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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多党制的一种特殊形式，独大型政党制度一直是比较政党研究的重点。
实行独：大型政党制度的国家的政党结构的变化，为政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和空间。
　　印度独立以来所形成的国大党的一党独大体制，长期被看作有助于实现多元分裂结构之间的妥协
和整合，一定程度上是印度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崩溃。
政党竞争的多元化和地方化并没有使得后国大党时代的印度政治走向分裂。
在经历了政党联盟的分化组合和短暂的政治动荡后，印度的政党制度正在朝着稳定的两大党制下的多
党竞争格局发展。
本书以印度政党制度演变的过程为分析对象，考察不同阶段社会结构对政党竞争的影响，从而揭示社
会结构与政党制度的关系。
　　《社会结构与政党制度：印度独大型政党制度的演变》的结构吩为五章。
第一章主要介绍政党制度研究的两种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社会分析方法，针对印度政党制度的特
点，本书将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方面。
通过对印度社会的分裂结构进行客观的考察，阐述这些分裂结构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即政党总是代表
一定的社会结构：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在政治上的反映。
印度在独立后的五十多年时间里，社会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政党制度也从国大党一党独大的体
制转向两大党制下的多党竞争格局。
　　第二章以印度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的演变过程为分析对象，探讨在分裂的社会中，一党独大体制
的困境。
在印度独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国大党得益于其在独立运动中的历史传统和兼容并包的路线，建立起
了独大型的政党制度。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独大型政党制度最终崩溃。
国大党衰落的原因有它自身组织建设的失败、协商一致传统的破坏、有效性的缺失，更主要的原因则
存在于印度的社会分裂结构。
国大党是作为一个主要根植于地方分裂结构的政党而出现。
它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邦表现得都不一样：某些种姓、阶级和种族群体在一个邦是国大党的支
持者（如在北方邦），而在另一个邦则支持国大党的反对党（如在喀拉拉邦）。
这些次级的分裂结构并没有扩展到全国范围。
国大党是在最初的独立运动和独立初期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利用它的象征地位和组织联系克服了这
种困难，而反对党则没有这种资源。
到8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政治发展，政治动员及参与的方式和结果发生变化。
印度的社会分裂结构不是趋向于整合而是在政治上更加极化，基于分裂结构的认同越来越成为政党赖
以生存的基础，企图通过走全方位路线的国大党无法同时讨好来自左右两边的支持者而维持其统治地
位。
　　第三章主要从印度人民党的崛起和人民党的短暂历史，分析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衰落过程中联邦
政党结构的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国大党在世俗主义路线上的退却，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活动逐渐获得主
流政治认同而取得合法性。
作为这种社会心理变化的结果，印度社会形成了一种以“印度教认同”为特征的思想浪潮。
印度人民党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对80年代印度社会思潮变化的反映。
在独立后的四十年中，国大党政府没有把印度从一个落后的、宗教对立的国家转向一个真正发达的、
世俗主义的国家。
它也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设，宗教、种姓、民族的冲突使得在形式上统一的印度社会实
际上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分裂。
与此同时，基于古老传统和本土特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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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印度人民党兴起的最主要原因在于80年代印度社会所发生的结构变化。
无论是人民党、共产党，还是其他的像人民党这样的中间偏左的政党，对印度问题的解决都没有离开
国大党的民族主义道路，它们最终不可避免地要跟着国大党走，从而无法成为国大党的替代力量。
而印度人民党则依靠其特殊的意识形态，成为一党独大体制衰落后国大党的主要竞争者。
　　第四章主要探讨地方政党发展对印度独大型政党制度演变的影响。
地方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与独立以来社会经济的利益分化和结构变化相关。
在“绿色革命”中兴起的新兴势力、种姓结构的变化、宗教势力在政治上的复兴等，都促成了不同社
会集团以组织政党的方式影响政治的运作，在各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
随着国大党在中央政府中一党独大地位的衰落，人民院中全国性政党实力的整体下降，联邦“悬浮议
会”下的地方政党越来越成为印度政坛中的重要政治力量。
一方面，从印度联邦的权力结构来看，地方政党改变了议会的权力结构，它瓜分了全国性政党的选票
，影响着联合政府的组成和稳定。
另一方面，地方政党在邦一级与全国性政党展开竞争，形成了不同的地方政党结构模式，使得印度的
政党政治走向地方化，大大改变了独立以来的联邦一邦权力结构关系，并有可能使未来的印度联邦一
邦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章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独大型政党制度衰落后印度政党制度的走向。
随着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的衰落，印度政党政治进入了一个多党竞争和联合政府的时期，表现为两大
党制下的多党竞争格局。
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成为主要政治中的两极，是政治权力的主要竞争者。
而地方政党在联邦政治中地位的上升使得它们成为多党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旧的政党体制被打破，政党结构的分化和重组、政党政治中的一致与冲突均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反映。
宗教、种姓、民族、阶级等分裂结构相互交叉重叠的社会，使得在政党竞争的结构中，每一个行动者
都无法依靠自身的社会基础建立起绝对的多数地位，而必须与其他势力妥协或结成联盟。
受多党竞争和选举政治的制约，90年代中期以后，政党之间的竞争逐渐从无序化状态转向妥协与合作
。
随着两大党制下多党竞争格局的确立，印度政党政治逐渐走向稳定。
　　通过对印度独大型政党制度演变的考察，可以得出本书的两个一般性结论：　　（1）在多重分
裂的社会结构下，如果社会的分裂结构不是趋向于整合而是在政治上更加极化，独大型政党制度就无
法长期维持下去；　　（2）独大型政党制度崩溃后政党结构的变化受到社会分裂结构特征的影响。
　　第一，如果该社会的分裂结构是相互交叉重叠的，那么在独大型政党体制崩溃后，政治中的行动
者可以建立新的政治联盟，形成新的稳定的政党结构。
　　第二，如果社会的分裂结构提供了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不同政党结构的机制，将会减少独大型政党
制度演变给政治体系稳定性带来的压力，在新的政党结构形成过程中，存在更有利于趋向新秩序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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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结构与政党制度》以印度政党制度演变的过程为分析对象，考察不同阶段社会结构对政党竞争
的影响，从而揭示社会结构与政党制度的关系。
作为多党制的一种特殊形式，独大型政党制度一直是比较政党研究的重点。
实行独：大型政党制度的国家的政党结构的变化，为政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和空间。
通过对印度独大型政党制度演变的考察，可以得出《社会结构与政党制度》的两个一般性结论： (1）
在多重分裂的社会结构下，如果社会的分裂结构不是趋向于整合而是在政治上更加极化，独大型政党
制度就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2）独大型政党制度崩溃后政党结构的变化受到社会分裂结构特征的影响
。
 第一，如果该社会的分裂结构是相互交叉重叠的，那么在独大型政党体制崩溃后，政治中的行动者可
以建立新的政治联盟，形成新的稳定的政党结构。
 第二，如果社会的分裂结构提供了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不同政党结构的机制，将会减少独大型政党制度
演变给政治体系稳定性带来的压力，在新的政党结构形成过程中，存在更有利于趋向新秩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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