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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一个国家政权机构有效而良性地运

转? 如何使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在稳定和变化的

世界上持续下去?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创

立的/政治系统论0理论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

到而深刻的分析框架。

伊斯顿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政治生活和政

治过程,把国家机构的决策与公民社会的反馈结

合起来,创立了以输入和输出为循环系统的政治

系统论。

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由政治生活和政治过

程的一系列变量组成。具体来说, 政治系统由官

方机构的活动和决策过程所组成。他将这些官方

机构称为/当局0。

/我们可以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行为系统,它

处于一个环境之中, 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

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0 ¹ /为了使一个政治系

统具有最大的效用, 可以把它看作一些互动, 一个

政治系统通过这些互动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

价值, 这就是政治系统与它所处的环境中的其他

系统的不同之处。0º

政治系统受到社会总体环境的制约。总体环

境分为两个部分:社会内部和社会外部。社会内

部环境包括一个国家的生态系统、生物系统、个人

系统和社会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

人口系统和其他子系统)。社会外部环境指的是

国际社会,包括国际政治系统(单个政治系统、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联合国及其他

子系统)、国际生态系统和国际社会系统(国际文

化系统、国际社会结构、国际经济系统、国际人口

系统及其他子系统)。

伊斯顿认为, 社会内部和社会外部这两种系

统是一个政治系统的外部系统, 它们一起构成了

政治系统的总体环境。/正是从这些环境中产生

了各种影响,对政治系统造成了可能的压力。0

那么, 来自于环境的压力是如何与政治系统

相联系的呢? 伊斯顿提出了政治系统的/ 输入0、

/输出0等概念。他把/输入0看成是/包括了系统

外部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改变、修改或影响系统的

所有事件0»。/正是输入, 成为连接社会生活非

政治领域中和政治领域中所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实

际纽带。0¼

然而,伊斯顿指出,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局限

在某种输入上, ,根据它们对于压力的作用,计

算出最重要的影响, 那么,我们就可以极大地简化

分析环境影响的任务, 无须再分别研究和描述各

种不同环境时间的后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

用的理论方法就是把重要的环境影响的考察逐渐

集中到两种主要的输入上。这两种主要的输入就

是要求和支持。环境中的大量行为正是由它们加

以输送、反映、集中并用来对政治生活施加压力

的0 ½
。

什么是要求的输入呢? 伊斯顿指出, /所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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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就是说要求实现以自我为核心的目标,或者很

