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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前期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

现代化ꎬ 为委内瑞拉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土壤ꎬ １９５８ 年蓬托菲霍体

系的创立标志着委内瑞拉开始真正步入民主化进程ꎮ ２０ 世纪六七

十年代ꎬ 随着政党体系由多党制向两党制的转变、 多数原体制外政

治势力向蓬托菲霍体系的归附ꎬ 蓬托菲霍体系基本实现了制度化ꎬ
达到了其发展的顶点ꎮ 此时期许多拉美国家处于军事独裁政权统

治ꎬ 而委内瑞拉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却蓬勃发展ꎬ 这直接得益于蓬托

菲霍政体的制度化ꎮ 然而ꎬ 两党霸权制下的蓬托菲霍政体在代表性

方面存在明显不足ꎬ 源源不断的石油收入成为蓬托菲霍体系维持正

常运转的关键因素ꎮ 过度依赖石油收入的经济模式又存在着隐性的

分配性危机ꎬ 成为蓬托菲霍体系的又一个致命弱点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开始的国际油价低迷彻底打破了委内瑞拉 “民主标杆” 的神话ꎬ
为查韦斯的上台创造了条件ꎮ 持续 ４０ 年的蓬托菲霍体系是查韦斯

执政的重要背景ꎬ 考察蓬托菲霍体系对理解查韦斯的崛起及其执政

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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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系的创立、 制度化及其缺陷 　

　 　 蓬托菲霍时期是二战后委内瑞拉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ꎬ 持

续 ４０ 年的蓬托菲霍体系是查韦斯执政的重要背景ꎮ 查韦斯的执政与蓬托

菲霍体系之间不仅有断裂ꎬ 更存在延续ꎮ 了解蓬托菲霍体系的特征、 运行

状况及其问题ꎬ 对理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查韦斯的崛起以及对其执政绩效的

评价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本文首先论述了蓬托菲霍体系创立的相关情

况ꎬ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蓬托菲霍体系制度化的过程ꎬ 并对蓬托菲霍体系的

代表性危机与分配性危机及其与 ９０ 年代左翼政治势力崛起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考察ꎮ

一　 蓬托菲霍体系的创立

蓬托菲霍体系的创立是委内瑞拉政治、 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

节点ꎮ 委内瑞拉传统经济、 政治模式及其演变是蓬托菲霍体系创立的重要

背景ꎮ 委内瑞拉以单一原材料出口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模式形成于殖民地时

期ꎬ 在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更多地扮演原材料生产者的角色ꎮ １９ 世纪初ꎬ
独立后的委内瑞拉延续了殖民地时代的经济模式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之前ꎬ
委内瑞拉经济一直以农牧产品出口为主ꎬ 烟草、 可可、 咖啡先后成为其主

要出口商品ꎮ 对外贸易在委内瑞拉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ꎬ 是国家税

收收入的主要来源ꎮ 同出口商品比较单一相反ꎬ 委内瑞拉进口商品种类繁

多ꎮ 长期以来ꎬ 不但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 中间产品和部分原材料ꎬ 还大

量进口各种消费品ꎮ １９１３ 年ꎬ 消费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 ５７ ６％ ꎮ①

政治上ꎬ 从独立后到 ２０ 世纪初ꎬ 委内瑞拉与同期大多数拉美国家一

样ꎬ 呈现出考迪罗制的特征ꎮ 考迪罗指的是 １９ 世纪在特定的政治、 经济、
军事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代表庄园主利益并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国家或地

方军政大权、 对人民能够生杀予夺、 具有独裁性质的军事首领ꎮ 考迪罗一

般都打着代议民主制的旗号ꎬ 用 “选举” “宪法” “议会” 来包装自己ꎬ
这是考迪罗制与历史上其他独裁统治不同的地方ꎮ 考迪罗主义是在缺少一

种适合代议制政府发挥作用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的情况下进行政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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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手段①ꎮ 大庄园制的存在和发展是产生考迪罗统治的终极原因ꎬ 上层建

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ꎬ 即共和制的上层建筑与封建大地产制的矛盾导致了考

迪罗主义的产生②ꎮ 拉美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又造成了弥漫于拉美各地的地方主

义文化和地方认同感③ꎬ 这些都有利于考迪罗割据政权的形成ꎮ
经济上的单一农产品出口制和政治上的考迪罗制ꎬ 共同构成了委内瑞拉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开始的经济、 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起点ꎮ ２０ 世纪前期委

内瑞拉的经济现代化直接源于其石油工业的发展ꎮ 委内瑞拉是世界上较早发

现和开采石油的国家之一ꎮ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ꎬ 随着石油矿藏的大量发

现和大规模商业开发ꎬ 委内瑞拉石油业取得飞速发展ꎮ 从 １９２９ 年开始ꎬ 石油

出口值超过农产品的出口值ꎬ 委内瑞拉经济遂转为以石油出口为基础④ꎬ 委内

瑞拉迅速成为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之一ꎮ 石油工业的发展使国家财政攫取能

力大为增强ꎬ 经济规模迅速扩张ꎬ 中央政府经济能力的增强导致了政治权力

的集中ꎬ 委内瑞拉考迪罗制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ꎮ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ꎬ 委内瑞拉走上了快速现代化的道路ꎮ 政府加强

了对经济的干预ꎬ 成立了委内瑞拉开发公司ꎬ 颁布了石油法ꎮ １９４５—１９５０ 年

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１０ ６％ ꎬ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 年年均增长 ９％ ⑤ꎮ 石油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ꎬ 委内瑞拉社会也经历了深刻变革ꎬ 新的经济和政治组

织 (包括一系列政党、 专业组织、 商业团体等) 大量出现ꎬ 民众文化水平逐

步提高ꎬ 城市化进程加快ꎮ 传统政体和价值观念越来越不为民众所接受ꎬ 这

成为考迪罗制向代议民主制转变的社会根源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伊萨亚斯梅

迪纳安加里塔 (Ｉｓａíａｓ Ｍｅｄｉｎａ Ａｎｇａｒｉｔａ) 总统实行的政治开放导致了委内瑞

拉各主要政党的正式形成ꎮ 民主行动党、 基督教社会党、 委内瑞拉共产党等

相继正式成立并公开活动ꎬ 媒体自由度也逐步提高ꎬ 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普遍

的政治参与热情ꎮ 如果说考迪罗主义是整个 １９ 世纪到 ２０ 世纪前期委内瑞拉

政治的基本特征ꎬ 那么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起ꎬ 政党开始在委内瑞拉政治中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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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曾昭耀: «论墨西哥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墨西哥如何从考迪罗主义走向现代宪政制

