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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举制度变革探析坦桑尼亚
政党政治的演变

高天宜

　 　 内容提要　 １９９２ 年ꎬ 坦桑尼亚通过修改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ꎬ
使该国政党制度由一党政治向多党民主政治转变ꎮ 经历 ２０ 多年的发展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在该国政坛维持了坦桑尼亚的政局稳定及其政府的权威

性ꎬ 具有一个政党主导国家权力、 长期占据执政地位、 稳定控制议会多

数席位的 “一党独大型” 政治特征ꎮ 这种政党政治模式的形成与坦桑

尼亚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从

坦桑尼亚各党派在总统大选和国民议会选举角逐看ꎬ 各政党力量对比也

在发生渐变ꎮ 这需要执政党与时俱进ꎬ 加强党的建设ꎬ 提高治国理政能

力ꎬ 以改善民生为着力点ꎬ 促进国家政治稳定与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ꎮ
关 键 词　 政党政治　 选举政治 　 坦桑尼亚 　 “一党独大” 　 坦

桑尼亚革命党

作者简介　 高天宜ꎬ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 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大陆ꎬ 撒哈拉以

南大多数非洲国家建立了西式民主政治制度ꎮ 经历 ２０ 多年的发展ꎬ 非洲国家

的政党政治力量格局呈现三大类型: “一党独大型” (或称 “一党主导型”)、
“朝野势均力敌型” 和 “碎片化型”①ꎮ 其中ꎬ “一党独大” 型国家约占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总数 １ / ３ꎬ 也就是说ꎬ 这种类型的政党形态在非洲较为普遍ꎮ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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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ꎬ 一般说来ꎬ 与另外两种类型政党相比ꎬ “一党独大型” 非洲国家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治理中取得较好的效果ꎮ 那么ꎬ 一个政党如何能够长期主导该国

政治发展? 其内在机理值得学界进行深入研究ꎬ 尤其需要国别案例考察ꎮ 坦

桑尼亚在长期政治发展中ꎬ 形成了 “一党独大型” 政党政治模式ꎮ 由此ꎬ 探

究坦桑尼亚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ꎬ 对于整体把握非洲政党政治发展

趋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ꎮ
考察一国的政党政治制度变化ꎬ 可有多个视角ꎬ 其中选举制度的改革

与政党制度形态、 政党政治的变化及一国民主模式的转换密切相关ꎮ 这是

因为选举制度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ꎬ 它体现的是

公共权力的委托与授予ꎬ 影响力广泛ꎮ 选举是现代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合

法途径ꎬ 也是政党政治参与的重要体现ꎮ 如果说选举是一国政治制度的基

石ꎬ 那么政党则是政治制度的中枢ꎮ 有鉴于此ꎬ 本文拟从选举制度为切入

点ꎬ 剖析坦桑尼亚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ꎬ 并进而探析该国民主政治发展的

特点与趋势ꎮ

选举制度变革与多党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

坦桑尼亚独立之初ꎬ 尼雷尔通过任命总统委员会设计了这样一种独创性

的政治安排ꎬ 即在力图保留一党制的同时ꎬ 允许一定程度的政党政治竞争ꎮ
但 １９８５ 年之后ꎬ 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ꎬ 坦桑尼亚自上而下改革选举制度ꎬ 开

始实行 “绝对代表制”ꎬ 推动该国政党制度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ꎮ
(一) 设置尼亚拉利委员会ꎬ 行使立法建议权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 姆维尼 (Ａｌｉ Ｈａｓｓａｎ Ｍｗｉｎｙｉ) 总统宣布成立总统委员

会ꎬ 也就是尼亚拉利委员会 (Ｎｙａｌａｌｉ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该委员会由 １０ 名坦桑尼

亚大陆人和 １０ 名桑给巴尔人组成ꎬ 目的是考察西方各国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政

治体制ꎬ 提出坦桑尼亚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型的方案ꎻ 该委员会还被赋予一

定的立法建议权ꎬ 从制度上为坦桑尼亚多党制选举提供保障ꎮ 经过调研考察ꎬ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ꎬ 尼亚拉利委员会提交了最终研究报告ꎬ 其要点包括五方面: 坦

桑尼亚应当由一党制国家转变成为多党制国家ꎻ 废除或者大幅度修改 ４０ 种法

律条令ꎬ 以便适应新的政党政治发展形势ꎻ “乌贾马” 运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

应被废除ꎻ 在全国范围内就多党制选举与民主对普通民众进行指导教育ꎻ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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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成立宪法委员会着手起草新的宪法ꎮ①

正是基于尼亚拉利委员会的报告ꎬ 为了应对多党制变革ꎬ 坦桑尼亚政府

着手对 ４０ 种法律条令进行修改ꎬ 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动当属修改 «宪法»ꎮ 坦

桑尼亚 １９９２ 年宣布修改 «宪法»ꎬ «宪法» 修正案就政治体制、 总统权力、 议

会职责等做出了规定ꎬ 删除必须坚持一党制等相关条款ꎬ 强化议会的权力ꎮ
与此同时ꎬ 政府还对 «１９７９ 年地方政府法令» (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 １９７９) 和

«１９８５ 年选举法»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１９８５) (下面

简称 «选举法») 进行了修改ꎮ 前者主要负责规定地方政府在选举时的相关事

宜ꎬ 后者主要针对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做出相关规定ꎮ 此外ꎬ 尼亚拉利委员

会提议ꎬ 成立由三级政府 (联邦政府、 坦噶尼喀政府、 桑给巴尔政府) 联合

的新型联邦政权ꎬ 代替原来由两级政府 (坦噶尼喀政府和桑给巴尔政府) 联

合的联邦政权ꎮ② 当然ꎬ «宪法» 中对国家政党制度的相应修改则是坦桑尼

亚政党政治变化的最直接表现ꎬ 其中第三条明确将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是一党制领导下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 改为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一

个民主的、 世俗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遵循多党民主制原则”③ꎮ
(二) 成立国家选举委员会ꎬ 行使大选监督权

为配合建立多党制以及准备 １９９５ 年的多党民主选举ꎬ 坦桑尼亚于 １９９３
年成立了国家选举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和桑给巴尔选举委

员会 (Ｚａｎｚｉｂａｒ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ꎮ 国家选举委员会的 ７ 名主要成员由总统

任命 (具体成员参见表 １)ꎮ 通常情况下ꎬ 一旦国家选举委员会成员被任命ꎬ
总统便无权对其进行罢免ꎮ 国家选举委员会独立于现任政府和其他任何党派ꎬ
且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成立以来ꎬ 其组织结构一直维持不变ꎮ 桑给巴尔选举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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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ｈｅ Ｎｙａｌａｌｉ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Ｎｙａｌａｌｉ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ꎬ Ｖｏｌ Ｉ ＆ ＩＩꎻ Ｄａｒ ｅｓ Ｓａｌａａ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ｅｒꎬ １９９２

三级政府的方案在坦桑尼亚引起了巨大争议ꎮ 尼亚拉力委员会 １９９１ 年曾对 ３ ０００ 名桑给巴尔

人和 ３２ ２７５ 名大陆人进行了民意调查ꎬ 仅有 ４ 名桑给巴尔人 (占 ０ １３％ ) 和 ４５ 名大陆人 (占

０ １３％ ) 赞成ꎮ 而在反对者看来ꎬ “对于联邦而言ꎬ 两个独立的共和国的联合ꎬ 加上联邦政府ꎬ 并不

会对民众的安全和稳定带来任何帮助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治上ꎬ 改变现有政府结构成立新型联邦

政权ꎬ 会削弱联邦政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权力ꎮ” Ｍｍｕｙａ Ｍ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Ａｉ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ꎬ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１４４ꎻ Ｊｕｌｉｕｓ Ｋ Ｏｕ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ｏｆ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Ｈａｒａｒｅ: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 １９９５ꎬ ｐ ２３

«世界各国宪法» 编辑委员会: «世界各国宪法非洲卷»ꎬ 中国检察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９８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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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除为桑给巴尔地区选举服务外ꎬ 功能及职责与国家选举委员会一致ꎮ