可能是说意欲寻求某种政治决策, 以便把各种职

责和繁多的义务强加于系统的全体成员。人们可

能受攫取个人利益的愿望所驱使而提出要求, 也

可能为最大的公共动机所激发而愿意付出最崇高

的牺牲。0¾
社会成员的期望、公众意向、动机、意

识形态、利益都可能刺激和形成要求,对其产生很

大的或决定性作用。/ 要求不仅在政治生活和非

政治生活领域之间的天堑上构建了通途,它还由

此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领域中的变化对其他

领域的影响方式。0¿

什么是支持的输入呢? 伊斯顿把支持视为公

民个人或团体对政治系统表示的赞同。支持的对

象是当局,支持的内容是典则、主流价值观。公民

个人或团体以行动来支持,叫做显性支持;以一种

态度或情绪来支持, 叫做隐性支持。

伊斯顿把/当局0的决策看作是政治系统的输

出。他说, /某种输入由此而被转换为我们称之为

官方政策、决策和执行行动的输出0 À
。/当局所

产生的输出包括约束性的决策、实施这种决策的

行为。这些输出可能与政治系统本身有关,或者

与其环境系统有关。0 Á
有两种输出类型, 即权威

的输出和相关的输出。权威的输出是约束性决

策、法律法令、规章命令和司法决策, 其执行方式

以约束性行动为主。相关的输出是政策、基本理

论和许诺,其执行方式以利益和恩惠为主。
Â

在伊斯顿的理论模型中, 政治系统与总体环

境之间有若干/反馈环0。每一个/反馈环0由许多

环节组成, 它们是:当局生产输出,社会成员对于

输出作出反应, 这种反应的信息输入给当局, 当局

作出下一步的可能行为。因此,新一轮的输出、反

应、输入以及再输出、反应、输入形成不停运动着

的系列。社会总体环境通过各种/反馈环0不断地

向政治系统输入,给当局决策提供了原料,政治系

统为了生产/输出0, 便对原料进行加工,而这个加

工的过程就是一个巨大的处理和转换过程。

伊斯顿指出,输入和输出是政治系统与社会

总体环境联络的通道。其中, 发生在输入过程之

中的政治参与称为/ 输入性参与0, 其功能是为当

局的政治决策输入动力和信息。发生于输出过程

之中的政治参与称为/ 输出性参与0, 其作用是公

民对当局决策的接受、贯彻和实施。由于政治过

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公民对当局决策的反应很

快会通过/反馈环0成为影响政府的新的决策的动

力和信息。公民政治参与就是在输入和输出过程

中发生的。

伊斯顿运用政治研究中的 / 均衡分析0

(Equilibrium Analysis)方法探讨政治系统输出、输

入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一个正常运转的政治

体系中,输入性参与和输出性参与往往处于一种

平衡状态, 即公民对当局的决策作出积极或消极

的反应,与此同时,公民不断地为政府决策提供信

息,输入要求和支持,形成压力。政治系统的输出

和输入处于一种比较通畅的良性循环状态。

在一个不正常运转的政治系统中,输入性参

与和输出性参与往往处于失衡状态,即病态。

政治系统输入与输出失衡状态的一种情况

是, 政治参与过分地集中于输入一端, 输入过大,

输出过小。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公民

和民间组织向政治系统骤然间输入了巨量要求和

压力, 这些要求的数量超过了当局实际上可以处

理的限度,出现了/输入超载0现象, 形成了/过分

容量压力0。当局如果不能及时地将各种要求转

换处理为决策, 就不得不冒着崩溃的危险运行。

伊斯顿把决策者处理信息的无能称为/反应失

败0,把当局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满足公众相关要

求,未能对稍后会发生的事情采取行动或者当局

的输出被公众认为极不符合具体情况称为/输出

失败0。/输出失败可能是当局本身素质的产物。

当局内部人为的过失、不太理智、缺乏统治术、缺

乏对系统成员作业反应的能力以及必要的物质手

段等等都有可能使输出面临失败。0 �lv /输出失败0

会导致公众对政治系统的支持下降。/ 假如要求

未能得到满足, 那就可能削弱系统成员对系统的

支持,,要求和输出之间可能十分不平衡,以至

于不仅激起了对于现存的当局, 而且引发了对于

典则或政治共同体的强烈对立0�lw
,从而使公众对

政府发出的政令和决策消极抵制或不屑一顾。一

旦大多数的社会成员/ 认为他们已无法影响当局

并由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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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必要转而诉诸严厉手段, 努力从根本上改变

现存典则,诉诸摧毁现存政治共同体0 �lx
。/当一

个权威性分配价值的系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力,

以至于再也不能承受时, 该系统就会崩溃。0�ly

政治系统输入与输出失衡状态的另一种情况

是, 政治参与过分地集中于输出一端, 输出过大;

输入过小。政治决策完全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作

出。公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政令和决策,却

不能向政府输入自己的要求。

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0为我们分析历史上一

些国家政权的崩溃或灭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用

这个理论模型分析苏联政权的崩溃和伊拉克前总

统萨达姆政权的垮台, 可以得出发人深省的结论

和启示。

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0分析苏联政权的瓦

解和崩溃,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即高度

中央集权时期的苏联,其政治系统输入过小、输出

过大, 瓦解崩溃时期的苏联, 其政治系统输入过

大、输出过小。政治系统的两种不平衡状态在苏

联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均有所体现。

二战后,苏联形成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

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

) ) ) 斯大林模式。经过赫鲁晓夫改革, 到勃列日

涅夫执政时期, 苏联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达到顶

峰。在这种体制下, 公民的思想受到控制,言论受

阻。老百姓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政治系统的输

出,而难以主动、自觉地向政治系统输入自己的要

求和愿望。政治系统的/输出性参与0大于/输入

性参与0。苏联社会生活表面上虽然稳定,却缺少

活力,死气沉沉,渐渐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社会矛盾已经达到十分

尖锐的程度,最突出的表现是日用消费品奇缺,老

百姓的物质消费和精神生活严重匮乏, 人民群众

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高涨。在这种情况

下,戈尔巴乔夫宣布进行改革。

198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确

立了经济体制改革方针和发展经济的/加速战

略0。然而,经济体制改革还未见成效, 戈尔巴乔

夫就急急忙忙发动了全国规模的政治改革。1988

年 6月,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

公开性、民主化和舆论多元化。同年 12月, 苏联

开始公开竞选新的权力机关 ) ) ) 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各个城市和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