度» 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 ꎬ 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ꎮ
张镇强: «拉美历史上的考迪罗主义特征及其产生原因初析»ꎬ 载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世界史»ꎬ 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ꎻ 王云飞: « “考迪罗主义” 散论»ꎬ 载 «河南大学学报»ꎬ １９９５ 年第 ６ 期ꎮ
钱乘旦: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历史局限及其影响»ꎬ 载 «历史教学问题»ꎬ 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ꎮ

⑤　 石瑞元等著: «委内瑞拉经济»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 年ꎬ 第 １０ 页ꎬ 第 １５ 页ꎮ



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系的创立、 制度化及其缺陷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ꎬ 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ꎬ １９４６
年大选中民主行动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ꎬ 考迪罗独裁政体在委内瑞拉第一次

被现代政党政治取代ꎮ 这次政变开启了委内瑞拉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时期

(１９４５—１９４８ 年)ꎬ 这一时期ꎬ 民主行动党在国家政治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ꎮ
然而在政府的经济角色、 学校教育理念等方面ꎬ 执政的民主行动党和第二大

政治势力基督教社会党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ꎮ 这一时期的委内瑞拉政党体系

高度两极化ꎬ 制度化①程度很低ꎬ 民主阵营内部没能就一些关键问题达成共

识ꎮ 民主行动党执政的排他性引发了以基督教社会党、 军队、 天主教会为代

表的政治势力的不满ꎮ １９４８ 年ꎬ 民主行动党政府被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

斯 (Ｍａｒｃｏｓ Ｐéｒｅｚ Ｊｉｍéｎｅｚ) 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ꎮ 上台后的希门尼斯对其他政

治势力采取严厉的打压政策ꎬ 造成了其政权的空前孤立ꎮ 由于连续数年大规

模的政府支出以及国际油价的下跌ꎬ １９５７ 年希门尼斯独裁政府陷入经济危机ꎮ
民主行动党、 基督教社会党、 委内瑞拉共产党、 民主共和联盟等为推翻希门

尼斯独裁政权而组成 “爱国阵线” (Ｊｕｎｔａ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ａ)ꎬ 部分高级军官和天主教

会也参与其中ꎮ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ꎬ 希门尼斯逃出委内瑞拉ꎬ 独裁政府被推翻ꎮ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决定将于 １９５８ 年年底举行总统大

选ꎮ 政党领袖掌握了政治权力ꎬ 委内瑞拉大多数社会组织 (包括农民组织、
工人组织、 教育工作者组织、 专业性组织等) 处于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

党的控制之下ꎮ 民主行动党有着更为强大的组织机构和组织能力ꎬ 而基督教

社会党则得到了教会的支持ꎬ 民主共和联盟在蓬托菲霍体系的创立中也发挥

了很大作用ꎮ 经过了 ２０ 多年的坎坷历程ꎬ 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ꎬ 三大政党

之间逐渐找到了一种更具建设性的互动模式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民主行动党、 基督教社会党、 民主共和联盟三个政

党的代表贝坦科尔特 (Ｒóｍｕｌｏ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Ｂｅｔａｎｃｏｕｒｔ Ｂｅｌｌｏ)、 卡尔德拉 (Ｒａｆａｅｌ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ｌｄｅｒａ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和比利亚尔瓦 (Ｊóｖｉｔｏ Ｖｉｌｌａｌｂａ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在卡尔德

拉的家乡蓬托菲霍小镇签署了蓬托菲霍协定 (Ｅｌ Ｐａｃｔｏ ｄｅ Ｐｕｎｔｏ Ｆｉｊｏ)②ꎬ 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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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制度化” 并非仅仅包含相关的制度安排ꎬ 换言之ꎬ 仅仅一纸规定绝称不上制度化ꎮ 要实现制

度化ꎬ 相关制度必须能够得到多数社会势力的支持ꎬ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的稳定和长期运转ꎮ 政党体

系制度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政党体系合法性不断增强的过程ꎬ 也就是既定的政党政治规则被越来越多的人

认同、 接受并遵守的过程ꎮ 如果一个国家的各主要政治势力对既定政治体制与规则以及某些基本政策不

存在基本认同的话ꎬ 必然会影响政治体系的稳固和长期运转ꎬ 制度化也就成了一句空话ꎮ
国内有学者将 “Ｐｕｎｔｏ Ｆｉｊｏ” 译为 “菲霍角” 或 “固定点”ꎬ 本文采取音译方式将其译为 “蓬

托菲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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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享以及共同确保新生民主政体的稳定等问题达成共识ꎬ 在主要政党和委

内瑞拉社会最重要的利益集团 (包括天主教会、 军队、 工商业集团以及全国

工会联盟等) 之间达成了妥协ꎮ 这一协定相当于 ３ 个主要政党的共同政治纲

领ꎬ 基本内容包括: (１) 所有政治势力必须尊重民主选举程序ꎬ 并尊重即将

到来的选举结果①ꎻ (２) 组建统一的各党派联合政府ꎬ 避免任何政治势力对

民主政体的威胁②ꎻ (３) 将政府的权力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ꎬ 国家政策的制

定要基于主要政治势力之间的共识ꎮ
除维护宪政民主、 反对独裁、 奉行政治合作与妥协精神外ꎬ 蓬托菲霍协

定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将委内瑞拉共产党等左翼力量排除在核心政治舞台之外ꎮ
三大政党不同程度上都对第四大政党委内瑞拉共产党参与构建民主政体的诚