表 １　 国家选举委员会成员

姓名 在国家选举委员会中的职位

路易斯马基穆 (Ｌｅｗｉｓ Ｍ Ｍａｋａｍｅ) 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 (协调各部门负责人)ꎬ
任上诉法院法官

奥古斯提诺拉马扎尼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ｏ
Ｒａｍａｄｈａｎｉ)

国家选举委员会副主席、 国际组织与观察主
席ꎬ 任上诉法院法官

朱莉曼宁 (Ｊｕｌｉｅ Ｍａｎｎｉｎｇ) 新闻与公共关系负责人ꎬ 任坦桑尼亚司法部
部长

马克波马尼 (Ｍａｒｋ Ｂｏｍａｎｉ)① 公众教育与非政府组织负责人ꎬ 任坦桑尼亚
检察官

本卢布洛 (Ｂｅｎ Ｌｏｂｕｌｕ) 选举程序与法律负责人ꎬ 任坦桑尼亚高等法
院律师

所罗门利亚尼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Ｌｉａｎｉ) 供应与物流负责人ꎬ 曾任警察总监 (已退休)

马塞尼尤素福 (Ｍａｓａｕｎｉ Ｙｕｓｕｆ) 政府与党派负责人ꎬ 曾任桑给巴尔移民局局
长 (已退休)

　 　 资料来源: Ｓａｍｕｅｌ Ｓ Ｍｕｓｈｉꎬ Ｒｗｅｋａｚａ Ｓ Ｍｕｋａｎｄａｌａ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ｓ
１９９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３７ － ３９

按照坦桑尼亚新修改的 «宪法»② 第 ７４ 条第六节以及 «选举法» 规定ꎬ
国家选举委员会在 １９９５ 年选举过程中ꎬ 具有五方面的职责: 监管和配合总统

大选以及议会大选中的选民登记工作ꎻ 监管和配合总统大选以及议会大选中

的整个选举过程ꎻ 在议会大选前审查各地选区边界ꎻ 监督和协调选民登记以

及议员选举ꎻ 根据议会制定的法律履行其他职能ꎮ③ 国家选举委员会主要负责

在大选过程中ꎬ 雇佣人员帮助选民注册ꎬ 监管投票等相关工作ꎮ 但国家选举

委员会承担的不仅是帮助坦桑尼亚民众完成选举工作的责任ꎬ 并且更多的是

起到对参选人员资格审定以及监督的作用ꎮ 同时ꎬ 国家选举委员会也会根据

总统或者议会授予的权力履行相关职能ꎮ

１１１

①

②

③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ꎬ 马克波马尼辞职ꎬ 代表坦桑尼亚革命党参加选举ꎬ 此举引起了反对党的强烈

不满ꎬ 其职位由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系教授阿蒙查理伽 (Ａｍｏｎ Ｅ Ｃｈａｌｉｇｈａ) 代替ꎮ
坦桑尼亚联合之后的一部正式宪法ꎬ 被称为 “永久宪法”ꎬ 迄今为止坦桑尼亚仍在使用这一

部宪法ꎮ
«世界各国宪法» 编辑委员会: 前引书ꎬ 第 １ ０００ 页ꎻ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ｏｆ １９８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ａｃｋ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Ｌｅｇ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Ｌｅｇ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２０Ｕｎｉｔｅｄ％２０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ｏｆ / Ｌａｗｓ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２０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Ａｃｔ％２０ (１９８５)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３０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国家选举委员会成员大多具有法律背景ꎬ 以 １９９５ 年坦桑尼亚选举委员会

为例ꎬ 在国家选举委员会 ７ 人当中ꎬ ５ 人有司法领域工作背景ꎮ 其中ꎬ 朱莉
曼宁是坦桑尼亚第一位女性司法部部长ꎮ 实际上ꎬ 拥有一定司法权的国家选

举委员会能够成为界定坦桑尼亚大选是否合法的缓冲地带ꎬ 同时可以通过司

法权威防止 “民主暴政”ꎮ 不过ꎬ 从实际情况看ꎬ 选举委员会有时并未完全独

立于政府之外ꎮ 例如ꎬ 在 １９９５ 年桑给巴尔大选过程中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甚至

决定让桑给巴尔选举委员会主席萨勒明阿穆尔 (Ｓａｌｍｉｎ Ａｍｏｕｒ) 辞去职务ꎬ
作为坦桑尼亚革命党候选人参与桑给巴尔总统大选ꎬ 并最终赢得桑给巴尔大

选的胜利ꎮ 实际上ꎬ 一方面坦桑尼亚设立国家选举委员会的初衷是为了维护

大选的公平公正ꎬ 但另一方面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仍然通过一些手段维持其自

身的政治利益ꎬ 尤其是在桑给巴尔地区的统治地位ꎮ
(三) 确定参与坦桑尼亚大选的政党及候选人条件

第一ꎬ “全国性” 成为一个政党参与选举的必要条件ꎮ 坦桑尼亚政府为了

避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固有的地方民族主义在多党制的状态下死灰复燃ꎬ
其 «１９９２ 年政党法» (下简称 «政党法») 第九条规定: 各政党必须是全国性

的政党ꎬ 而不得以部族、 地区、 宗教、 语言集团、 肤色、 职业或性别等为基

础组建政党ꎻ 所有政党必须坚持遵守维护民族团结的原则ꎬ 任何政党都不得

以武力或其他手段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ꎮ①

关于具有全国性政党背景的人员参与大选的规定ꎬ 一方面有效防止了国

内地方民族主义兴风作浪ꎬ 同时也保证了坦桑尼亚政党所考虑的必须是国家

整体而并非某些特定地区ꎮ 尽管当时民主化潮流已经席卷非洲大陆ꎬ 但很多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将民主建设仅仅满足于迎合民众结党立社、 拉帮结派参加

投票选举的所谓民主权利ꎮ② 例如ꎬ 在扎伊尔 (今刚果民主共和国) 出现了

几十个人聚集起来便可成立一个政党的现象ꎬ 这种情况导致了该国在民主化

运动的初期曾出现了超过 ４２０ 个政党ꎮ 因此ꎬ 全国性政党成为政党参与选举

的必要条件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坦桑尼亚在政党政治和国家建设方面

能够摆脱地方民族主义或是特定宗教的束缚ꎮ
第二ꎬ 规定副总统作为总统的竞选伙伴必须参与选举ꎮ 在一党制时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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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国家副总统是由总统上任之后任命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坦桑尼亚议会对 «宪
法» 进行了第 １１ 次修改ꎬ 规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设一名总统和一名副总

统ꎮ 同时ꎬ «宪法» 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ꎬ 一位总统最多只有两届任期ꎮ 其

中ꎬ 关于副总统的规定变动较大: 由之前的由总统任命两名副总统 (其中必

须有一名是桑给巴尔人)ꎬ 改为副总统作为总统的竞选伙伴同样参与总统大

选ꎮ 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必须是同一个政党ꎬ 且分别来自坦噶尼喀的

桑给巴尔ꎬ 副总统不能由桑给巴尔总统或是联合共和国总理兼任ꎮ① 桑给巴尔

已于 １９９２ 年对自己的 «宪法» 进行相应修改ꎮ
坦桑尼亚 «宪法» 修改的目的有两点: 其一ꎬ 维护共和国的稳定ꎬ 保障

桑给巴尔人的权利ꎮ 为了打消桑给巴尔人的顾虑ꎬ «宪法» 同时规定桑给巴尔

总统会在共和国内阁任职ꎮ 其二ꎬ 保障总统身份的合法性ꎬ 确保如总统遭遇

不测ꎬ 弹劾或是检控时ꎬ 副总统即使成为总统ꎬ 亦由民主选举所产生ꎮ
第三ꎬ 规定总统和国民议会候选人的具体条件ꎮ 坦桑尼亚 «宪法» 第 ３９

条和第 ６７ 条分别规定了总统候选人和国民议员候选的条件ꎮ 参加总统选举的

候选人ꎬ 需具备以下条件: 出生后成为坦桑尼亚公民ꎻ 年满 ４０ 周岁ꎻ 正式注

册的党派成员ꎬ 并被该党派提名为候选人ꎬ 或是由党派资助的人员ꎻ 符合竞

选国民议会或是众议院条件的成员ꎻ 在大选前的五年时间内没有任何税收不

良记录ꎮ② 结合坦桑尼亚 «选举法» 第 ３８ 条规定ꎬ 参与国民议会选举的候选

人需要具备以下 ７ 个条件: 坦桑尼亚公民ꎻ 年满 ２１ 周岁ꎻ 具有读写英文和斯

瓦希里语的能力ꎻ 在有关地区有不少于 ２５ 人的登记选民为其背书ꎻ 党派成员

或党派资助人员ꎻ 被地方法院证明有能力参与竞选ꎻ 拥有５０ ０００坦桑尼亚先令

的保证金并且可以支付现金ꎮ③

(四) 对竞选资金进行具体规定

候选人所属政党需为其支付保证金ꎬ 尽管国家选举委员会为总统候选人

和议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ꎮ 事实上ꎬ 政党选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ꎬ
竞争性政党政治可以说是一部 “烧钱机器”ꎮ 参加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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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ꎬ 除了具备上述条件以外ꎬ 其背后还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ꎮ 修

