亚大区，这里一直

是意共、意大利社会党等左翼政党的

票田。所谓白区是指威尼托大区、特

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以及弗利乌

里—威尼斯朱利亚大区，在这些地方，

战前的意大利人民党及战后的天民党

一直拥有绝对优势。

1992 年 的 选 举 同 样 也 几 乎 是

1948 年选举的翻版，然而一场突如

其来的反腐败运动却彻底改变了意大

利的政党格局。1992 年 2 月，社会

党米兰市主要负责人马里奥·基耶萨

因收取工程回扣被捕入狱，谁也没有

料到，这一个案引爆了民众长期积压

的不满情绪，司法调查迅速向全国蔓

延，几乎波及了所有的党。各党领袖

为了保住本党声誉，被迫采取“丢卒

保帅”的做法，逐步放弃了对已遭逮

捕的党内较低级别官员的保护，而这

些人感到被党抛弃，又不顾一切地

指控他人，由此形成了多米诺骨牌

效应。据统计，在两年的时间里，共

有约 1300 人受到调查，其中包括部

长、众参两院议员、企业家、政党领

袖，甚至前总理。如此大规模、高级

别的腐败现象，瞬间摧垮了意大利的

政党格局，传统政党纷纷走上解体、

分裂或重组的道路。[5] 对比 1992 年

和 1994 年众议院选举情况，天民党

由于长期执政，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

它的主体演变为意大利人民党，得票

率从 30% 骤降到 11% ；意大利社会

党在 80 年代多次加入政府，发展势

头一度迅猛，受到的影响也很大，得

票率从 14% 降到无足轻重的 2% ；意

共由于从未执政，所以其继承者左翼

民主党和重建共产党受到的波及较

小，得票率均小幅上涨（见附表）。

总之，1994 年在众议院获得席位的

政党，全都不是传统政党。[6]

“净手运动”引发了政坛地震，

打碎了铁板一块的意大利政党格局，

却没有改变固化的选民认同。一方面，

这为贝卢斯科尼进入政坛准备好了政

治空间，另一方面，原天民党的选民

经历了短暂的彷徨后，迅速找到政治

归宿。意大利力量党虽然是个“新瓶”，

装的却是“旧酒”。20 世纪 90 年代

初本是左翼民主党高歌猛进的大好时

机，但它（包括意共）自 1948 年起

从未进入政府，在执政履历上与一个

新党无异，而且反共倾向尚未从意大

利选民的思维定势中完全剔除，放眼

当时的意大利政坛，经济界巨子贝卢

斯科尼更适合担任中右的领袖，阻挡

左翼前进的步伐，民众期待着他把个

人商业的成功复制到国家管理中。正

因此，贝卢斯科尼才能“惊艳”意大

利政坛。

虽然很多学者期待着意大利的政

党体系浴火重生之后，选民能够重新

具有流动性，但是随后 10 余年的政

治实践充分证明，虽然党员人数不断

下降，选举中的弃权率不断上升，但

红区、白区的分别根深蒂固，没有发

生重大的变化。

政党形态的变化

如果说贝卢斯科尼在 1994 年获

胜，包含着一定的偶然因素，那么他

在随后的选举中能够接连胜出，并长

期执政，就不再是偶然了。这是由于

意大利力量党顺应了政党形态，以及

政治沟通方式的变化。

关于政党形态的变化，目前影响

力最大的解释模式是由迪韦尔热、基

希海默、卡茨与梅尔等学者提出的，

他们共同勾勒出一条从群众型政党到

兼容型政党再到卡特尔型政党的演变

路径。冷战时期，意大利主要政党普

意大利力量党

左翼民主党

1994年意大利众议院选举结果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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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采用群众型政党的组织模式，具有