意持怀疑态度ꎬ 认为委内瑞拉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认同远超对国家的忠

诚ꎬ 会对民主政体的建立和运转产生阻碍甚至破坏作用ꎮ 此外ꎬ 三大政党的

领导人认为委内瑞拉民主政体的生存需要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ꎬ 而与委内瑞

拉共产党保持密切关系将会危及美国对委内瑞拉新生民主政府的认同ꎮ 对卡

斯特罗在加勒比地区的扩张以及对共产革命的担忧也使蓬托菲霍政体的创立

者们将古巴共产主义、 进而将委内瑞拉共产党视为一种威胁ꎮ 此外ꎬ 当时美

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实施了新的拉美政策ꎬ 不再支持反对共产

主义的拉美独裁政权ꎬ 而将代议制民主政体视为共产主义政体在拉美的唯一

替代模式ꎮ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这一转变大大增加了委内瑞拉民主政体的创立

者和支持者们对美国的好感ꎬ 这使当时委内瑞拉的贝坦科尔特等民主政治领

袖们有可能与美国合作ꎮ
蓬托菲霍协定就权力分享、 旧有仇恨的和解、 尊重个人自由、 政府在国

家经济中的角色、 民主巩固、 对美关系等重要问题作出了规定ꎬ 构成了蓬托

菲霍体系的基本框架③ꎮ 蓬托菲霍体系下权力分享的基础是主要政治势力对民

主政体的认同ꎮ １９５８ 年前后ꎬ 民主行动党、 基督教社会党和民主共和联盟三

大政党开启了一种更具建设性的精英间的互动方式ꎮ １９５８ 年年底上台执政的

—４９—

①

②

③

蓬托菲霍协定第二条、 第三条第一款ꎬ 见 “ Ｐａｃｔｏ ｄｅ Ｐｕｎｔｏ Ｆｉｊｏ”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 ｗｉｋｉｓｏｕｒｃｅ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ａｃｔｏ＿ ｄｅ＿ Ｐｕｎｔｏ＿ Ｆｉｊｏ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０５]

蓬托菲霍协定第三条第二款ꎬ 见 “Ｐａｃｔｏ ｄｅ Ｐｕｎｔｏ Ｆｉｊｏ”.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 ｗｉｋｉｓｏｕｒｃｅ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Ｐａｃｔｏ＿ ｄｅ＿
Ｐｕｎｔｏ＿ Ｆｉｊｏ [２０１７ －０８ －０５]

除蓬托菲霍协定外ꎬ 对蓬托菲霍体系的创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就是委内瑞拉 １９６１ 年宪法ꎬ
它进一步规定了蓬托菲霍时期委内瑞拉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ꎮ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１９６１)  ｈｔｔｐ: / / ｐｄｂａ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ｅｄｕ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 ｖｅｎ１９６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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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行动党政府温和并善于妥协的执政风格对权力分享原则在国家政治实践

中的真正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ꎮ 此时的民主行动党吸取了 １９４５—１９４８ 年第

一次执政时期的教训ꎬ 一改之前对其他政治势力的排斥态度ꎬ 不再独自垄断

政府权力ꎬ 进行政治决策时也尽量摒弃党派偏见ꎬ 更加能够考虑其他政党的

利益关切ꎮ
２０ 世纪前期石油工业大发展所推动的经济现代化以及政党政治的初步发

展ꎬ 客观上为蓬托菲霍体系的创立进行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准备ꎮ 以蓬托菲霍

协定的签署和蓬托菲霍体系的创立为标志ꎬ 委内瑞拉真正开启了民主化进程ꎮ

二　 蓬托菲霍体系的制度化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 当许多拉美国家被军事独裁政权统治时ꎬ 委内瑞拉

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却蓬勃发展ꎮ 当时委内瑞拉民主政治在拉美范围内的相对

成功直接得益于蓬托菲霍政体的制度化ꎮ 蓬托菲霍政体制度化的核心是政党

体系的制度化ꎬ 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 其一ꎬ 从多党制到两党制①的演变ꎻ 其

二ꎬ 在蓬托菲霍体系建立初期未被 (或者未完全被) 纳入政治体系中的社会

力量ꎬ 特别是以委内瑞拉共产党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力量完成了向蓬托菲霍政

体 (其核心是两党制) 的归附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到 ７０ 年代初ꎬ 委内瑞拉政党体制经历了从多党制到

两党制的演变ꎮ 民主行动党、 基督教社会党、 民主共和联盟三大政党的联合

是蓬托菲霍体系建立的基础ꎮ 民主共和联盟在 １９５８ 年年底总统大选时还是委

内瑞拉的第二大党ꎬ 其总统候选人沃尔夫冈∙ 拉腊萨瓦尔 (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Ｌａｒｒａｚáｂａｌ) 获得了 ３４ ６％的支持率ꎻ 国会选举中ꎬ 民主共和联盟获得 ２６ ８％
的支持率ꎮ② 但由于与贝坦科尔特政府之间的分歧ꎬ 尤其是反对贝坦科尔特政

府对古巴采取强硬政策ꎬ 民主共和联盟于 １９６２ 年退出蓬托菲霍协定ꎬ 该党在

委内瑞拉政治中的重要性也急剧萎缩ꎮ 在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３ 年的 ３ 次总统大

选中ꎬ 民主共和联盟的候选人所获支持率分别仅为 １８ ９％ 、 ２２ ２％ 、 ３％ ꎬ 同

—５９—

①

②

综合政党数量与意识形态因素ꎬ 萨托利将政党制度分为一党制、 霸权党制、 主导党制、 两党

制、 温和多党制、 极化多党制、 粉碎型体制 ７ 种类型ꎮ 参见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Ｓａｒｔｏｒｉꎬ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Ｃｏｌｃｈｅｓｔｅｒ: ＥＣＰＲ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１１０ － １１３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ｉａｌｅｓ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ｄｅ １９５８ ”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ｉａｌｅｓ＿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ｄｅ＿ １９５８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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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举行的 ３ 次国会选举中ꎬ 民主共和联盟所获支持率分别仅为 １７ ４％ 、
９ ２％ 、 ３ ２％ ꎮ①

蓬托菲霍体系建立之初ꎬ 民主行动党是委内瑞拉最强大的政治势力ꎬ 这

一点从其在 １９５８ 年总统和国会选举中所获支持率就能看出②ꎮ 然而ꎬ 由于党

内各派政治理念的分歧ꎬ 在蓬托菲霍政体创立后的第一个 １０ 年中ꎬ 民主行动

党经历了 １９６０ 年、 １９６７ 年的两次分裂ꎬ 产生了革命左派运动 (ＭＩＲ) 和人民

选举运动 (ＭＥＰ) 两个左翼政党ꎬ 这两个新党都是由原来民主行动党内部的

左翼力量组成ꎮ 这两次分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主行动党的势力ꎮ
在民主行动党被削弱的同时ꎬ 基督教社会党的势力却不断上升ꎮ 在 １９５８、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８ 年的 ３ 次总统选举中ꎬ 基督教社会党候选人所获支持率分别为

