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言题目：莱索托政治发展的几点启示

发言人：陈晓红 - 湖南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发言提纲：

“政党中心主义”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非洲国家也不例外。

但是，一些国家政党制度变更频繁，已经成为掣肘这些国家未来政治发展的关键

因素。莱索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莱索托位于南部非洲，国土面积 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 220 万，自然资源较

为贫乏，经济基础薄弱。1966 年独立后，为了在巴苏托民族主义、民主化和政

治秩序层面实现政治发展，莱索托先后经历了 5次政党体制的变迁；但是，1993

年实行多党制后，主要政党的适应性、自主性和内聚力偏低，政党与政党之间、

政党与政权之间、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缺乏稳定性，呈现分裂频繁、体系不稳、

碎片发展、联盟嬗变、竞争激烈和外界影响等特征，給国家政治发展带来了负面

影响。从莱索托的政党政治和政治发展，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1）多党制的推行导致政党体系缺乏稳定。

（2）秩序比民主更珍贵，没有稳定政治结构的“平面化”会导致政党力量

格局“碎片化”。

（3）必须处理好政党与军队的关系，军政府统治的历史路径依赖、军警机

构派系对立及与之相关的选举体制弊端诱发莱索托选举暴力。

（4）政治发展的内生动力是民族心理、民众需求。莱索托政治发展的直接

动力：巴苏托民族主义发展、社会的政治秩序需求和民众的民主化追求。

（5）政治发展的外生动力是国际关系。外部因素（如地缘政治“南共体”，

国际灌输“意识形态”、“民主理念”）对莱索托政党政治和政治发展影响较深。

总之，成熟而稳定的政党制度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主要

政党的制度化水平是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