旗帜鲜明的党章、复杂的中央机构、

广泛的基层组织、大量的党员，以及

高度的政治认同，但是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意大利政党的形态发生了重

大变化，纷纷弱化了中央与地方之间

的关系，力图在公民社会中打牢根

基，在竞选中采用联盟的方式，积极

寻求政党合并。究其原因，社会环境

的变化与选举制度的约束发挥了重要

作用。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冷

战的终结，意大利的社会结构及民众

的政治意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中间

阶层迅速崛起，原有的阶级界限逐渐

模糊，社会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民

众的政治诉求日渐多元化，并且越来

越务实 ；另一方面，冷战时期意大利

一直实施比例制选举法，这虽然有效

鼓舞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但也导

致了政党林立、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病。

1993 年、2005 年意大利两次改革选

举法，一以贯之的导向就是弱化小党

在选举中的生存能力，鼓励并规范政

党联盟，实现意大利政党的两翼化发

展。

意大利力量党并没有严密的组织

体系，如果是在群众型政党模式盛行

的年代，它必然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

动员，不可能获得选举的胜利，然而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政党结盟、合并

的浪潮中，由于没有党内守旧力量的

组织羁绊，反而体现出了鲜明的后发

优势。意大利 1994 年至今的五次大

选中，中右联盟三次胜出，并不是偶

然的，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与中左联盟相比，中右联

盟的政党数量较少，党际关系稳定。

1994 年以来，中左政党先后组建起

进步联盟、橄榄树联盟参加选举，但

是中左联盟内部政党众多、选票分

散，它往往需要团结七八个政党才能

与中右抗衡，其中最大党的得票率在

1996 年以后仅维持在 16% 左右，特

别是在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 2008 年

宣布退出政坛后，中左群雄割据的局

面进一步加剧。中左内部包含着共产

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女权主义，以

及环境保护主义等各种政治诉求，在

面对具体问题时立场难以协调，经常

会发生矛盾冲突。反观中右联盟，包

含着三大支柱——意大利力量党、民

族联盟、北方联盟，力量构成非常稳

定 [8]，后两者的得票率与意大利力量

党差距较大，但稳居国内四大政党之

列，同时中右联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指向也符合各党的政治诉求。

第二，意大利力量党也从未停止

政党合并的步伐。贝卢斯科尼进入政

坛后，一直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右

政党，但是由于他的重要盟友、民族

联盟的领袖芬尼反对，迟迟未能如愿。

2007 年 11 月，贝卢斯科尼在米兰提

出“两步建党”的设想，即首先建立

一个政党联盟，以相同的名称、标志

参选，最后再形成统一的政党。经历

了犹豫、反复之后，芬尼最终同意。

2008 年 2 月，意大利力量党与民族

联盟共同组建了政党联盟“自由的人

民 ”。2009 年 3 月 22 日， 民 族 联 盟

宣布解散，5 天之后，一个统一的政

党——自由人民党正式诞生。

另外，贝卢斯科尼还适应了政治

沟通手段的变化。在群众型政党时代，

政党的政治沟通依靠自上而下的组织

进行，然而随着通讯手段的发达，媒

体逐渐成为政治沟通的主要手段。贝

卢斯科尼从不依赖政党的机构进行组

织和宣传，而是通过媒体与民众建立

直接的联系，他所掌控的资源，为这

种沟通提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持。贝卢

斯科尼拥有一个不折不扣的媒体帝

国，除在德国、西班牙拥有两家电视

台外，他在意大利还拥有“第 5 频道”、

“意大利 1”、“网络 4”三家全国电视

台 ；他是意大利最大的书籍、期刊出

版商，控股“蒙达多利”、“朱里奥·埃

因那乌迪”等 11 家出版社 ；在音像

制品销售领域，1994 年到 2002 年间，

他是意大利最大的音像制品销售连锁

店“巨型炸弹”的股东，并掌握着著

名的“门多萨电影”集团 ；同时他还

是大名鼎鼎的足球俱乐部“AC 米兰”

的老板。如此多的宣传资源集于一人

之手，可以迸发出的能量显而易见。

中右联盟的力量结构

意大利中左第一大党是左翼民主

党（1998、2007 年合并其他小党先

后更名为左翼民主党人党和民主党），

然而中左联盟的总理候选人却往往

不是这个党的首脑。1994 年以来的 5

次大选中，中左联盟的领袖换了 4 位，

只有两次是由最大党的首脑担任 [9]。

然而贝卢斯科尼一直是中右联盟的领

袖，一旦胜选，他也就是当然的总理

人选。之所以出现这么巨大的反差，

原因就在于中右联盟的主要成员意大

利力量党、民族联盟与北方联盟，都

是领袖魅力型政党，而在领袖的“魅

力”之争中，贝卢斯科尼拥有绝对的

优势。

民族联盟的前身是社会运动。战

后初期，一小部分法西斯政权的同情

者组建了社会运动，因此该党具有鲜

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在漫长的岁月里，

它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价值观之外，成

为意大利政坛的异类，甚至被称作“法

西斯主义者的猪圈”[10]。社会运动曾

长期在左、右之间摇摆，也曾粉饰自

己的意识形态，短暂地加入天民党政

政党世界 World political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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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但最终既不能抚平党内派系的争