１６ ２％ 、 ２０ ２％ 、 ２９ １％ ꎬ 同时举行的 ３ 次国会选举中该党所获支持率分别

为 １５ ２％ 、 ２０ ８％ 、 ２４ ０％ ꎮ 在 １９６３ 年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中ꎬ 基督教社会党

所获支持率均超过了民主共和联盟③ꎮ １９６８ 年总统大选中基督教社会党领袖

卡尔德拉获胜ꎬ 这也是基督教社会党第一次执政ꎮ 民主行动党在执政两届后

首次失去了对国家权力的掌控ꎬ 尽管它在国会中所占席位仍然多于基督教社

会党④ꎮ 在民主共和联盟自动出局与急剧萎缩的情况下ꎬ 民主行动党的两次分

裂、 基督教社会党势力的壮大使得两大政党间差距缩小ꎬ 委内瑞拉政党体制

开始向两党制发展ꎮ 从 ５０ 年代末到 ８０ 年代的历次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可以看

到两党制的逐步形成和趋于稳定 (见表 １ 和表 ２)ꎮ 蓬托菲霍政党体系由 １９５８
年建立时的三党架构演变为典型的两党架构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到 ７０ 年代初ꎬ 委内瑞拉经历了多种社会势力向蓬托

菲霍体系的归附ꎮ 通过 １９５８ 年年底的大选ꎬ 蓬托菲霍体系的创建者掌握了政

府权力ꎬ 但一些重要的社会势力依然对新生民主政体并不完全信任ꎬ 如工商

—６９—

①

②

③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ｉａｌｅｓ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ｄｅ １９６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ｉａｌｅｓ＿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ｄｅ＿ １９６３ [２０１７ －０８ －０５]ꎻ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ｉａｌｅｓ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ｄｅ １９６８”.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ｉａｌｅｓ＿ｄｅ＿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ｄｅ＿１９６８ [２０１７ －０８ －０５]ꎻ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ｉａｌｅｓ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ｄｅ １９７３”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ｉａｌｅｓ＿ｄｅ＿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ｄｅ＿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０５]

１９５８ 年总统大选中ꎬ 民主行动党候选人贝坦科尔特所获支持率为 ４９ ２％ ꎬ 超出位居第二的民

主共和联盟候选人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１４ ６ 个百分点ꎻ 当年国会选举中ꎬ 民主行动党赢得４９ ５％的

支持率ꎬ 超出位居第二的民主共和联盟 ２２ ７ 个百分点ꎮ 参见 Ｄｉｅｔｅｒ Ｎｏｈｌｅｎꎬ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Ａ
Ｄａｔ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ꎬ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５６９ꎬ ｐ ５８０

④　 Ｄｉｅｔｅｒ Ｎｏｈｌｅｎꎬ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Ａ Ｄａｔ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ꎬ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５６９ꎬ ｐ ５７０ꎬ ｐ ５８０ꎬ ｐ 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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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天主教会、 军队、 大地产主等ꎬ 而以委内瑞拉共产党为代表的激进左翼

力量甚至对该政体采取敌视态度ꎮ

表 １　 委内瑞拉主要政党在 １９５８—１９８８ 年总统选举中所获支持率 (％ )

１９５８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８

民主行动党 ４９ ２ ３２ ８ ２８ ２ ４８ ７ ４３ ３ ５８ ４ ５２ ９

基督教社会党 １６ ２ ２０ ２ ２９ １ ３６ ７ ４６ ６ ３３ ５ ４０ ４

民主共和联盟 ３４ ６ １８ ９ ２２ ２ ３ １ － － ０ ８

人民选举运动 － － １９ ３ ５ １ １ １ ３ ４ －

社会主义运动 － － － ４ ３ ５ ２ ３ ５ ２ ７ａ

革命左派运动 － － － － １ ０ － ２ ７ａ

委内瑞拉共产党 － － － － ０ ５ － ０ ８

　 　 注: 社会主义运动党和革命左派运动党联合参加 １９８８ 年总统大选ꎮ
资料来源: Ｄｉｅｔｅｒ Ｎｏｈｌｅｎꎬ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Ａ Ｄａｔ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ꎬ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５８０ － ５８２

表 ２　 委内瑞拉主要政党在 １９５８—１９８８ 年国会选举中所获支持率 (％ )

１９５８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８

民主行动党 ４９ ５ ３２ ７ ２５ ６ ４４ ４ ３９ ７ ４９ ９ ４３ ３

基督教社会党 １５ ２ ２０ ８ ２４ ０ ３０ ２ ３９ ８ ２８ ７ ３１ １

民主共和联盟 ２６ ８ １７ ４ ９ ２ ３ ２ １ ７ １ ９ １ ４

人民选举运动党 － － １２ ９ ５ ０ ２ ２ ２ ０ １ ６

社会主义运动党 － － － ５ ３ ６ ２ ５ ７ １０ ２ａ

革命左派运动党 － － － １ ０ ２ ３ １ ６ １０ ２ａ

人民民主力量运动党 － ９ ６ ５ ３ １ ２ ０ ３ － －

委内瑞拉共产党 ６ ２ － － １ ２ １ ０ １ ７ －

民族主义公民运动 － － １０ ９ ４ ３ ０ ２ － －

独立民族阵线 － １３ ３ － － － － －

　 　 注: 社会主义运动党和革命左派运动党联合参加 １９８８ 年总统大选ꎮ
资料来源: Ｄｉｅｔｅｒ Ｎｏｈｌｅｎꎬ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Ａ Ｄａｔ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ꎬ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５６９ － ５７２

蓬托菲霍体系下上台执政的民主行动党政策立场有所温和化ꎬ 使其逐渐

获得工商界、 天主教会、 大地产主的支持ꎬ 民主政府还逐步将武装力量纳入

自己的控制之下ꎮ (１) １９５８ 年前后ꎬ 对于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ꎬ 民主行动党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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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商界之间存在很大分歧ꎮ 企业家们主张建立有限政府ꎬ 民主行动党领袖

们则强调政府干预ꎮ １９６１ 年宪法强调财富的社会功能和政府的经济权力ꎬ 授

权政府可以直接干预公共部门的事务ꎬ 并有权对工商业施加限制①ꎮ 然而ꎬ 民

主行动党政府并没有无限制地使用这种经济干预权ꎮ 对国家经济政策制定ꎬ
私营部门也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ꎬ 一些重要内阁职位ꎬ 如财政部长、 央行主

