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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二战后的墨西哥历届政府致力于渐进性选举制度改

革ꎬ 扩大反对党的参政空间ꎬ 旨在维护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合法地

位ꎮ １９４６ 年 «选举法» 奠定了墨西哥现代选举机构的基础ꎬ １９７７
年选举改革大大推动了现有政治体制的合法性ꎮ 经济转型时期的选

举改革意在解决不断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仍然相对封闭的政治体

制之间日益不对称的问题ꎬ 增加选举的透明度和对选举进程的监

督ꎮ １９９６ 年塞迪略政府的选举改革朝着自由和公正又前进了一步ꎬ
为反对党参政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ꎬ 并且结束了总统候选人 “指
定制”ꎮ 墨西哥的选举制度改革带来两个重要影响: 一是有利于墨

西哥从一党霸权的威权主义体制转变成竞争和多元政党体制ꎻ 二是

有利于维持 ２０ 世纪后半期的政治稳定ꎬ 而且 ２０００ 年大选时的执政

党更替也没有造成政治制度的断裂和社会动荡ꎬ 呈现出政治成熟和

民主国家的平稳化特点ꎮ 只有深入理解选举制度改革的历程ꎬ 才有

助于理解今天墨西哥的选举式民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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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ꎬ 墨西哥开始进行渐进性选举制度改革ꎬ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

间里ꎬ “以选举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政治改革ꎬ 保障了墨西哥政治变革的平稳实

现ꎬ 避免了在政治变革过程中出现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荡”①ꎮ 墨西哥的政治

稳定与其他发生军事政变的拉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ꎮ 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

解读墨西哥的选举制度改革ꎬ 本文在吸收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②ꎬ 充分借

鉴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ꎬ 以长时段选举制度改革历程为切入点ꎬ 通过分析选

举制度改革的动因、 改革的内容ꎬ 以及改革措施带来的成效ꎬ 探析选举制度

改革带来的影响ꎬ 以期深化理解当今墨西哥的政治民主化发展趋势ꎮ

一　 １９４６ 年 «选举法»: 现代选举制度改革之肇始

一般认为ꎬ １９４６ 年 «选举法» 奠定了墨西哥选举制度的基础ꎬ 开启了墨

西哥现代选举制度改革ꎮ 该选举法的产生不仅与国内背景有关ꎬ 也与当时的

国际大局势相呼应ꎮ
就国内政治环境而言ꎬ 可以追溯到 １９４０ 年总统继任引发的叛乱ꎮ １９４０ 年

卡德纳斯总统即将卸任ꎬ 面临下一届总统候选人问题ꎮ 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稳

定的考虑ꎬ 卡德纳斯总统支持卡马乔将军 (１９４０—１９４６ 年)ꎬ 使后者成功竞

选新总统ꎮ 但是选举过程中爆发了叛乱活动ꎬ 当时的竞选者阿曼萨对选举结

果强烈不满ꎬ 认为选举过程存在舞弊行为ꎬ 从古巴、 美国等地组织了一支反

抗力量发动叛乱ꎬ 最终被墨西哥政府平定ꎮ 这次选举波折说明墨西哥还深受

军事政变阴影的负面影响ꎬ 为 １９４６ 年 «选举法» 的出台埋下了伏笔ꎮ
１９４５ 年年末ꎬ 墨西哥国内存在多种政治势力ꎬ 除墨西哥革命党 (革命制度

党的前身) 外ꎬ 还有国家行动党 (１９３９ 年成立) 等几个政党ꎮ 卡马乔总统想从

中调和ꎬ 决定将全国各级政党严密组织在一起ꎬ 完善选举制度ꎬ 加强政府对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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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ꎬ 以便有效控制反民主的政治行为ꎮ 从国际背景看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

结束ꎬ 冷战格局正在形成之中ꎬ 美国把墨西哥视为抵御共产主义的堡垒之一ꎬ 希

望墨西哥实行政治民主化ꎮ 为了迎合美国的反共需要ꎬ 选举改革也势在必行ꎮ
为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形势的需要ꎬ 卡马乔总统将墨西哥革命党改组为革

命制度党 ( ＰＲＩ)ꎬ 并于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颁布 «选举法» ( Ｌｅｙ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ｌ)ꎮ 选举法的主要内容有: 成立联邦监督选举委员会ꎬ 负责选举程序ꎻ
委员会由 ６ 人组成ꎬ 分别来自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和全国性政党ꎬ 各两名代