改后的 «选举法» 第 １２２ 条规定ꎬ “ (大选中) 所有产生的费用必须由统一的

基金组织管理和支付”①ꎮ 具体而言ꎬ 坦桑尼亚大选和国民议员的候选人资金

来自两方面ꎮ 一方面是政府提供部分选举资金ꎮ 坦桑尼亚政府承诺: 通过国

家选举委员会为每个总统候选人和议会候选人分别提供 １０ ０００ 美元和 １ ０００
美元的资金支持ꎮ 同大多数非洲国家及坦桑尼亚建国初的大选情势不同ꎬ 坦

桑尼亚政府在 １９９５ 年大选期间借鉴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选举制度ꎬ 执政党

通过国家选举委员会向其他党派支付其竞选所需要的费用ꎬ 为其他政党参与

竞选提供机会ꎮ 坦桑尼亚革命党在完善自身选举制度的同时ꎬ 拓宽和保证了

反对党的生存空间ꎬ 所以ꎬ 在 １９９５ 年大选中部分有深厚民族基础或群众基础

的政党仍然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地位ꎮ 但有学者认为ꎬ 这种行为在政府看来ꎬ
根本原因或是反对党无法对坦桑尼亚革命党构成任何威胁ꎮ② 例如ꎬ 当坦桑尼

亚革命党在某一选区发现自身可能落败之时ꎬ 便会停止对反对党的资金支持ꎮ
另一方面ꎬ 参加议会选举的候选人需要所属政党为其支付保证金ꎬ 这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反对党提出议会候选人的人数ꎮ 各党派候选人的资金来源渠

道包括: 个人的收入以及其经商所得ꎻ 亲朋好友的资助ꎻ 变卖财产ꎻ 政府的

补助金ꎮ③ 对于人数较少的党派而言ꎬ 由于其自身资金方面的薄弱ꎬ 只能依靠

国家选举委员会的补贴ꎬ 在参选过程中通常会处境艰难ꎬ 所以ꎬ 这些党派会

集中力量在个别选区ꎬ 争取做到党派利益最大化ꎮ 事实上ꎬ 无论是执政党坦

桑尼亚革命党ꎬ 还是反对党ꎬ 都未按照 «政党法» 规定公开参选经费ꎮ 在坦

桑尼亚国民议会选举中ꎬ 较大党派的候选人通常都会在竞选过程中通过自己

的党派获得额外的资助ꎮ 例如ꎬ 在 １９９５ 年坦桑尼亚国民议会选举中ꎬ 反对党

一共有 １ ０７３ 位候选人参与选举ꎬ 但只有 ４６ 位最后在选举中获胜ꎬ 而坦桑尼

亚革命党仅有 ２３２ 人参与选举ꎬ 但在议会中获得 １８６ 个席位ꎮ 某种意义上而

言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大选过程中起到决定性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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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上述法律、 制度层面的调整ꎬ 为坦桑尼亚的多党制选举提供了保障ꎮ
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变化ꎬ 既有外部政治压力因素ꎬ 又有其国内动力ꎮ 与其

他非洲国家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党制度变化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相一致ꎬ 启

动西式政治民主化改革是西方国家对坦桑尼亚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ꎮ 因

此ꎬ 对于当时深陷经济危机的坦桑尼亚来说ꎬ 无论它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条

件是否成熟ꎬ 也无论它的国民是否愿意ꎬ 都需要进行民主化改造ꎬ 才能获得

其急需的经济结构调整贷款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尼亚拉利委员会曾进行过 “坦桑尼亚

是否应继续维持一党制” 的调查ꎬ 其结果是: 坦桑尼亚大陆主张仍然实行一

党制的人占 ７７ ２％ ꎬ 主张多党制的人占 ２１ ５％ ꎻ 桑给巴尔主张仍然实行一党

制的人占 ５６ ４％ ꎬ 主张多党制的人占 ４３％ (参见表 ２)ꎮ 也就是说ꎬ 坦桑尼亚

大多数民众基于多党制可能引起国内政治混乱的担忧ꎬ 希望该国继续实行一

党制ꎮ 尽管如此ꎬ 在外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ꎬ 坦桑尼亚仍然被民主化浪潮

裹挟其中ꎬ 政党政治制度由一党制变成多党制ꎮ 当然ꎬ 这场自上而下的政党

制度变革亦有其国内政治原因ꎮ 时任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曾认为ꎬ 同发展多

党制政治相比ꎬ 解决坦桑尼亚经济危机才是当务之急ꎻ 在这个时候发展多党

制ꎬ 无异于破坏一党制制度下的和平与稳定ꎮ① 但在坦桑尼亚开国领袖尼雷尔

的影响下ꎬ 该国的政治精英意识到: 因腐败与监管不力等因素而导致一党制

政治的弊端是造成坦桑尼亚国内政治和经济落后的重要因素ꎮ 正如尼雷尔

１９８８ 年出访牙买加时所言: “人民是任何政党政治的唯一考量因素ꎬ 为人民服

务应当是政党的唯一目标在党的内部ꎬ 通过将民主与纪律相结合ꎬ 党员

们须既要拥护党的领导ꎬ 又要保证它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ꎮ 只有实现了民

主与纪律的结合ꎬ 并由此实现政党的目标ꎬ 政党才算有章程!”② 可见ꎬ 他们

希望多党监督能给坦桑尼亚带来良政与经济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领导人也意识到民主化潮流是非洲各国的发

展大势ꎬ 需审时度势ꎬ 顺势而为ꎮ 在他们看来ꎬ “如果东欧发生变化ꎬ 那么ꎬ
其他一党制国家和那些宣称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将受到影响ꎬ 坦桑尼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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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东欧国家吸取到教训”①ꎮ “非洲也不可能再回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时期一党

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ꎮ② 要想使坦桑尼亚摆脱困境ꎬ 首先必须使坦桑尼亚革

命党在竞争中重获新生ꎬ 与其坐以待毙ꎬ 不如参考各国的民主化进程ꎬ 直接

让坦桑尼亚政治发展步入多党制的轨迹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进行多党制改革

正符合时机ꎬ 如果再有拖延ꎬ 可能会发生像扎伊尔那样的混乱ꎮ③ 由此ꎬ 坦桑

尼亚开启了多党民主政治的新时代ꎮ

表 ２　 “坦桑尼亚是否应该继续维持一党制” 的调查结果

　 　 结果

地域　 　

是 否 没有回应 不置可否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坦桑尼亚 ２８ ０１８ ７７ ２％ ７ ８１７ １ ５％ ２４４ ０ ６％ ２２０ ０ ６％

坦桑尼亚大陆 ２５ ７２５ ７９ ７％ ６ １１８ １９％ ２３８ ０ ７％ ２００ ０ ６％

桑给巴尔 ２ ０７４ ５６ ４％ １ ５８２ ４３％ ５ ０ １％ １８ ０ ５％

驻外使馆 ２２１ ６４ ８％ １１７ ３４ ３％ １ ０ ３％ ２ ０ ６％

　 　 　 资料来源: Ｔｈｅ Ｎｙａｌａｌｉ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Ｎｙａｌａｌｉ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ꎬ Ｖｏｌ Ｉ Ｄａｒ ｅｓ Ｓａｌａａ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ｅｒꎬ １９９２ ｐ ６０