席等ꎬ 通常由那些与私营部门关系密切的人员出任ꎮ 民主行动党政府这种较

为温和的经济政策赢得了工商界的支持ꎮ (２) 民主行动党与委内瑞拉天主教

会之间的关系曾经并不融洽ꎬ １９４５—１９４８ 年间双方就政府在教育中的权限等

问题产生过激烈的争论ꎮ １９５８ 年后ꎬ 再次执政的民主行动党通过实现与梵蒂

冈关系的正常化、 增加神职人员的补贴、 资助教会学校等措施来争取教会对

新生民主政体的支持ꎬ 天主教会对民主政体的支持倾向也逐渐增强ꎮ (３) 大

地产主向来反对民主行动党的农业改革主张ꎬ 对 １９５８ 年新生民主政体的创立

表现出更多的担忧ꎮ 不过ꎬ 民主行动党政府对大地产主同样采取了较为温和

的政策ꎮ 虽然 １９６１ 年宪法规定要改革、 废除大庄园制ꎬ 使土地向缺少土地的

农业工人和居民手中转移②ꎬ 但贝坦科尔特和莱昂尼 (Ｒａúｌ Ｌｅｏｎｉ Ｏｔｅｒｏ) 政府

实际上将土地改革限制在重新分配希门尼斯统治集团成员被没收的地产以及

国家地产范围内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大地产主也逐渐成为蓬托菲霍体系的支持

力量ꎮ (４) １９５８ 年ꎬ 部分军官由于不认同希门尼斯军政府的残酷统治ꎬ 才联

合民主政治势力发动了政变ꎮ 然而ꎬ 对民主政体效率的怀疑也是军界长期以

来固有的一种心态ꎮ 因此ꎬ 从蓬托菲霍体系建立之初ꎬ 军队对民主政体的支

持并非毫无保留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到 ７０ 年代初ꎬ 民主政府通过一系列文官

控制制度的建构和非制度化的策略安排ꎬ 逐步将武装力量纳入自己的控制

之下ꎮ③

委内瑞拉共产党是激进左翼力量的突出代表ꎬ 该党颂扬古巴革命ꎬ 希望

在委内瑞拉实行社会主义ꎬ 强烈反对美国ꎮ 它不信任民主行动党、 基督教社

会党和民主共和联盟的领袖们ꎬ 认为新的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建立很可能无限

—８９—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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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托菲霍时期历届政府为实现对武装力量的控制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和策略运用ꎬ 参见许丰:
«蓬托菲霍体系下委内瑞拉的文官控制»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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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推迟其主张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ꎮ 蓬托菲霍体系创立时ꎬ 该党被排除在

核心政治舞台之外ꎮ １９５８ 年年底民主行动党组阁后ꎬ 进一步削弱和压制委内

瑞拉共产党ꎬ 后者则以发动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回应政府的政治与经济打压ꎮ
６０ 年代初ꎬ 委内瑞拉共产党开始在古巴的援助下进行游击战和颠覆政府的活

动ꎬ 不过未能动员起足够的社会支持ꎮ 在民主行动党政府的镇压下ꎬ 委内瑞

拉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未能对蓬托菲霍民主政体造成实质性的冲击ꎮ ６０ 年代末ꎬ
委内瑞拉共产党内部发生分歧ꎬ １９７１ 年相当一部分成员从该党分离出来ꎬ 成

立了社会主义运动 (ＭＡＳ) 并进入两大党主导的政治体系ꎬ 开始参与民主选

举ꎬ 成为蓬托菲霍政体的支持者ꎮ 同时ꎬ 共产党内另一部分党员成立了激进

事业党 (ＬＣＲ)ꎬ 它以工会运动为基础ꎬ 作为体制内的反对党参加了 １９７８ 年

之后的历次大选ꎮ ７０ 年代初ꎬ 共产党内的剩余力量被卡尔德拉总统赦免ꎬ 该

党作为政治少数派重新回到国家正常政治生活之中ꎬ 从 １９７３ 年开始作为合法

政党参与选举ꎮ 但委内瑞拉共产党对委内瑞拉政治的影响力非常弱小ꎬ 在

１９７３—１９８８ 年间的 ４ 次总统选举中该党所获支持率分别仅为 ０ ７％ 、 ０ ５％ 、
１％ 、 ０ ８％ ꎬ 在 １９７３—１９８３ 年间的 ３ 次国会选举中所获支持率仅为 １ ２％ 、
１ ０％ 、 １ ７％ ꎮ①

其他激进左翼力量以 １９６０ 年成立的革命左派运动为代表ꎬ 它由原民主行

动党内左翼势力组成ꎮ 革命左派运动成立后积极投入到反政府武装斗争中ꎮ
１９６２ 年ꎬ 党内部分成员组成人民民主力量运动 (ＦＤＰ)ꎬ 参加了 １９６３ 年大选ꎬ
在当年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分别获得了 ９ ４％ 、 ９ ６％的支持率ꎮ②１９６５ 年ꎬ 革命

左派运动内的另一部分成员脱党ꎬ 加入了国家统一革命党 (ＰＲＩＮ) 并参加了

１９６８ 年大选ꎮ １９６８ 年年底ꎬ 革命左派运动再次分裂ꎬ 主体部分由多明戈∙阿

尔维托∙兰赫尔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Ｒａｎｇｅｌ) 领导ꎬ 对暴力斗争持反对态度ꎬ
并参加了 １９７３、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８ 年的总统选举ꎮ

总之ꎬ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到 ７０ 年代初ꎬ 委内瑞拉政党体制经历了从多

党制到两党制的演变ꎬ 绝大多数在蓬托菲霍体系建立初期对新生民主政体持

怀疑或敌对态度的政治势力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对民主政体的归附ꎬ 极少数依

然对民主政体持反对态度的极端左翼力量则被进一步边缘化ꎬ 在委内瑞拉政

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大大降低ꎮ 这一时期ꎬ 新生民主政体的执政基础不断扩大ꎬ

—９９—

①②　 Ｄｉｅｔｅｒ Ｎｏｈｌｅｎꎬ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Ａ Ｄａｔ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ꎬ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５７１ － ５７２ꎬ ｐｐ ５８０ －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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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不断增强ꎬ 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ꎮ 然而ꎬ 蓬托菲霍民主政体虽然实现