表ꎬ 由内政部长任主席①ꎻ 规定只有具有全国性政党资格的政党才能参加选

举ꎻ 参选政党必须进行登记ꎬ 由内政部决定其是否合法ꎮ 后又明确规定参选

政党的党员人数不得少于 １ 万人ꎬ 至少在全国 ２ / ３ 的州有其组织ꎬ 且每个州的

党员人数不得少于 ３００ 人ꎮ １９４６ 年 «选举法» 是 “墨西哥政治史上的一次重要

改革”ꎬ “为墨西哥政治生活进一步制度化提供了法律依据ꎬ 取缔了有可能导致

选举暴力的各种组织形式ꎬ 而且也为墨西哥过渡到文官政府奠定了基础”ꎮ②

从 １９４６ 年 «选举法» 开始ꎬ “选择性登记” 口号取代了 “有效选举”ꎬ
标志着墨西哥的选举机构开始呈现出现代性特点ꎮ 该选举法 “确定了官方党

在选举机构中的垄断地位”③ꎬ 而且 “有效巩固了联邦政府决定性干预选举进

程的能力ꎬ 成为推动墨西哥政治制度趋于巩固完善的一个因素”ꎮ④ １９４６ 年

«选举法» 成为以后墨西哥选举制度改革的基础ꎬ 被历届政府继承和发展ꎮ
１９９６ 年选举制度改革时ꎬ 选举机构仍然有效ꎮ 目前ꎬ １９４６ 年 «选举法» 的重

要性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挖掘ꎬ 在此基础上ꎬ 才有可能深入理解墨西哥选举制

度改革的方式和变化ꎬ 廓清当前墨西哥的民主选举模式ꎮ

二　 “墨西哥奇迹” 时期的选举制度改革: 稳中求变

１９４０—１９７０ 年墨西哥 “经济奇迹” 时期ꎬ 经济年增长率高达 ６％ ꎬ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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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率 ８％ ꎮ 工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从 ２５％ 上升到 ３４％ ꎮ 从 １９３５ 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ꎬ 农业出口经济的年增长率达 ６％ ꎮ① 墨西哥从一个农业国家

过渡到半工业国家ꎮ 中间阶层成长起来ꎬ 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强烈ꎮ 如何在政

治稳定大格局下推动选举制度改革ꎬ “稳中求变”ꎬ 更好地巩固革命制度党的

权力ꎬ 保持政治稳定ꎬ 是这个时期各届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ꎬ 也成为推动选

举改革的动力ꎮ
(一)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选举改革: 拓宽选举范围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墨西哥三任总统继续改革选举制度ꎬ 扩大政治民主ꎬ
给予反对党一定空间ꎮ １９５１ 年ꎬ 阿莱曼总统 (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年) 精简行政机

构ꎬ 只保留内政部长 １ 人ꎬ 全国性政党代表的名额增至 ３ 人ꎮ② １９５２ 年开始ꎬ
由现任总统直接挑选下一届总统继任者ꎬ 这种非正式做法一直延续到 １９９６
年ꎮ③ １９５４ 年ꎬ 科蒂内斯总统 (１９５２—１９５８ 年) 颁布新法令ꎬ 将政党登记所

需党员人数增至 ７ ５ 万人ꎻ 规定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ꎬ 这在墨西哥历

史上尚属首次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 ６０ 年代初期ꎬ 墨西哥国内外政治局势发生变化ꎮ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年爆发教师和铁路工人罢工ꎬ 古巴革命的爆发在墨西哥引发一系

列政治反应ꎬ 这些因素推动选举制度改革向前发展ꎮ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ꎬ 洛佩斯总

统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 年) 颁布新选举法ꎬ 规定按照多数票选举ꎬ 建立 “党众议员

制” (又称政党代表制)ꎬ 即反对党只要在全国选举中得票率达到 ２ ５％ ꎬ 就

可以在众议院中拥有 ５ 名党众议员席位ꎬ 得票率每增加 ０ ５％ ꎬ 可增加一个席

位ꎬ 但最多不能超过 ２０ 名ꎮ④

(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选举制度改革: 特殊政治背景下的选择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选举制度改革与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 ２ 日ꎬ 墨西哥城三文化广场爆发学生运动ꎬ 这成为墨西哥政治历史的