执，也不能消除民众的怀疑，难逃边

缘化的命运。从 1991 年起，芬尼开

始担任社会运动的书记，他继承和发

扬社会运动在 20 世纪 70 年代“新右

派”的思想理路，发起了一系列的改

革，提出把“法西斯主义”交给历史

去审判，抛弃反美、反资本主义的指

向，积极地与中右翼力量（包括宗教

力量）建立联系，并在随后的选举中

取得了优异成绩，推动着社会运动走

出孤立境地。1995 年 1 月，在芬尼

的带领下，社会运动自我改造为“民

族联盟”，彻底弱化了意识形态指向，

走上了亲资本主义，以及在体制内寻

求成功的道路，正如芬尼所说，意大

利漫长的“战后”终于结束了 [11]。从

1991 到 2009 年民族联盟与意大利力

量党合并，芬尼一直是该党的领袖及

象征。

北方联盟同样如此，它的出现

与意大利南北方剧烈的贫富差距密切

相关。北方联盟的前身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的伦巴底联盟。它最初是

致力于保护伦巴底语言、文化传统的

自治运动。1987 年选举后，伦巴底

联盟重新界定了自己的政治诉求，致

力于创建以利益为基础的地区身份认

同。它认为，伦巴底人民辛勤劳作积

累起的财富，却在分配中便宜了终日

无所事事的南方人和移民，于是这些

人就变成了“敌人”。伦巴底联盟在

这一时期的标语和口号充斥着排外和

种族主义色彩。它在 1990 年行政选

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本大区赢

得了 18.9% 的选票），同年在其书记

翁贝托·博西的倡议下，活跃于北

方的各种地区联盟合并为北方联盟。

1991 年北方联盟召开第一次大会，

博西当选书记。党的政策重点随后也

从反对人种多样性逐渐过渡到批判中

央集权及政党政治上。国家缺乏效率，

不再是懒散的南方人传染了国家机关

所致，而是热衷于政治分赃的政党的

责任。这些主张凸显出北方联盟的政

治纯洁性，得到了改革主义者的认可。

1992 年的选举中，北方联盟横扫 300

多万张选票（8.65%），赢得了 55 个

众议院席位和 25 个参议院席位，一

举跃升为全国第四大党。从伦巴底联

盟时代开始，博西一直是北方联盟的

领袖和象征，直到 2012 年 4 月，他

才由于家庭经济问题辞职 [12]。

很明显，中右联盟的三大支柱各

自有着卓越、稳定的领导人，一旦中

右联盟获得选举胜利，总理人选也便

在这三人中产生，博西和芬尼在各自

党内的地位虽然牢固，但北方联盟与

民族联盟在得票上却无法与意大利力

量党相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1996

年时，北方联盟单独参选，虽然仍稳

居第四大党的地位，但胜出的却是中

左联盟，中右联盟与北方联盟两败俱

伤。北方联盟与民族联盟都有着深刻

的历史根源，但法西斯主义和地方主

义是它们二者的硬伤，这大大限制了

两党的发展，参与政府是可以的，但

政府首脑的宝座却与他们无关。同时

作为职业官僚，他们所掌握的社会经

济资源，也无法与贝卢斯科尼相提并

论。综上所述，一旦中右胜出，贝卢

斯科尼就是总理职务的不二人选。

2011 年以来，意大利在金融危

机的打击下步履维艰，虽然贝卢斯科

尼仍然得到了众、参两院的信任，但

他还是在同年 11 月主动辞去了总理

职务，随后，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

利塔诺授权著名经济学家蒙蒂组建技

术政府。根据本文的分析，贝卢斯科

尼长期执政，与意大利独特的政治文

化、政党形态的变迁，以及中右联盟

的力量结构密切相关，这些因素都具

有较强的稳定性。意大利新一轮大选

在即，如果贝卢斯科尼决定亲自竞选，

必定仍是中右联盟的领袖，以及总理

职务的有力竞争者。

（第一作者系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

究部副研究员 ；第二作者系清华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责任编辑 ：刘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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