坦桑尼亚革命党政治优势的形成及原因

自从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坦桑尼亚采用多党政治体制以来ꎬ 该国一党制期间的执

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长期当政ꎬ 其他在野党未对革命党构成根本性挑战ꎬ
构成坦桑尼亚政党政治的基本格局ꎮ

(一) 多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伴随着 １９９２ 年坦桑尼亚通过修宪确立多党政治体制以来ꎬ 基于政党的全

国性地域属性规定ꎬ 坦桑尼亚正式注册的政党共有 ２４ 个④ꎮ 其中ꎬ 具有较大

影响力的政党大多是在党禁开放之初的 １９９２ 至 １９９４ 年注册并获承认的ꎮ 与

６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Ｊａｎｅ Ｐｅｒｌｅｚ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ｌｄｅｒ Ｔｒｉｍ Ｏｎｅ － Ｐａｒｔｙ Ｓｔａｎｄ”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７ꎬ １９９０
参见高晋元: «多党民主化在非洲的发展»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 ~ １２ 页ꎮ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Ｂ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ꎬ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ａｉｔｈꎬ Ｈｏｐｅꎬ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ꎬ

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１８７
«坦桑尼亚国家概况»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ｆｚ＿ ６７７３１６ / １２０６＿ ６７８５７４ / １２０６ｘ０＿ ６７８５７６ꎬ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３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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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非洲国家相比ꎬ 坦桑尼亚政党数量并不多ꎬ 选票相对集中在坦桑尼亚

革命党和一两个反对党ꎬ 未出现党派林立的政党格局ꎮ
当下ꎬ 坦桑尼亚政治实力较大的政党ꎬ 首屈一指是坦桑尼亚革命党ꎮ 该

党成立于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ꎬ 系原坦噶尼喀地区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桑给巴

尔地区的非洲设拉子党合并而成ꎬ 尼雷尔任首任主席ꎮ 作为一党制期间的执

政党ꎬ 它拥有一套完整的党内制度与鲜明的纲领ꎮ 该党认为社会主义和自力

更生是建立一个公民享有平等与自由社会的唯一途径ꎬ① 主张通过发展经济ꎬ
从教育和卫生等多个方面改善人民生活ꎮ 现任主席为约翰马古富力 (Ｊｏｈｎ
Ｍａｇｕｆｕｌｉ)ꎬ 秘书长为阿卜杜尔拉赫曼基纳纳 (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ｍａｎ Ｋｉｎａｎａ)ꎮ 其党

员数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１ / １０ꎬ 是坦桑尼亚实力最为强大的政党ꎮ
其他主要政党包括: (１) 公民联合战线 (ＣＵＦ)ꎬ 是桑给巴尔地区反对党

中实力最为强大的一个政党ꎬ １９９２ 年由来自坦噶尼喀大陆的政治活动家詹姆

士马帕拉拉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ｐａｌａｌａ) 和前桑给巴尔首席部长赛义夫沙里夫哈

马德 (Ｓｅｉｆ Ｓｈａｒｉｆｆ Ｈａｍａｄ) 组建ꎬ 在桑给巴尔地区拥有很高的声望ꎬ 代表桑给

巴尔的阿拉伯人与部分当地人的利益ꎻ (２) 全国建设和改革会议党 (ＮＣＣＲ －
Ｍａｇｅｕｚｉ)ꎬ １９９１ 年由一些律师、 学者、 教授以及对革命党不满的年轻骨干精

英所组建成立ꎬ １９９３ 年注册为正式党派ꎬ 其目标是为争夺坦噶尼喀大陆民族

权利而斗争ꎻ (３) 联合民主党 (ＵＤＰ)ꎬ １９９４ 年注册为正式党派ꎬ 该党更重

视社会发展ꎬ 提出要加大对教育和医疗事业的资金投入ꎻ (４) 民主发展党

(ＣＨＡＤＥＭＡ)ꎬ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成立ꎬ １９９３ 年注册为正式党派ꎬ 该党拥有一些富

有经验的前革命党领导人ꎬ 被尼雷尔誉为 “除了革命党之外最想加入的党

派”ꎬ② 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ꎬ 该党便是继坦桑尼亚革命党之后大陆方面实力最为雄

厚的政党ꎬ 其目的是主张成立三级政府代替现有两级政府结构ꎮ 而其他较小

的党派或多或少仅限于地区ꎬ 无论是政党实力还是选举策略ꎬ 对于大选结果

及政党政治走向影响很小ꎮ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７ 年间ꎬ 坦桑尼亚共举行了 ５ 次国民议会选举ꎮ 从表 ３ 可以看

出ꎬ 革命党、 公民联合战线、 全国建设和改革会议党、 联合民主党、 民主发

７１１

①

②

２０００ 年坦桑尼亚国民议会通过第 １３ 次宪法修正案ꎬ 对 “社会主义” 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ꎬ
但革命党迄今未修改其党章ꎮ 参见裴善勤: 前引文ꎬ 第 １５６ 页ꎮ

Ｓａｍｕｅｌ Ｓ Ｍｕｓｈｉ ａｎｄ Ｒｗｅｋａｚａ Ｓ Ｍｕｋａｎｄａｌａꎬ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ｓ １９９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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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党等多个政党参与该国国民议会席位的角力ꎬ 这表明选举已成为坦桑尼亚

多党派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ꎮ

表 ３　 坦桑尼亚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５ 年国民议会选举结果　 　 　 　 单位:％

　 　 政党

年份　 　

革命党
公民联
合战线

全国建设和
改革会议党

联合
民主党

民主
发展党

其他
政党

得票
率

议席
占比

得票
率

议席
占比

得票
率

议席
占比

得票
率

议席
占比

得票
率

议席
占比

得票
率

议席
占比

１９９５ ５９ ２２ ８０ １７ ５ ０２ １０ ３４ ２１ ８３ ６ ９０ ３ ３２ １ ３０ ６ １６ １ ３０ ４ ４５ ０

２０００ ６５ １９ ８７ ４４ １２ ５４ ７ ３６ ３ ６１ ０ ４３ ４ ４４ １ ３０ ４ ２３ １ ７３ ９ ９９ １ ７３

２００５ ６９ ９９ ８８ ７９ １４ ２４ ８ １９ ２ ２１ ０ １ ４４ ０ ４３ ８ ２０ ２ １６ ３ ９２ ０ ４３

２０１０ ６０ ２０ ７７ ８２ １０ ６１ １０ ０４ ２ ５１ １ ６７ １ ４７ ０ ４２ ２３ ８６ ９ ６２ １ ３５ ０ ４２

２０１５ ５５ ０４ ７３ ４３ ８ ６３ １２ ５ １ ５０ ０ ３９ ０ ０９ ０ ３１ ７５ １３ ２８ ２ ９９ ０ ３９

　 　 　 说明: 坦桑尼亚议会除选举产生之外ꎬ 部分席位为总统指派而未被列入统计与计算范畴ꎮ

资料来源: 坦桑尼亚国家选举委员会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ｃ ｇｏ ｔｚ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５ꎮ

(二) 坦桑尼亚革命党在选举中的表现

坦桑尼亚 １９９５ 年大选最先进行的是国民议会的选举ꎬ 经过法律认可的 １３
个全国性政党宣布参与此次选举ꎮ 在选区划分上ꎬ 国家选举委员会依据坦桑尼

亚 «宪法» 所赋予的权力ꎬ 根据地理位置、 人口等现实因素ꎬ 将坦桑尼亚分成

２３２ 个选区ꎬ 其中 １８２ 个选区位于坦桑尼亚大陆ꎬ 其他 ５０ 个选区位于桑给巴尔ꎮ
与以往不同的是ꎬ 坦桑尼亚议会中原本只有 １８０ 个席位 (１３０ 个属于坦桑尼亚大

陆ꎬ ５０ 个属于桑给巴尔)ꎬ 换言之ꎬ 新议会由于选区的重新划分ꎬ 使得坦桑尼

亚大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 ５２ 个席位ꎬ 而桑给巴尔维持不变ꎮ 从坦桑尼亚议会