转折点ꎬ “标志着墨西哥政局由稳定发展开始走向不稳定发展”⑤ꎮ 这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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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将墨西哥经济奇迹下的缺少民主、 极端贫困以及不平等现象公开化ꎮ 政

府的镇压行动暴露了墨西哥 “缺乏政治参与ꎬ 选举体制缺少竞争性” 的弊

端①ꎬ 侵蚀了墨西哥 “完美独裁” 的合法性ꎮ １９６８ 年以后ꎬ 墨西哥政府面临

的一个挑战就是 “接纳被墨西哥奇迹 ‘排除’ 的社会群体ꎬ 以恢复政治体制

的合法性ꎮ”② 如何应对挑战ꎬ 是墨西哥政府面临的严峻任务ꎮ
埃切维利亚总统 (１９７０—１９７６ 年) 执政时期ꎬ 试图挽回在 １９６８ 年学生运

动中丧失的政治支持ꎬ 推行 “民主开放” 政策ꎬ 释放政治犯ꎬ 包括那些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被逮捕的工人领袖和前任总统执政期间入狱的学生ꎮ １９７１ 年和

１９７３ 年两次颁布新选举法ꎬ 放宽反对党参政的条件ꎬ “将少数党获得党众议员

资格的总票数由 ２ ５％降至 １ ５％ ꎬ 而各少数党众议员席位的最高限额从 ２０ 席

增至 ２５ 席ꎮ 各党竞选参、 众议员候选人的年龄也分别放宽到 ３０ 岁和 ２１
岁ꎮ”③ １９７３ 年 “ (选举) 改革是成功的ꎬ 不仅扩大了反对党的影响ꎬ 而且把

越来越多的公民和政治组织纳入合法斗争的轨道”ꎮ④ 墨西哥向着构建更具有

代表性的政治体制迈出了重要一步ꎮ
１９７７ 年ꎬ 波蒂略总统 (１９７６—１９８２ 年) 颁布 «政治组织和选举程序法»

(ＬＯＰＰＥ)ꎬ 主要内容有: 取消 “党众议员制”ꎬ 代之以 “比例众议员制”ꎻ 将

众议院席位扩大到 ４００ 席ꎬ 其中 ３００ 席由简单多数产生ꎬ 每选区一个ꎬ 并按

照所得选票比例将其中 １００ 席分配给反对党ꎻ 放宽对政党登记程序的限制ꎬ
为新政党登记提供便利ꎻ 扩大反对党和反对派候选人使用大众媒介的机会ꎬ
例如电视、 电台等新闻工具⑤ꎻ 承认几个政党的合法地位ꎬ 其中包括墨西哥共

产党⑥ꎮ
从 １９７７ 年选举改革内容可以发现ꎬ 这次改革倾向于吸纳左翼力量ꎬ 允许

更多新的社会政治力量进入选举舞台ꎮ 这是政党体制代表第一次发生重要变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ｏｇｅｌｉｏ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ａｎｄ Ｗｉｌ Ｇ Ｐａｎｓｔｅｒｓꎬ “Ｌ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ａ ｅｎ Ｍéｘｉｃｏ ｙ ｅｌ Ｒｅｔｏｒｎｏ ｄｅｌ ＰＲＩ”ꎬ
ｅｎ Ｆｏ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Ｎｏ ４ꎬ Ｏｃｔｕｂｒｅ － Ｄｉｃｉ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２ꎬ ｐ 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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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ꎬ ｐ ９３

杨仲林: «墨西哥政党政治的发展及其前景»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１９８７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３７ 页ꎮ
杨仲林: «墨西哥的政治改革和政党制度的发展»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期ꎬ 第３２ 页ꎮ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七卷)ꎬ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第 １４８ 页ꎮ
墨西哥共产党自 １９１９ 年成立以来ꎬ 其地位在 “非法” 和 “合法” 之间游离不定ꎬ 几经波折ꎬ

１９２９ 年被宣布为 “非法”ꎬ １９３４ 年又争取到合法地位ꎬ １９５８ 年又处于 “非法” 地位ꎬ １９７８ 年重新获

得合法登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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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ꎬ 表面上暂时恢复了政治体制的合法性ꎮ １９７９ 年议会中期选举时ꎬ 合法政

党由 ４ 个增加到 ７ 个ꎮ 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在城市获得了更多的选举支持ꎮ
当前ꎬ 国内部分学者把 １９７７ 年选举改革视为墨西哥现代选举改革的起