威,工人罢工, /街头政治0活动泛滥成风。据不完

全统计, 1989年全国有近 200个城市举行了 5000

多次群众集会, 参加人数达 1600多万。1990 年

1 ) 2月,全国举行了 2000余次群众集会,参加者

达 800万人。
�lz
各种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正式组

织0纷纷出现, 1989年有 6万多个, 1990年 8月增

至 9万个。大多数政治组织主张实行多党制和议

会民主,有些组织的纲领和活动具有明显的反对

苏共、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反联盟中央的性质。

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在较短的时间里突然向政治系

统输入了大量要求, 给政治系统带来巨大压力,而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和中央政府不能有效地转

换、处理这些要求, 及时输出政治决策。一时间,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政治系统处于运转失灵的半瘫

痪状态。政治系统的输入过量,有效输出过少。

政局的剧烈动荡助长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

1988年 9月,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宣

布独立。1989年 8月, 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闹独

立。1990年3 月, 立陶宛最高委员会通过了5独

立宣言6, 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面对这种局面,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没有采取有力的政令

和措施加以阻止。戈尔巴乔夫发出的呼吁无人响

应。国家处于失控状态。1991年底, 苏联政权崩

溃,国家解体。

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0分析伊拉克前总统

萨达姆政权的灭亡, 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政治

系统输出过大、输入过小的失衡状态会给一个国

家的政权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979年 7 月, 萨达姆登上伊拉克总统宝座,

集最高军事统帅、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及复兴党

党魁于一身。上任头一天,他便以叛国罪处死了

60名异己。这些被处死的/叛徒0死前都经受了

酷刑的折磨。这场清洗运动的录像带在全国热

卖,使伊拉克民众惊恐不安。此后,内阁成员中凡

有对他的决策提出异议者, 几乎都遭杀身之祸。

伊拉克政界无人敢挑战萨达姆的权威, 他身边没

有了直言秉谏之士,也缺少了出谋划策之人。国

)118)

政治学研究



家的重大决策由他个人决断, 伊拉克人民只能被

动地接受萨达姆发出的指令, 而不能向政府输入

要求和建议。在萨达姆独裁统治的高压下,民间

向政府输入性参与的反馈渠道严重受阻。伊拉克

政治系统处于/输出性参与过大0、/输入性参与过

小0的严重失衡状态。1980 年 9 月, 萨达姆作出

了一个重大决策 ) ) ) 对伊朗开战, 长达八年的/两

伊战争0使伊拉克陷入了战争泥潭,极大地消耗了

其国力。1990年 8月, 萨达姆又作出了一个重大

决策 ) ) ) 下令其军队悍然入侵科威特。这场战争

使伊拉克在国际社会陷入了极其孤立的境地。联

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

无条件撤军。美军进驻科威特, 打败并赶走了伊

拉克军队。此后, 伊拉克经历了十多年的国际制

裁后,美国第二次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彻底消灭了

萨达姆政权,萨达姆本人也被捕处死。

两伊战争和入侵科威特战争是导致萨达姆政

权覆灭的主要因素, 而这两次战争都是萨达姆亲

自下令发动的。在萨达姆独裁统治期间,伊拉克

政治系统的输入性政治参与严重阻塞, 政治智囊

不敢直言秉谏, 老百姓的要求和愿望不能及时输

入到政治系统之中, 公众社会无法纠正或制止萨

达姆作出的重大错误决策,致使他一错再错, 一步

步走向深渊。

通过分析上述两个典型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输入性参与0和/ 输出性参

与0保持平衡状态的重要性。一个国家要长治久

安,可持续发展,其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必须畅

通无阻和平衡协调。

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0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也有启示和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在进

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进行了法制建设, 并在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走上了/依法治国0的道路,

公民政治参与途径增多。然而, 从近些年来我国

出现的党政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现象和各种社会案

件来看,来自公民社会的输入性政治参与还很不

够,公民社会对党政系统的腐败行为监督和制约

力度比较弱。政治系统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正在

建立,目前还很不完善。因此,执政党和政府应当

在现代法治宪政体制下积极拓展公民政治参与的

渠道,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代议机关的整合性功能,

通过代议制程序对公民的要求给予有效的政治表

达,使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支持及时地反馈到政治

系统中来, 使政府能够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接受

和选择信息。为了应付特定时间内出现/输入过

量0的状况,政府应当建立控制/输入过量0和及时

输出决策的机制, 实现政治系统内部的专业化管

理,增强政治系统接收、集合、贮存、输送、转换、处

理输入信息的功能, 建立政治系统对付/输入超

载0及减缓压力的机制, 防止政治系统的/输送失

败0和/反应失败0现象发生,使政治系统的输入更

为通畅、输出更为恰当,保持政治系统输出和输入

的平衡,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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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第 21 页,第 420 页, 第 423 ) 424 页,第 279 页, 第 65 )

66 页,第 278页, 第 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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