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在每一个选区都有候选人参与竞选ꎬ 最

终该党在议会选举产生的 ２３２ 个席位中获得了 １８６ 个席位ꎬ 可以说大获全胜ꎮ①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ꎬ 坦桑尼亚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多党总统大选ꎮ 穆雷马获得

２７ ８％的选票ꎬ 利蓬巴获得 ６ ４％的选票ꎬ 齐约获得 ４％ 的选票ꎬ 坦桑尼亚革

命党候选人姆卡帕以 ６１ ８％的得票率 (超过 ５０％的得票即可无须进行第二轮

大选投票) 当选为坦桑尼亚建立多党制以来的第一任总统ꎮ 自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的每五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中ꎬ 姆卡帕 (得票率 ７１ ７％ )、 基奎特 (２００５ 年

８１１

① 参见坦桑尼亚国家选举委员会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ｃ ｇｏ ｔｚ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５ꎮ



从选举制度变革探析坦桑尼亚政党政治的演变　

和 ２０１０ 年分别为 ８０ ３％和 ６２ ８％ )、 马古富力 (５８ ５％ ) 在总统大选中都获

得了半数以上的支持率ꎬ 该党在多党制施行后的历届总统选举中均获胜利ꎮ①

此后ꎬ 坦桑尼亚又举行了 ４ 次议会选举ꎮ 从图 １ 和表 ３ 可以看出ꎬ 坦桑尼亚革

命党自 １９９５ 年选举制度变革以来ꎬ 一直在议会席位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ꎬ 占

据议会席位的 ７０％以上ꎮ 即使议会选举得票率最低的 ２０１５ 年ꎬ 坦桑尼亚革命

党依然保持了对国家议会的掌控ꎮ② 不过ꎬ 我们也可以从表 ３ 和图 １ 清楚地

看到ꎬ ２０１５ 年无论是国民议会选举ꎬ 还是总统选举结果ꎬ 均表明坦桑尼亚

革命党的支持率明显降低ꎬ 反对党与坦桑尼亚革命党在总统选举结果的差

距甚至缩小至 １５％ 以内ꎬ 但坦桑尼亚仍保持了自 １９９５ 年形成的 “一党独

大” 政党政治态势ꎮ

图 １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５ 年坦桑尼亚革命党总统大选得票率

说明: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年坦桑尼亚最大反对党是公民联合战线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坦桑尼亚

最大反对党是民主发展党ꎮ

资料来源: 坦桑尼亚国家选举委员会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ｃ ｇｏ ｔｚ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５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根据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

９１１

①
②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ｈｔｔｐ: /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ｒｉｐｏｄ ｃｏｍ / ｚａｎｚｉｂａ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９
坦桑尼亚议会席位从 １９９５ 年的选举产生 ２３２ 席ꎬ 加上指派一共 ２６９ 席ꎬ 到 ２０１５ 年已经增加至

选举产生 ２３９ 席ꎬ 加上指派 ３５０ 席ꎮ 指派的席位是按照议会选举产生的比例分配ꎬ 但由于指派席位的

增加ꎬ 所占议会席位的比重增大ꎬ 使得坦桑尼亚革命党的优势更加明显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和国两国元首签订的 «坦噶尼喀共和国与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联合法案»ꎬ 桑

给巴尔享有高度的自治制度ꎬ 包括拥有独立的立法、 司法机构ꎬ 其总统由桑

选民直选产生ꎬ 桑给巴尔大选与坦桑尼亚全国大选同时举行ꎮ 在桑给巴尔地

区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与公民联合战线始终保持一个相对均势的状态ꎮ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ꎬ 上述两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所占席位

分别是 ２６ 席和 ２４ 席、 ３４ 席和 １６ 席、 ３０ 席和 １９ 席、 ２８ 席和 ２２ 席、 ５０ 席和

５０ 席ꎬ 而两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得票率分别为 ５０ ２４％ 和 ４９ ７６％ 、 ６７ ０４％
和 ３２ ９６％ 、 ５３ １８％和 ４６ ０６％ 、 ５０ １１％和 ４９ １４％ ꎮ① 与坦桑尼亚大陆选举

的平稳态势不同ꎬ 桑给巴尔地区的选举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便充满矛盾甚至激烈冲

突ꎮ ２０１５ 年桑给巴尔大选引发混乱之后ꎬ 公民联合战线甚至拒绝重新参与桑

给巴尔总统选举ꎬ 这给桑给巴尔地区的政治前景蒙上一层阴影ꎮ
(三) 坦桑尼亚革命党 “一党独大” 格局形成的原因

纵观坦桑尼亚自选举制度变革以来的 ５ 次选举ꎬ 总体上依然是坦桑尼亚

革命党在选举中占据有利地位ꎬ 该党在 １９９５ 年大选之后维持了坦桑尼亚的政

局稳定及其在政府的权威性ꎬ 具有一个政党主导国家权力、 长期占据执政地

位、 稳定控制议会多数席位的 “一党独大型” 政治特征ꎮ 这种政党政治模式

的形成与坦桑尼亚独特的历史、 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ꎮ
第一ꎬ “一党主导型” 政党政治有助于坦桑尼亚实现民族整合与社会稳

定ꎮ 从历史来看ꎬ 坦桑尼亚是由坦桑尼亚大陆 (坦噶尼喀) 与桑给巴尔联合

组成ꎮ 它们原是两个国家ꎬ 不仅面积大小悬殊ꎬ 而且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

的差异ꎮ 坦桑尼亚大陆各民族间相对和谐ꎬ 而桑给巴尔岛的两部分———奔巴

岛和翁古贾岛的居民之间历来就有隔阂ꎻ 在宗教信仰方面ꎬ 坦桑尼亚大陆多

数人信仰基督教或非洲原始宗教ꎬ 而桑给巴尔岛 ９５％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ꎻ 从

文化和教育角度来看ꎬ 斯瓦希里语和斯瓦希里文化成为坦桑尼亚大陆居民联系

的纽带ꎬ 而桑给巴尔岛已基本伊斯兰化ꎮ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自 １９６４ 年成立

后ꎬ 民族结构非常复杂ꎬ 境内共有超过 １２０ 个民族ꎬ 是东非拥有民族最多的国

家ꎮ 因此ꎬ 民族整合是坦桑尼亚政府长期而艰难的任务ꎮ 相对集中的政治统治

可以更好地保持一国的政治稳定ꎬ 政治民族化、 地域化的倾向就不会那么明显ꎮ

０２１

① ２０１５ 年桑给巴尔选区增加至 ５４ 区ꎬ 但公民联合战线再重新投票之后拒绝参与总统大选ꎬ 革命

党因此获得 ９１ ４％的得票率ꎮ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ｒｉｐｏｄ ｃｏｍ / ｚａｎｚｉｂａ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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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以集权为要义的传统政治文化对坦桑尼亚 “一党独大” 政党政治

发展具有一定影响ꎮ 尼雷尔曾把坦桑尼亚的传统社会描绘成 “意见一致的社

会”ꎬ 又被称作 “大树下的民主” ———先人围坐在一棵大树下ꎬ 就共同体

(氏族、 部落或村庄) 的事物展开讨论ꎬ 这种讨论没有时间限制ꎬ 需要多久就

持续多久ꎬ 直到各方达成一致意见为止ꎮ① 换句话说ꎬ 讨论的结果强调认同ꎬ
同时不允许存在反对意见ꎮ 在实际过程中ꎬ 持有反对意见的人往往会被首领

采取各种方式说服ꎬ 重视权威主义意识深入人心ꎮ 所以ꎬ 意见统一成为坦桑

尼亚社会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持己见者友ꎬ 非己见者敌ꎬ 建立在 “大
树下的民主” 的坦桑尼亚传统文化是服从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结

合体ꎬ 但本质上更倾向于集权型ꎮ 这种思想在政党政治领域则表现为一个强

有力的政党往往通过政治活动想方设法谋求保持执政地位ꎮ
第三ꎬ 革命党自身拥有强大的政治实力ꎮ 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密斯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ｍｉｔｈ) 认为ꎬ 上层政治精英在建立政权时ꎬ 自身实力的大小和反对