点①ꎮ 确实ꎬ １９７７ 年选举改革史无前例ꎬ 对墨西哥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ꎬ
“它推动政党和选举制度逐渐向政治开放性方向发展”ꎮ② 随着反对党被纳入

政党体制之中ꎬ 现有的政治体制变得具有一定的政治合法性ꎮ③ 革命制度党虽

然仍是最重要的政党ꎬ 但是伴随选举竞争性的增强ꎬ 它自身的优越地位有所

弱化ꎮ 波蒂略政府的选举改革为以后墨西哥开展更广泛的改革创造了条件ꎮ

三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选举制度改革: 变中求稳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墨西哥的经济发展走向十字路口ꎬ 面临抉择ꎮ
１９７９—１９８１ 年ꎬ 墨西哥经济快速增长 (年均 ８％ )ꎬ 但这种单纯依靠石油出口

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大弊端ꎬ 经济变得更加脆弱ꎮ 由于外债的增长、 利息支付

的增加以及国际利率的提升ꎬ 墨西哥比索大幅贬值ꎬ 资本外逃严重ꎮ 在这些

因素共同推动下ꎬ 墨西哥爆发了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ꎮ
波蒂略政府推行银行国有化措施ꎬ 但遭到企业家政治盟友的对抗ꎬ 尤其是那

些来自墨西哥北部的企业家ꎬ 他们中的一些人决定参与政治ꎬ 利用反对党国

家行动党来对抗执政党革命制度党ꎬ 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ꎮ 这种局势间接

影响到墨西哥后来选举制度改革的推进ꎮ
１９８２ 年总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候选人德拉马德里 (１９８２—１９８８ 年) 顺利

胜出ꎬ 国家行动党在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８３ 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北部几个大城市ꎮ 债

务危机 “削弱了现政府的合法性和执政成效”④ꎬ 促使政府进一步推进选举改

革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德拉马德里总统增加众议院分配的席位ꎬ 反对党由此获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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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彼得Ｈ 史密斯著ꎬ 谭道明译: «论拉美的民主»ꎬ 南京: 译林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１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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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空间ꎻ １９８７ 年成立选举争端仲裁法庭ꎻ 允许革命制度党按照代表比例得

到相应席位ꎬ 使其成为绝对多数ꎻ 创立联邦特区代表委员会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 墨西哥开始从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逐渐

转向以开放市场为主导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墨西哥加入关贸

总协定ꎮ 革命制度党内部对经济结构转型的认识产生了分歧ꎬ 这成为推动革

命制度党走向分裂的一个因素ꎮ 在 １９８８ 年总统大选中ꎬ 萨利纳斯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４ 年) 获胜ꎬ 得票率 ５０ ３６％ ꎻ 作为独立候选人ꎬ 前总统卡德纳斯之子卡

德纳斯得票率 ３１ １２％ ꎬ 居第二位ꎻ 国家行动党候选人克劳希尔 (Ｃｌｏｕｔｈｉｅｒ)
得票率 １７ ０７％ ꎮ① 关于本次选举结果ꎬ ６０％ 的墨西哥人认为存在选举舞弊行