了真正的、 普遍自由的选举这一民主政治的核心特征ꎬ 但同时也存在严重的

缺陷ꎬ 为委内瑞拉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延续埋下了隐患ꎬ 这就是下文要谈的蓬

托菲霍体系的代表性危机和分配性危机ꎮ

三　 政党霸权与代表性危机

两大党轮流执政是蓬托菲霍政体的核心特征ꎬ 在两党霸权下ꎬ 代表性不

足是蓬托菲霍政体一直面临的问题ꎮ 随着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社会的发展

和新兴社会势力的不断出现ꎬ 这一问题日趋凸显ꎮ
１９６１ 年宪法规定委内瑞拉共和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ꎬ 各州是自治、 平等

的政治实体ꎮ 然而ꎬ 实际上蓬托菲霍体系下的委内瑞拉具有明显的集权色彩ꎬ
１９６１ 年宪法规定州长的任免权掌握在总统手中ꎮ 对国家权力结构的如此设置

一方面是受长时期考迪罗主义的影响ꎬ 另一方面也是出于 １９５８ 年后中央政府

对激进左翼力量和军事政变的担忧ꎮ 与行政体制相适应ꎬ 委内瑞拉财政体制

亦分为三级ꎬ 即中央、 州 (以及相当于州一级的首都联邦区、 联邦地区、 联

邦属地) 和市 (县)ꎬ 主要财政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ꎮ １９６１ 年宪法对这

种三级财政体制以及各级政府的财政权限做了明确的规定: 国会的财政职能

主要是 “审查预算案和任何有关税收制度的议案”ꎻ 总统的财政权包括掌管国

家财政部、 审订国家借款、 经议院联席会议或议员委员会的批准决定预案以

外的信贷等ꎻ 州政府和市政府的财政权力主要是制定和执行本地区预算ꎬ 管

理本辖区财政ꎬ 使用国家贷款ꎬ 管理地方旅游业、 城市建设收支等ꎮ 州、 市

(县) 政府无权征收关税 (进出口税、 本国人和外国人财产过境税)、 尚未进

入流通领域的消费税、 本国人与外国人的地产税、 活牲畜及畜产税ꎮ 在分配

国家预算方面ꎬ 宪法规定必须将国家预算的一部分拨给州一级政府ꎬ 拨给各

州的预算额度中 ３０％按州平分ꎬ ７０％按各州人口多寡分配ꎮ 拨给各州的国家

预算份额不得少于国家预算中日常收入总额的 １２ ５％ ꎬ 并从 １９６２ 年起年均递

增至少 ０ ５％ ꎬ 一直提高到 １５％ ①ꎮ 一般情况下ꎬ 而地方政府的预算额只占中

央政府预算总额的 １ / １０ 左右ꎬ 以 １９７９ 年国家预算为例ꎬ 该年国家预算开支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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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为 ５０９ ５３ 亿玻利瓦尔ꎬ 而地方政府的预算开支仅为 ３８ 亿玻利瓦尔①ꎮ 虽

然根据宪法授权ꎬ 国会拥有在特定事务上推进行政分权的职责②ꎬ 但由于蓬托

菲霍体系的创立者们并没有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下放达成共识ꎬ 所以权力下

放进程一波三折ꎬ 动作迟缓ꎮ
集权政体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央政府消解激进左翼力量的武装反抗ꎬ 但

它也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造成了消极影响ꎮ 政治危机来自两个方面ꎮ 一方面ꎬ
行政、 立法、 司法三方面权力的不平衡ꎮ １９５８ 年后的委内瑞拉政体已经具备

了民主政体的某些特征ꎬ 如政党和社会组织的多元化、 公民的选举权、 司法

系统的独立地位等ꎮ 在各国家机构的关系上ꎬ 立法、 行政、 司法部门之间相

互制衡ꎬ 但在实际政治过程中行政部门处于绝对主导地位ꎬ 行政权独大而立

法权和司法权被压制ꎮ 另一方面ꎬ 委内瑞拉两大传统政党都是强控型政党ꎬ
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渗透和控制ꎬ 党内缺乏民主ꎮ 在两党轮流执政的情况下ꎬ
两大政党所具有的这种集权特征必然也成为政府的特征ꎮ 因此ꎬ 这种政治体

系一方面宣称自由、 平等、 公民权利ꎬ 一方面又限制公民和社会组织对国家

事务的参与ꎬ 这就形成了内在的矛盾ꎮ
蓬托菲霍政体呈现的是一种 “有限民主” 或 “有限多元政治”③ꎮ 从 １９５８

年蓬托菲霍体系创立到 １９９３ 年卡尔德拉第二次赢得总统大选之前的 ３５ 年中ꎬ
一直是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两党轮流执政ꎬ 占据着国家政治舞台的核

心位置 (见表 ３)ꎮ 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举行的 ４ 次总统大选中ꎬ 两大政党所

获支持率之和一直在 ８０％以上ꎮ 两大政党直接掌握国家的经济资源ꎬ 通过向

特定群体 (例如农民和工人组织) 提供经济援助来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ꎮ 与

两大政党保持密切联系成为社会组织、 利益集团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唯一渠

道ꎮ 正如委内瑞拉政治学者胡安∙卡洛斯∙雷伊 ( Ｊｕａｎ Ｃａｒｌｏｓ Ｒｅｙ) 在 １９８９
年所强调的那样: “对于整个委内瑞拉社会而言ꎬ 政党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甚至

是排他性的政治参与途径ꎮ”④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石瑞元等著: «委内瑞拉经济»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 年ꎬ 第 １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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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主要政党起绝对支配作用的政治体制通常被称为政党霸权制①

(ｐａｒｔｙａｒｃｈｙ)ꎬ 在这种政体下ꎬ 处于支配地位的政党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ꎮ
两党霸权制下庇护主义、 特权和腐败盛行ꎬ 再加上随着时间推移两党间政策

差异的日渐模糊以及新兴社会力量对两党霸权制的冲击ꎬ 所有这些都在逐渐

削弱蓬托菲霍政体的合法性ꎬ 给民主政体的稳定造成隐患ꎮ

表 ３　 １９５９—１９９４ 年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执政情况

民主行动党 基督教社会党

１９５９—１９６４ 罗慕洛埃内斯托贝坦科尔特 －

１９６４—１９６９ 劳尔莱昂尼奥特罗 －

１９６９—１９７４ － 拉斐尔卡尔德拉罗德里格斯

１９７４—１９７９ 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罗德里格斯 －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 － 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