派势力的强弱成为其首要考虑的两个因素ꎮ 在一党制建立之初的条件和形势对

其后来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ꎬ 建国之初势力越薄弱ꎬ 反对派力量越强大的

一党制政权反而在之后的历史当中更具有生命力ꎮ② 坦盟③在坦桑尼亚建国之

初ꎬ 外部有强敌窥伺ꎬ 内部缺乏权力基础ꎮ 对于坦盟而言ꎬ 只有将执政党与各

个团体相结合ꎬ 保证其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ꎬ 为其提供制度上的保障ꎬ 从而形

成一个强大的政治联盟ꎬ 才能使得其他团体在危机情况下权衡利弊ꎬ 仍然坚持

与坦盟合作ꎮ 所以ꎬ 革命党在坦桑尼亚发展的过程中ꎬ 通过与其他集团结成政

治联盟ꎬ 保证其即使在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时依然能够保持着绝对的统治力ꎮ 坦

桑尼亚革命党在 １９９５ 年大选之后ꎬ 维持了坦桑尼亚本国的政局稳定ꎬ 坦桑尼亚

政府依然保持着权威性ꎬ 桑给巴尔问题也并未引发该地区的大规模冲突或动乱ꎮ
姆卡帕当选总统后ꎬ 建立了利奥巴委员会 (Ｗａｒｉｏｂａ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对政府存在

的腐败问题进行调查ꎮ 因此ꎬ 该党在多党制民主政治发展中ꎬ 保留了自身政治

权力的同时ꎬ 对坦桑尼亚政治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ꎮ 另外ꎬ 从坦

桑尼亚经济发展情况看ꎬ 虽然坦桑尼亚属于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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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宏明: «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版ꎬ 第 ８５ 页ꎮ
参见本杰明史密斯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ｍｉｔｈ): «政党与政权的生命»ꎬ 载 «开放时代» ２００８ 年 ３

期ꎬ 第 ８９ ~ １０９ 页ꎮ
即坦桑尼亚革命党前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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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ꎬ 但其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５２ ２５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７４ ３１
亿美元ꎬ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６ 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 ４ ９％、
６ ４％和 ７ ０％ꎬ① 经济快速且稳定增长ꎮ 坦桑尼亚革命党良好的执政业绩ꎬ 有

助于改善人民生活状况ꎬ 由此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安全ꎮ
第四ꎬ 适宜的选举制度有助于坦桑尼亚革命党保持强势政党地位ꎮ 从非

洲国家转型时期的选举制度类型来看ꎬ 绝大多数为 “比例代表制” 和 “绝对

代表制”②ꎮ “比例代表制” 虽然可以降低 “一党独大” 产生的可能ꎬ 更易形

成联合政府ꎬ 但由于其内阁不稳ꎬ 反而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ꎻ “绝对代表制”
则更趋向于稳定ꎬ 也更可能产生 “一党独大” 的政府ꎮ 坦桑尼亚采用的就是

“绝对代表制”ꎬ 也最终形成坦桑尼亚革命党一党主导型政府ꎮ 实际上ꎬ 无论

哪一种选举制度ꎬ 都倾向于对大党有利ꎮ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利普哈特在分析

选举制度的政治影响时ꎬ 引入比例性偏差度概念ꎮ 他认为ꎬ 比例性偏差度表

示政党所获得的议席比例偏离其所赢得的选票比例的程度ꎮ 在判断选举制度

的不同向度如何影响选举结果的时候ꎬ 比例性偏差作为因变量具有其内在的

重要性ꎮ③ 从事实上看ꎬ 无论在坦桑尼亚ꎬ 还是在其他非洲国家ꎬ 一党制时期

的执政党在大选中大多能赢得了 ２ / ３ 以上的选票ꎬ 且维持了其自身的统治力ꎮ
由此反映出选举制度对建立 “一党独大型” 政党政治的影响ꎮ

此外ꎬ «宪法» 及 «政党法» 对于所有党派的定位———必须是全国性的

政党ꎬ 进一步将地方民族主义矛盾通过法律框架内的程序加以控制ꎮ 更为重

要的是ꎬ 坦桑尼亚政府设立国家选举委员会ꎬ 并将委员会独立于政府之外ꎬ
负责监管大选期间相关事宜ꎬ 同时可以通过司法权威防止独裁ꎬ 政府无权在

选举过程中干涉国家选举委员会ꎮ 由此ꎬ 革命党在完善自身选举制度的同时ꎬ
拓宽和保证了反对党的生存空间ꎬ 从而创造了一个自由和有竞争力的竞选环

境ꎬ④ 由此避免了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津巴布韦发生的政权更替政治危机ꎮ 在坦桑尼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世界银行网上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ꎬ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３０ꎮ

比例代表制可进一步划分为最大余数法、 最高平均数法、 单一可转让投票制ꎻ 绝对代表制的

主要子类型有: 相对多数决定制、 两轮投票制、 选择投票制ꎮ
[美国] 阿伦利普哈特: «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 １９４５ ~ １９９０ 年 ２７ 个国家的实证研究»ꎬ 谢

岳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７６ 页ꎮ
Ｐｒｅｍｐｅｈ Ｈ Ｋ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ｕｄｇｅｓꎬ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ａｕｓ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ｕｒ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５９２ － 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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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ꎬ 一些政党参加大选角逐ꎬ 有时会出现临时结盟现象ꎬ 其目的是为了扩大

自己和本党的知名度和影响ꎬ 以便在选后的权力分配中获得有利的位势ꎮ 例

如ꎬ 在 ２０１５ 年大选前ꎬ 坦桑尼亚主要的反对党民主发展党、 公民联合战线、
全国建设和改革会议党以及全国民主联盟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ｇｕｅ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就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同盟———坦桑尼亚宪法联盟 (Ｕｋａｗａ)ꎬ 通过政治同盟

的形式ꎬ 集中各个政党力量参与总统竞选ꎮ①

总体看ꎬ 坦桑尼亚的选举制度虽然一方面通过选举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政

治参与度ꎬ 有利于缓解坦桑尼亚所出现的政治危机ꎻ 但另一方面ꎬ 坦桑尼亚

选举制度及后续的修改方案都具有很强的大党政治偏向性ꎬ 实际上也引发了

坦桑尼亚反对党的不满ꎮ 随着反对党政治联盟的建立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的优

势已经逐渐在缩小ꎬ 加之桑给巴尔地区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ꎬ 坦桑尼亚革

命党未来执政道路仍然面临巨大的考验ꎮ

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发展新趋势

坦桑尼亚自实行多党民主制以来ꎬ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ꎬ 已经成为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中典型的 “一党独大” 型国家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坦桑尼亚政党政

治已出现以下新特点:
(一) 坦桑尼亚革命党仍居政党政治的主导地位ꎬ 但面临增强内在凝聚力

及统治力的挑战

坦桑尼亚革命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大党ꎬ 具有广泛的社会根基与强大的政治

能力ꎮ 该党在政党体制变化后依然具有强大的统治力ꎬ 不仅因为其在修订 «宪法»
以及选举制度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ꎬ 更因为坦桑尼亚革命党遵循了传统的 “大
树下的民主”ꎬ 而选民对于革命党出于自身惯性的政治认同ꎬ 更使得该党在转型之

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着统治地位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

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开展的 “走基层” 活动ꎬ 深入农村ꎬ 落实上一次大选期间候

选人承诺事项情况ꎮ② 这一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该党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声望ꎮ
所以ꎬ 即使在 ２０１５ 年反对党组建强大的政治联盟之后ꎬ 对于广大坦桑尼

３２１

①
②

坦桑尼亚宪法联盟的形成是反对党出于尝试对坦桑尼亚 ２０１４ 年宪法修改提案抗议所组建ꎮ
吕友清: «对 ２０１５ 年坦桑尼亚大选形势的总体评估»ꎬ 载新浪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ｚｌ / ｚａｔａｎ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０２ / １８４９３３０３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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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人ꎬ 尤其是农村居民而言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仍是其政治首选ꎮ 但前革命党