为②ꎬ 怀疑选举的真实性ꎮ 有些人认为ꎬ “１９８８ 年总统选举对墨西哥政治体制

和革命制度党是一场新危机”ꎬ “尽管官方党仍然掌握权力ꎬ 但是选举出现重

大变化”ꎮ③ 自此ꎬ 政治合法性危机成为墨西哥的基本政治问题ꎬ 不断开放的

经济发展模式与相对封闭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对称ꎮ④ 人们越来越关注选举的

透明度以及对选举过程的监督力度ꎮ
萨利纳斯总统上台后采取一系列选举改革措施ꎬ 一是为了争取反对党国

家行动党对选举改革方案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支持ꎻ 二是考虑到全国性

民众组织的政治需求ꎮ 这些组织初步形成于 １９８５ 年墨西哥城地震之际ꎬ 当时

政府救灾表现乏力ꎬ 一些民众组织参与处理地震后续救援问题ꎬ 之后这些组

织没有解散ꎬ 到 ８０ 年代晚期和 ９０ 年代逐渐形成全国性范围的社会民众组织ꎮ
１９９０ 年ꎬ 萨利纳斯总统把 “递加” 原则引进众议院ꎬ 规定超过选票总数

３５％的政党ꎬ 每个百分点得到 ２ 个额外的席位ꎬ 进一步确保革命制度党的绝

对多数地位ꎻ 重新规定政党有条件登记ꎻ 成立联邦选举委员会 ( ＩＦＥ)ꎬ 负责

整个联邦选举程序ꎮ １９９３ 年ꎬ 萨利纳斯总统按照每个政党所占选票的份额ꎬ
重新分配众议院 ２００ 个比例代表席位ꎻ 将少数代表制引入参议院ꎬ 将每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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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议院席位从 ３ 个增加到 ４ 个ꎮ １９９４ 年ꎬ 萨利纳斯总统规定ꎬ 内政部保留

联邦选举委员会ꎬ 其他成员来自无党派公民代表ꎻ 允许国际观察员监督选举

过程ꎮ 这种选举方式的变化打破了常规ꎬ 成为墨西哥历史上的先例ꎮ
事实证明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时期的选举制度改革成功

延长了墨西哥政治体制的寿命①ꎬ 实现了政府在选举制度改革中追求的 “变中

求稳” 目标ꎮ

四　 １９９６ 年选举制度改革与 ２０００ 年执政轮替: 平稳过渡

１９９４ 年对墨西哥来说是多事之秋ꎬ 意外事件不断ꎮ 在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 日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日ꎬ 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爆发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

(ＥＺＬＮ)ꎬ 反对政府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ꎻ ３ 月ꎬ 萨利纳斯总统指定的下届

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在蒂华纳被暗杀ꎻ ９ 月ꎬ 革命制度党总书记马谢乌被暗

杀ꎮ 此外ꎬ 针对富翁的绑架案件频繁发生ꎻ 执政党内部的争斗也威胁到革命

制度党的团结ꎬ 社会不稳定波及政局稳定ꎮ 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下ꎬ 革命制度

党总统候选人塞迪略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 当选为总统后着手进行选举制度

改革ꎮ
(一) 塞迪略政府的选举制度改革及 １９９７ 年中期选举

１９９４ 年总统选举与之前的选举活动相比表现出两个不同的特点ꎮ 第一ꎬ
有大约两万名选举观察员监控了全国范围的选举活动ꎮ 虽然在农村地区仍然

存在选举违规行为ꎬ 但选举过程相对透明ꎮ 第二ꎬ 这次选举被认为是墨西哥

历史上一次合法的、 诚实的选举ꎮ 塞迪略成功当选可以归结为几个因素ꎮ 一

是人和因素ꎬ 革命制度党仍然拥有一定的民心ꎮ 许多墨西哥人认为ꎬ 政治动

荡形势下ꎬ 革命制度党是唯一具有足够经验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的政党ꎮ
二是革命制度党自身因素ꎬ 它仍然操控着选举ꎬ 不但控制政府主要职位、 操

纵农村地区的选举ꎬ 而且掌控了传媒报道ꎮ 三是墨西哥政府的推动ꎬ 选举之

前政府的拉票行为一定程度上确保了革命制度党胜选ꎮ
国内形势的发展推动塞迪略进一步加快民主化进程ꎮ 此外ꎬ 选举改革措

施也与国际环境有关: 一是大势所趋ꎬ 当时其他拉美国家正在出现民主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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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ꎬ 墨西哥有必要跟上形势的发展ꎻ 二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ꎬ
国际机构加强了对墨西哥政治合法性的监督ꎮ① 为了应对这些压力ꎬ 选举改革

迫在眉睫ꎮ １９９６ 年选举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规定没有政党可以拥有超过 ２ / ３
的选票ꎻ 联邦选举委员会成为独立机构ꎬ 联邦选举法庭具有自主性ꎻ 联邦特

区选民可以选举自己的地方政府ꎬ 直接选举墨西哥城的市长ꎻ 根据比例代表

制ꎬ 扩大参议员数量ꎻ 政党可以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获得更多免费宣传的机

会ꎻ 降低农村地区的高比例代表ꎬ 重构 ３００ 个选举区ꎮ② 此外ꎬ 塞迪略宣布结

束 “指定制” (ｄｅｄａｚｏ)ꎬ 决定从他开始ꎬ 结束由现任总统指定下届总统候选

人的做法ꎮ③ １９９６ 年新选举法朝着自由和公正选举又前进一步ꎮ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举行议会中期选举ꎬ 改选众议院 ５００ 个席位和参议院 １２８ 个