１９８４—１９８９ 海梅拉蒙卢辛奇 －

１９８９—１９９４ 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罗德里格斯 －

　 　 资料来源: “Ａｎｅｘｏ: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ｓ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ｓ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Ａｎｅｘｏ: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ｓ
＿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２０]

各种政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庇护行为ꎬ 但这种行为在拉美更为普遍ꎬ
尤其是在委内瑞拉ꎮ 该国大量的石油财富使得用经济利益来换取政治支持的

做法成为多年来难以抗拒的诱惑ꎮ 在政党霸权制下ꎬ 自上而下的政治任命是

实施政治庇护的主要途径ꎬ 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需要为政治积极分子

提供相应的职位ꎮ 两大政党控制了政府职员的雇佣和晋升ꎬ 派系和政治利益

考量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职业能力的评估ꎮ 据学者乔治∙菲利普 (Ｇｅｏｒｇｅ
Ｐｈｉｌｉｐ) 估计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在约 ４１７０００ 名政府官员中ꎬ 大约 ９０００ 名

高级官员是被任命的ꎬ 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全部工作仅仅是领工资而

已②ꎮ 庇护主义的盛行削弱了政党作为社会和政府之间纽带的合法性ꎬ 斩断了

弱势群体的上升渠道ꎬ 导致阶层固化ꎻ 庇护主义导致腐败、 特权盛行ꎬ 造成

—２０１—

①

②

“政党霸权制” 概念已经被委内瑞拉和拉美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普遍接受和使用ꎬ
如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ｉｒꎬ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ꎻ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Ｌａｒｒｙ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ꎬ Ｊｏｈ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ꎻ Ｂｒｉａｎ
Ｆ Ｃｒｉｓｐ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

Ｒｉｃｋａｒｄ Ｌａｌａｎｄｅｒꎬ “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ｓ?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ｎ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ｔｙ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ｖｉｓｍｏ”ꎬ Ｒｅｎｖａｌ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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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效率的低下ꎬ 使人们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ꎬ 从而对整个政治体系造成损

害ꎮ 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ꎬ 蓬托菲霍时期最后 ４ 年中ꎬ 委内瑞拉腐

败状况在被统计国家中处于最严重之列 (见表 ４)ꎮ

表 ４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年委内瑞拉清廉指数ａ

年份 被统计国家数量 委内瑞拉得分ｂ 委内瑞拉排名

１９９５ ４１ ２ ６６ ３８

１９９６ ５４ ２ ５０ ４８

１９９７ ５２ ２ ７７ ４４

１９９８ ８５ ２ ３０ ７７

　 　 注: ａ 清廉指数 (ＣＰＩ)ꎬ 或译作腐败感知指数、 清廉印象指数ꎬ 是透明国际自 １９９５ 年起每年发

布的评估ꎬ 就被调查国民众对于当地腐败状况的主观感知程度予以评估及排名ꎮ 清廉指数评分越高ꎬ
意味着感知的腐败程度越低ꎮ

ｂ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清廉指数实行 １０ 分制 (０ ~ １０)ꎬ ０ 分为完全腐败ꎬ １０ 分为绝对清廉ꎻ ２０１２ 年起

实行百分制 (０ ~ １００)ꎮ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ｒｇ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０]

两大主要政党间差别的日渐模糊也对蓬托菲霍政体的合法性产生了消极

影响ꎮ 在现代民主政体中ꎬ 与主要政党间意识形态差异巨大、 竞争过度激烈

一样ꎬ 主要政党间的高度相似同样意味着政治体系存在潜在的危机ꎮ 如果政

治体系内存在有力的反对者ꎬ 在危机时刻会提供给民众一个选择的机会ꎬ 民

众会认为是执政党不行而不是政治体系的问题ꎮ 如果政治体系中没有真正的

反对者ꎬ 民众会将执政者等同于政治体系ꎬ 并将政府治理的失败归因于政治

体系ꎬ 这使得政治体系面临着极大威胁ꎮ 蓬托菲霍时期ꎬ 轮流执政的两党虽

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差别ꎬ 但总体而言二者变得越来越相似ꎬ 庇护主义、 派

系倾轧、 腐败、 无效率、 家长制等恶习成为两大党的通病ꎮ 两党间的意识形

态差异也非常有限ꎬ 都显示出中间稍偏右的意识形态倾向①ꎮ 由于两党的共同

遏制ꎬ 能对两党构成挑战的反对势力很难生存ꎬ 民众虽然有选举权ꎬ 但实质

意义上的选择权不足ꎬ 这必然对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造成消极影响ꎮ
新兴社会力量的兴起也对蓬托菲霍政体造成了冲击ꎮ 在蓬托菲霍体系运

行的几十年中ꎬ 委内瑞拉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见表 ５)ꎬ 而委内瑞拉政治的

包容度与整合能力却没能进行相应改善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 各种各样

—３０１—

①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Ｌ ＭｃＣｏｙ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Ｊ Ｍｙ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ꎬ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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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组织和社会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ꎮ 政府和执政党往往忽视并压制新

生社会力量ꎬ 更谈不上将这些新兴势力吸收到政治体系之中ꎬ 新兴社会力量

无法被两党主导的政治体系接纳ꎬ 无法找到合适的利益表达渠道ꎬ 权力过度

集中所伴生的政权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ꎮ 这种情况使既有政治体系

面临严峻挑战ꎮ

表 ５　 １９６０ 年和 １９９０ 年部分经济社会指标比较

１９６０ 年 １９９０ 年

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美元) ３４８３ ５５４３

城市化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６１ ６ ８４ ３

婴幼儿死亡率 (每千例活产儿) ５９ ９ ２４ ７

总死亡率 (每千人) １０ ０２ ５ ２９

总出生率 (每千人) ４６ ４６ ２９ ０５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 ２８３３８ １７３５５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岁)ꎬ 总体 ５９ ２９ ６９ ８３

每 １００ 人所拥有的电话线路数量 ２ ８

总生育率 (女性人均生育数) ６ ６ ３ ４

青春期生育率 (每千名 １５ ~ １９ 岁女性生育数) １３７ ２１ ９７ ０６

内科医生数量 (每千人) ０ ６６ １ ５６

能源使用量 (人均千克石油当量) １４９５ａ １９９３

中学入学率 (中学生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３２ ７５ａ ５５ ５

高等院校入学率 (高校学生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９ ５ａ ２６ ７７

　 　 注: ａ 为 １９７１ 年数据ꎮ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ꎮ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５]