党员、 在民众中有一定声望的坦桑尼亚前总理爱德华洛瓦萨 ( Ｅｄｗａｒｄ
Ｌｏｗａｓｓａ) 因为权力斗争的失败而加入民主发展党ꎬ 并代表坦桑尼亚宪法联盟

参加 ２０１５ 年坦桑尼亚总统竞选ꎬ 最终获得 ３９ ９７％ 的选票ꎬ 属历届选举以来

反对党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ꎮ 此举预示着该党内部矛盾重重ꎬ 其凝聚力与统

治力不复当年ꎮ 虽然该党在局势上仍然掌握主动ꎬ 但如何提振该党的内在向

心力、 保持党内团结、 提高战斗力ꎬ 是当下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关键ꎮ
(二) 反对党开始组建政治同盟ꎬ 联合对抗坦桑尼亚革命党

作为坦桑尼亚建立以来的唯一执政党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可以利用国家的

公共资源为其选举服务ꎬ 而并不依赖传统的社会动员ꎮ 正因为该党的去社会

化趋势ꎬ 迫使社会中各个力量汇集起来ꎬ 形成一股比以往更为强大的反对力

量ꎮ 虽然坦桑尼亚宪法联盟目前仍属于一个较为松散的政治同盟ꎬ 但它的出

现使得坦桑尼亚革命党在 ２０１５ 年大选时体会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ꎬ 在总统

选举的得票数 (５８ ４６％ ) 甚至低于 １９９５ 年第一次选举的得票数 (６１ ８２％ )ꎮ
这一方面为坦桑尼亚党在完善其制度及改善民生方面敲响了警钟ꎬ 另一方面

也显示出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出现多党联合的新趋势ꎮ
(三) 桑给巴尔选举纠纷破局困难ꎬ 但合作发展为桑给巴尔地区政党政治

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自坦桑尼亚实行多党选举以来ꎬ 伴随着权力与利益争夺ꎬ 桑给巴尔多次

出现逢选易乱情况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公民联合战线因为不满桑给巴尔总统大选结果ꎬ
退出桑给巴尔政府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桑给巴尔自治政府吸取了第一次选举准备方面

的不足ꎬ 试图扩大反对党规模ꎬ 但也引发了民众和维护部队之间的严重冲突ꎬ
这起冲突导致至少 ４０ 人死亡、 ６００ 人受伤ꎮ 而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坦桑尼亚

大选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和联合公民战线为了解

决两 个 政 党 之 间 权 力 分 配 问 题ꎬ 签 署 了 合 作 协 议———玛 瑞 迪 阿 诺

(Ｍａｒｉｄｈｉａｎｏ)①ꎬ 提议组建桑给巴尔联合政府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６６ ４％ 的桑给巴尔人投票通过了组建联合政府的提议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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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瑞迪阿诺”ꎬ 斯瓦希里语ꎬ 意为妥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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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大选联合公民战线即使在议会席位当中略输于坦桑尼亚革命党ꎬ 也还

是承认了大选结果ꎬ 同该党共同组建联合政府ꎬ 保证了桑给巴尔地区政局的

稳定ꎮ ２０１０ 年是桑给巴尔地区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大选当中没有出现不稳定因

素的选举ꎮ 实际上ꎬ ２０１０ 年桑给巴尔宪法修改之后的第 ３９ 条第三节规定ꎬ 允

许拥有超过 １０％选票的反对党出任副总统一职ꎬ 但 ２０１５ 年公民联合战线抵制

参与桑给巴尔地区的重新大选ꎬ 为该地区增添了不稳定因素ꎮ① 从桑给巴尔地

区政党政治发展趋势来看ꎬ 桑给巴尔已经不太可能再回到一党统治的模式下ꎮ
联合政府的建立一方面为坦桑尼亚革命党未来如何处理好桑给巴尔地区问题

提出了新的思路ꎬ 另一方面也说明无论是坦桑尼亚革命党还是公民联合战线ꎬ
摆脱 “零和游戏” 的旧式思维方式ꎬ 是桑给巴尔地区政党政治平稳发展的必

要条件ꎮ
上述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出现的新特点ꎬ 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内部政治角斗升级的延续引发了坦桑尼亚政党力量变化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坦桑尼亚通过宪法审查委员会②向民众征求修改意见ꎬ 其主要提议

包括: 限制议会规模ꎻ 移除不良议会代表ꎻ 限制行政当局的权力ꎻ 重视性别

平等ꎻ 加强对政府监控等ꎮ 但这些提议经过立宪议会修订之后ꎬ 与原先议题

相比ꎬ 没有采纳组成三级政府结构的提议ꎬ 同时并未对总统及议会权力加以

限制ꎬ 从而引发了反对党的强烈不满ꎮ③ 于是ꎬ 反对党组建的坦桑尼亚宪法联

盟意图抵制立宪议会对宪法修改的提议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想要维持原有体系

和反对党呼吁建立新政府所产生的巨大分歧ꎬ 从而使得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ꎮ
这也成为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力量格局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ꎮ

从深层次来说ꎬ 恰如其他国家 “一党独大” 型执政党一样ꎬ 坦桑尼亚革

命党利用其掌握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制定了有利于其支持者的公共政策ꎬ 巩

固选民基础并为下一次选举提供有利条件ꎬ 这种模式保证了该党在大选中始终

处于优势地位ꎬ 同时也反映出其内部斗争是牵动整个坦桑尼亚政党政治走势的

关键性因素ꎮ 洛瓦萨在基奎特时期是坦桑尼亚总理ꎬ 同时被看作下一次总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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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坦桑尼亚革命党的候选人ꎬ 在马古富力成为该党大选候选人之后ꎬ 洛瓦萨甚

至不惜加入反对党同该党分庭抗礼ꎮ 坦桑尼亚政治联盟之所以在总统大选当中

获得较高的支持率ꎬ 离不开民众对于洛瓦萨时任坦桑尼亚总理时的认可ꎬ 而坦

桑尼亚政党政治的变动近似于坦桑尼亚革命党内部斗争的延续ꎮ
第二ꎬ 失业青年与中产阶级成为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发展变化的主要推动

力ꎮ 坦桑尼亚自 １９９５ 年大选之后ꎬ 国内生产总值逐渐恢复增长ꎮ 根据罗莎
卢森堡基金会 (Ｒｏｓａ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对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十年间非洲 ４９ 国

经济增长情况的研究ꎬ 坦桑尼亚的平均增长率为 ７％ ꎬ 居非洲国家第十位ꎮ①

然而ꎬ 在坦桑尼亚整体经济中ꎬ 近一半属于非正式部门经济ꎮ 这种经济模式

并不被政府所重视ꎬ 但其作用与影响却越来越明显ꎬ 迅速扩张的非正式部门

经济甚至成为坦桑尼亚就业的重要渠道ꎮ② 非正式部门经济有其特殊性ꎬ 对于

就业而言也只是权宜之计 (吸纳就业情况不稳定)ꎮ 根据坦桑尼亚 ２０１３ 年发

展计划的数据显示ꎬ 该国仍有 ３２％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ꎮ③ 更为重要的是ꎬ
据统计ꎬ 坦桑尼亚失业人口集中于 １５ ~ ３４ 岁青年群体ꎬ 而这一群体的平均失

业率高达 １３ ４％ ꎬ 其中城市地区失业率已经达到 ２２ ３％ 的历史最高点ꎮ④ 广

大失业的年轻人未曾经历过革命党一党制时期ꎬ 对革命党并无多少历史延续

下来的情感ꎬ 他们希望获得就业岗位ꎬ 然而庞大的失业率使得这一群体成为

社会不稳定因素ꎬ 尤其是来自于城市的年轻人ꎬ 生活的压力使他们更为迫切

的要求政治与经济改革ꎮ
此外ꎬ 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是坦桑尼亚中产阶级与公民社会的崛起ꎬ 他

们所追求的是良好的政府服务和自身财产的保障ꎮ 自姆维尼时期起坦桑尼亚

革命党就针对政府间官僚与腐败问题ꎬ 进行严抓、 严打ꎬ 但根据 “透明国际”
的指数显示ꎬ 坦桑尼亚 ２０１６ 年的腐败情况与往年并无太大改善ꎮ⑤ 作为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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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大陆最大的反对党ꎬ 坦桑尼亚民主发展党在大选过程中并未明确提出一