席位ꎮ 结果革命制度党仅获得众议院 ２３９ 个席位ꎬ 不足半数ꎬ 第一次在众议

院失去绝对优势ꎮ 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分别获得 １２１ 个和 １２５ 个

席位ꎮ④ 反对党在地方层面的选举中大获全胜ꎮ １２ 月ꎬ 墨西哥 １２ 个最大城市

中有 １１ 个城市的市长来自反对党ꎮ 国家行动党赢得 ６ 个州⑤的选举胜利ꎬ 这

些州不但经济较发达ꎬ 而且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 ４２％ ꎮ 由此可见ꎬ １９９７ 年选

举结果主要归因于体制的变化和反对党能力的增强ꎮ １９９８ 年ꎬ 革命制度党在

萨卡特卡斯州 (Ｚａｃａｔｅｃａｓ) 和阿瓜卡连特斯州 (Ａｇｕａｓｃａｌｉｅｎｔｅｓ) 的选举中败

北ꎮ⑥ 政治形势对革命制度党越来越不利ꎮ
(二) ２０００ 年大选时的执政轮替

在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的总统选举中ꎬ 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候选人福克斯 (Ｖｉｃｅｎｔｅ
Ｆｏｘ Ｑｕｅｓａｄａ) 当选为总统ꎮ 这是 ２０ 世纪墨西哥最具有竞争性的选举ꎬ 也是墨

西哥现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政党轮替ꎮ 有学者指出ꎬ ２０００ 年执政轮替也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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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９９６ 年选举机构的体制框架下才有可能发生ꎬ 而这种体制框架是按照选举

法的自主性和公民的要求进行修改的ꎮ① 可以看到ꎬ 这是 １９９６ 年选举改革的

产物ꎬ 两个主要的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都一致接受选举结果ꎮ
从这次总统大选中可以解读到两个因素ꎬ “第一个因素ꎬ 执政轮替是以一

种和平的方式实现的”ꎻ “第二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第一个因素ꎬ 即民主

改革并没有伴之以政治体制的结构性转型ꎮ 严格意义上讲ꎬ 在其基本结构及

职能安排方面ꎬ 现行的制度设计实际上与 ２０ 世纪是相同的ꎮ 改革的核心首先

是建立一个新型的、 现代的功能性选举制度”② 据统计ꎬ 革命制度党的政

党认同率下滑至 １４ １％ ꎬ 且支持者大多是 ６０ 岁以上的老年人ꎬ 而国家行动党

的政党认同率从 １６ ５％上升到 ２８ ９％ ꎬ 相当一部分 １８ ~ ２５ 岁的年轻人选择国

家行动党ꎬ ２０ ７％的人支持民主革命党ꎮ 但是ꎬ 即便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

中严重失利ꎬ 革命制度党仍然控制着超过 ５０％ 的州ꎬ ２０％ 的众议员ꎬ 在国家

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ꎮ③

革命制度党的下台没有导致墨西哥宪法危机或者政体走向分裂ꎬ 尽管墨

西哥处于动荡的风口浪尖ꎬ 但仍维持了政局稳定ꎮ 这主要是因为革命制度党

(尤其是总统塞迪略执政时期) 提高了选举透明度ꎬ 而且选举过程平稳ꎬ 选民

参与率高达 ６５％ ꎬ 投票和计票都没有出现问题ꎬ 整个选举进程进展顺利ꎮ 革

命制度党彻底褪去了 “完美独裁” 的外衣ꎬ 塞迪略愿意接受革命制度党的失

败ꎮ 如果革命制度党再想通过操纵选举或其他方式反对民主改革ꎬ 可能破坏

该党执政的合法性并威胁到国家的安定ꎮ 选民从心理上逐渐接受了政党权力

的轮替ꎬ 年长的墨西哥人已经接受这种政治变化ꎬ 相信墨西哥走到了重新选

择政党的时刻ꎬ 不会发生被操控的骚乱ꎮ 从墨西哥政党执政和平轮替的结局

看ꎬ 最近几十年反复造成政治体制和墨西哥社会脱节的因素已经不复存在ꎮ④

这也是墨西哥多年渐进性选举改革的结果之一ꎮ 从某种程度上讲ꎬ 墨西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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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政治成熟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某些特点ꎮ