四　 石油依赖与分配性危机

蓬托菲霍政体由于代表性不足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压力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源源不断的石油收入对委内瑞拉政治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丰厚的石油收入

是蓬托菲霍时期历届政府进行社会性支出的物质基础ꎬ 是蓬托菲霍政体保持

稳定的主要经济支柱和持续运转的基本动力ꎮ
委内瑞拉石油出口为其带来大量外汇收入ꎬ １９４０ 年以来石油出口所得在

国家全部外汇收入中超过了半数ꎬ 占中央银行外汇收入的比重更大ꎬ 例如ꎬ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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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０ 年占 ８９％ ꎬ １９５６ 年占 ９７ ３％ ꎬ １９７４ 年占 ９３％ ①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石油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 / ５ 至 １ / ３ꎻ ７０ 年代起ꎬ 由于其他经济部门的

发展ꎬ 石油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为 １ / １０ 左右②ꎮ 虽然石油业产值所占比重呈

下降趋势ꎬ 但这一时期石油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并没有明显减少ꎬ 石

油税收一直占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 (见表 ６)ꎮ

表 ６　 １９４７—１９７９ 年石油税收占委内瑞拉政府财政收入份额 (％ )

年份 １９４７ １９５７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９

石油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５３ ４７ ７０ ６５ ５７ ６３ １６ ６６ ６

　 　 资料来源: 转引自石瑞元等著: «委内瑞拉经济»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
年ꎬ 第 ２６ 页ꎮ

在石油收入的支持下ꎬ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中期ꎬ 委内瑞拉政府

先后实施了四个经济发展计划③ꎬ 并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ꎬ 大力发展工农业

生产ꎮ 同时ꎬ 还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民族主义政策: １９５８ 年宣布不再向外国公

司租让新的油田ꎬ １９６０ 年建立了国营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并与中东四国一道发

起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ꎬ １９７０ 年从美国人手中收回了确定石油参改价格的

权利等ꎮ １９７４ 年以来ꎬ 委内瑞拉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ꎬ 政府提出了争

取 “经济解放” 的口号ꎬ 要求收回由外国人控制的国家资源ꎬ 发展民族经济

以摆脱对外国的依赖ꎮ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和 １９７６ 年 １ 月分别实现了铁矿业和石油业

的国有化ꎬ 并制定和实施了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年的第五个发展计划ꎬ 计划投资总额

达 ５２０ 亿美元ꎮ 根据这个计划ꎬ 委内瑞拉开始大力发展基础工业以期改变经

济上对石油业的依赖状况ꎬ 民族经济取得了显著进展ꎮ 总之ꎬ 在石油收入的

支撑下ꎬ 委内瑞拉经济在蓬托菲霍前期取得了较大成就ꎬ 经济增长速度在拉

丁美洲地区名列前茅ꎮ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ꎬ 按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ꎬ
１９６０—１９７８ 年期间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４ ５％ ꎮ 这一时期ꎬ
委内瑞拉在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地位也有了相应提高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委内瑞拉国

内生产总值为 ３６２ ７ 亿美元ꎬ 仅次于巴西 (１５２６ 亿)、 墨西哥 (８９０ 亿) 和阿

根廷 (５１２ 亿) 而跃居第四位④ꎮ 不过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委内瑞拉经济虽有走

—５０１—

①
③

④

②　 石瑞元等著: «委内瑞拉经济»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 年ꎬ 第 ２６ 页ꎬ 第 ２５ 页ꎮ
即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 年的第一发展计划ꎬ １９６３—１９６６ 年的第二发展计划ꎬ １９６５—１９６８ 年的第三发展

计划ꎬ １９７０—１９７４ 年的第四发展计划ꎮ
世界银行数据库ꎮ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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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多元化的趋势ꎬ 但并未从根本上摆脱对石油收入的高度依赖ꎮ
总之ꎬ 与几百年来的经济模式相同ꎬ 蓬托菲霍时期的委内瑞拉经济仍然

是单一初级产品出口模式ꎮ 委内瑞拉财政和经济状况主要取决于石油出口ꎬ
石油收入构成了委内瑞拉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ꎬ 支撑着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ꎮ
这种过分依赖石油收入的经济模式极其容易受到国际油价、 国际政治经济形

势的影响ꎬ 成为国民经济健康与持续发展的巨大隐患ꎮ 在国际油价高涨、 石

油收入能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ꎬ 这种隐患呈隐性状态ꎮ 一旦国际石油市场发

生剧烈波动、 国际油价下跌、 石油收入无法得到保障ꎬ 国家财富的分配性危

机就会立刻显现ꎬ 政府会马上陷入财政困境ꎬ 对社会的物质安抚将无法持续ꎬ
而原本就存在的代表性危机也将被激化ꎬ 甚至危及整个蓬托菲霍体系的正常

运转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的国际油价暴跌引发了委内瑞拉长时期的经济危机

并导致了严重的社会、 政治危机ꎬ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佩雷斯总统实施的新自

由主义结构调整虽然在提高经济绩效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ꎬ 但却没能解决最

为迫切的民生问题ꎮ 长时期的经济、 社会与政治危机ꎬ 为以查韦斯为代表的

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提供了土壤ꎮ

五　 结语

蓬托菲霍时期是二战后委内瑞拉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ꎬ 持续 ４０ 年

的蓬托菲霍体系是查韦斯执政的重要背景ꎮ 查韦斯的执政与蓬托菲霍体系之

间不仅有断裂ꎬ 更存在延续ꎮ １９５８ 年蓬托菲霍体系的创立标志着委内瑞拉开

始真正步入民主化进程ꎬ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 随着政党体系由多党制向两党

制的转变ꎬ 以及原体制外的多数政治势力向蓬托菲霍体系的归附ꎬ 蓬托菲霍

体系基本完成了制度化进程ꎬ 达到了其发展的顶点ꎮ 然而ꎬ 两党霸权制下的

蓬托菲霍政体在代表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源源不断的石油

收入实际上成为蓬托菲霍体系维持正常运转的关键因素ꎮ ８０ 年代前期开始的

国际油价暴跌以及油价持续低迷彻底摧毁了蓬托菲霍体系得以维持和运转的物质

基础ꎬ 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和日益恶化的社会状况使委内瑞拉选民的政治倾向逐

渐左转ꎬ 逐步丧失了对蓬托菲霍体系以及两大传统政党的信任与期待ꎬ 所有这些

共同导致了蓬托菲霍体系的瓦解和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左翼政治势力的崛起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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