套完善的经济改良政策或是国家发展规划ꎬ 他们在大选中所涉及的ꎬ 无外乎

是对腐败、 政府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强烈控诉和承诺改善ꎬ 民主发展党这一施

政理念广受坦桑尼亚中产阶级拥护ꎬ 如革命党仍无法解决就业与腐败问题ꎬ
其是否能长期保持政坛领导地位尚未可知ꎮ

第三ꎬ 伊斯兰极端主义使得桑给巴尔地区问题复杂化ꎮ 从历史上看ꎬ 桑

给巴尔地区同伊斯兰地区联系十分紧密ꎬ 来自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主要是

１７００ 年到 １８５０ 年之间移民至此的阿曼阿拉伯人ꎬ 尤其是在阿曼帝国首都从马

斯喀特迁到桑给巴尔之后ꎮ 其余大多数的阿拉伯人通常是来经商的小商人ꎮ
直到桑给巴尔革命前ꎬ 阿拉伯人一直是上层统治阶级ꎮ 这使得坦桑尼亚大陆

与桑给巴尔之间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ꎮ
随着 ２０１０ 年桑给巴尔地区组建联合政府ꎬ 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始有抬头趋

势ꎬ 并开始在桑给巴尔地区肆虐ꎬ 最为典型的是来自桑给巴尔的伊斯兰分裂

组织 “乌穆索” (Ｕａｍｓｈｏꎬ 意为 “觉醒”)ꎮ “乌穆索” 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ꎬ 其宗

旨是为了寻求桑给巴尔地区从坦桑尼亚独立ꎬ 重返伊斯兰世界ꎮ 由于桑给巴

尔地区的失业率较高ꎬ 这种极端主义行为在 ２０１０ 年桑给巴尔联合政府成立

后ꎬ 很快受到一些无业者的拥护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 一名罗马天主教牧师在家门

口遭到枪袭①ꎬ 随后甚至出现针对桑给巴尔外国游客的袭击②ꎮ 这对于本来已

贴有 “逢选易乱” 标签的桑给巴尔而言ꎬ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出现给复杂的桑

给巴尔政党政治局势增添了非传统不安全因素ꎮ
其一ꎬ 反对党公民联合战线所代表的正是桑给巴尔当地传统穆斯林的利

益ꎬ 但随着伊斯兰分裂组织 “乌穆索” 的出现ꎬ 公民联合战线陷入两难境地ꎮ
一方面ꎬ 随着极端主义在桑给巴尔地区的盛行ꎬ 公民联合战线不得不正视这

一股宗教极端组织ꎻ 另一方面ꎬ 公民联合战线需要抵制这种极端主义行为ꎬ
以防与之有所牵连ꎮ

其二ꎬ 地方民族主义因素重现桑给巴尔大选ꎮ 尽管同公民联合战线相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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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穆索” 在政治上的支持率仍然很低①ꎬ 但其作为一股代表地方极端穆斯林

的政治力量ꎬ “乌穆索” 在 ２０１５ 年大选时期的口号是 “要求推动穆斯林地区

的经济发展ꎬ 抵制来自大陆的腐朽”②ꎬ 这种带有强烈地方民族主义色彩的口

号依然受到相当多的关注ꎮ ２０１６ 年桑给巴尔重启大选之后ꎬ 坦桑尼亚政府甚

至单方面宣布 “乌穆索” 同意重新进行大选ꎮ③ 这从侧面表明ꎬ “乌穆索” 受

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ꎮ
桑给巴尔地区 ９０％以上的人口为穆斯林ꎬ 所以无论是对于坦桑尼亚革命

党还是公民联合战线而言ꎬ 伊斯兰极端主义作为新兴势力的出现ꎬ 势必会对

原先已非常复杂的桑给巴尔地区局势带来不稳定因素ꎮ 两党之间对抗还是继

续联合成为桑给巴尔地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ꎮ

余论: 关于政党政治模式与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思考

坦桑尼亚政党政治模式是众多非洲国家 “一党独大” 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缩

影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非洲的政治生态ꎬ 需要我们理性认知与深入思考ꎮ
第一ꎬ 一个国家政党政治变革形式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ꎬ 要结合本国的

传统政治文化ꎬ 政党政治和民主形式要符合本国国情ꎮ 从坦桑尼亚政党政治

变革来看ꎬ 坦桑尼亚革命党作为该国主导性政党ꎬ 依托其执政行政资源ꎬ 居

于政府决策的中心ꎬ 领导该国实现了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ꎬ 这离不开该国强

有力政党的执行力ꎬ 及其创造了稳定的国家政治发展环境ꎮ 同样ꎬ 在乌干达ꎬ
穆塞韦尼政府通过对自身国家国情的透彻分析之后ꎬ 认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最有效最符合国情的方式便是 “无党派民主”ꎬ 而最终这种 “无党派民主”
得到了乌干达人民的拥护与支持ꎮ 在毛里求斯ꎬ 工党、 社会主义战斗党和毛

里求斯战斗运动三大政党三足鼎立ꎬ 使该国政权始终在三大政党中轮替ꎬ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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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举制度变革探析坦桑尼亚政党政治的演变　

持了该国政治生活的有序进行ꎮ 因此ꎬ 世界各国的政党政治民主形式具有多

元化ꎬ 不能定于一尊ꎬ 要与该国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ꎮ
第二ꎬ 执政党要妥善处理国内地区民族之间的矛盾ꎬ 一个稳定与统一的

国家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ꎮ 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变革后产生的最大

问题是桑给巴尔地区因追求自身政治权利引发的社会动荡ꎮ 对于绝大多数经

历了政党政治变革的非洲国家而言ꎬ 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ꎮ 这是由于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初的边界是根据纬度或者 １８８４ 年柏林会议上的殖民地

划分ꎮ 这种将殖民者意志强加于非洲国家的做法ꎬ 容易造成非洲国家内部民

族差异性加大ꎬ 使国内各民族之间没有认同感ꎮ 所以ꎬ 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

而言ꎬ “民主化” 则更像是 “地区民族化”ꎬ 民主问题往往会演变成为民族问

题ꎮ 执政党只有从大局出发ꎬ 妥善处理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矛盾ꎬ 才能使整

个社会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状态ꎮ 纵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

政治民主化改革ꎬ 只有在改革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地区民族问题的国家ꎬ 才能

确保其在之后的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长足发展ꎮ
第三ꎬ 一个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ꎮ 正所谓 “水滴石穿

非一日之功”ꎬ 非洲政党政治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套用与模仿 “西方模式”ꎬ
而是其在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自我扬弃ꎬ 最终探索出一套适用于本国特

色的政党政治模式ꎮ 从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变革来看ꎬ 施行多党制之后ꎬ 坦桑

尼亚严格控制党派数量ꎬ 要求新注册的政党必须是全国性政党ꎮ 实际上ꎬ 这

种渐进式的政治变革既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ꎬ 又能推进政治的理性化

与民主化建设ꎬ 这不仅需要寻求变革的上层阶级和下层民众在政治上形成基

本共识ꎬ 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国家制度框架的情况下ꎬ 保证国家治理机制在政

治转型时期做到有效的调节ꎬ 更需要身为执政党的革命党在改革过程中处理好

政治发展或国家治理改革推进的速度、 程度与保持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之间的关

系ꎮ 改革过快ꎬ 会削弱国家的稳定性和治理的绩效ꎻ 改革过慢或力度不够ꎬ 会

延误发展的机会ꎬ 也将使改革难以推动ꎬ 最终被反对改革的利益集团所阻碍ꎮ①

此外ꎬ 虽然坦桑尼亚属于 “一党独大型” 政党政治模式ꎬ 但这种模式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 绝对固化的ꎬ 有可能向 “朝野势均型” 或 “碎片化型” 变

化ꎬ 起决定因素的变量是革命党治国理政能力的高低及其所取得的政绩ꎮ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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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发展应紧跟时代步伐ꎬ 与大众紧密联系ꎬ 保持自身强大的生命力ꎻ 在复

杂的政治环境中ꎬ 须摆脱 “零和游戏” 的思维方式ꎬ 通过合作与共商为有效

缓解政治危机提供新思路ꎻ 政党政治发展的核心在于改善民生ꎬ 提升政府工

作效率与清廉指数ꎬ 这远比向选民提供 “空头支票” 要重要得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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