五　 结语

回顾 ２０ 世纪后半期以来墨西哥的选举制度改革ꎬ 历届政府不断引入新的

改革内容ꎬ 丰富和发展改革制度ꎬ 名为拓宽反对党的参政空间ꎬ 意在改革政

党体制ꎬ 维护革命制度党执政合法性ꎬ 巩固政党的统治权力ꎮ 选举制度改革

追求 “变中求保ꎬ 保中求变”ꎬ 顺应时代潮流ꎬ 选举范围不断扩大ꎬ 突出了自

由竞争性①ꎬ 合法性不断增强ꎮ
墨西哥的渐进性选举制度改革带来两个重要影响ꎮ 第一个影响是ꎬ 从某

种意义上讲ꎬ 选举制度的改革有利于墨西哥 “从一党霸权的威权主义体制转

变成竞争和多元政党体制”②ꎬ 有助于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相分离ꎬ 后来又与

司法权力有效分离ꎻ 而且有助于激活墨西哥的政治体制ꎬ 便于充分调动各级

政府机构的积极性③ꎬ 推动墨西哥逐渐成长为现代化民主国家ꎮ
１９４６ 年选举法奠定了墨西哥现代选举制度的基础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

期开始改革选举体制ꎬ ８０ 年代改革力度加大ꎬ ９０ 年代的改革充分结合了当时

的经济发展趋势ꎮ 墨西哥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ꎬ 例如ꎬ 选举

程序更加透明和公正ꎬ 选举监督机构更加强大ꎬ 公民政治参与的机会不断增

多ꎬ 政党体制趋于重构等等ꎮ 尽管如此ꎬ 墨西哥选举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ꎬ
如有学者指出ꎬ “当前墨西哥选举制度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ꎬ 没有一个真正的

机制来约束选举中的不规范行为ꎮ”④

第二个重要影响是ꎬ 选举制度改革有助于墨西哥维持政治稳定ꎮ 这种政

治稳定体现在两个阶段ꎮ 第一个阶段是 ２０ 世纪后半期ꎮ 在选举制度改革历程

中ꎬ 执政党革命制度党主动适应政治形势变化ꎬ 是 “变革需求的接受者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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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墨西哥选举制度改革历程及其影响　

动者ꎬ 把需求转变成改革ꎬ 激励政党形成和政治参与”ꎬ 延长了该政党的政治

生命ꎬ 有效维护了政党的执政地位ꎮ 第二个阶段是 ２０００ 年革命制度党下台

后ꎬ 墨西哥虽然发生政党危机ꎬ 但是并没有出现政治动荡ꎮ ２０００ 年执政轮替

的过程是顺利与和平的ꎬ 发挥了政党的新功能ꎬ 几乎没有对威权主义时期的

政治体制产生影响ꎬ 而且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这种体制ꎮ 这与选举制度改革的

渐进性特点密切相关ꎬ 因为政治体制接受了反对党有限的政治参与ꎬ 使反对

党参政空间逐步拓宽ꎮ 这个体制具有兼容性ꎬ 已经能够与新的政治现实相适

应ꎮ① 这又与第一个影响相关联ꎮ 墨西哥政治体制趋于成熟ꎬ 可以削弱执政党

更替带来的负面影响ꎬ 并且逐步走向政治民主化ꎮ
在墨西哥政府推行选举制度改革半个世纪之后ꎬ 执政党革命制度党下台

了ꎬ 原因复杂ꎬ 值得好好反思ꎮ 虽然革命制度党在选举制度改革历程中也在

不断更新执政能力ꎬ 努力不偏离改革目标ꎬ 但其执政与社会现实相脱离ꎬ 没

有很好地了解大众的需求ꎮ②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ꎬ 曾经的反对党国家行动党是

在合法性和机构框架下成长起来的ꎬ 它的结构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③ꎬ 国家

行动党的上台有其合理合法性ꎮ
在 ２０１２ 年总统大选中ꎬ 革命制度党成功 “回归”ꎬ 这可以从不同角度加

以解读ꎮ 革命制度党东山再起ꎬ 墨西哥出现第二次执政轮替ꎬ 朝政治民主化

方向又迈进一步ꎮ 墨西哥的选举制度改革将会发挥多大作用ꎬ 该国是否已经

形成政党轮替执政的政治格局ꎬ 还需拭目以待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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