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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动——
公投困境暴露深刻问题

“2017 年是欧洲民主的黑暗时代吗？”美国

《外交》杂志发出这样的疑问。作者丹尼尔·
科勒曼认为，英国“脱欧”公投等一系列事件

给欧盟敲响了警钟。2017 年 3 月，欧盟将庆祝

《罗马条约》签署 60 周年，欧盟常常把自己当

成自由主义价值和政策的代言人，比如在环

境政策、人权、贸易等方面都是如此。这些都

将在 2017 年面临挑战。从国际上看，欧盟的

长期支持者和盟友美国出现了保守思潮，特

朗普的当选就职可能推动与欧盟主张相悖的

政策；从内部看，欧盟多国反欧盟、反全球化

声音泛起，多个重要国家的选举也成为欧盟

团结度的“试金石”。

英国公投“脱欧”，意大利修宪失败，法国

等反对欧盟的声音日渐高涨，都对欧盟的走向

产生重要影响。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研

究中心主任菲欧娜·希尔甚至将英国“脱欧”同

柏林墙倒塌等历史性事件相比较，认为欧盟的

团结和发展将受到很大影响。

意大利约翰卡伯特大学教授彼得·帕加尼

尼对本报记者表示，“西方民主正在遭遇两大

问题：第一是民众过度地盲目参与。民主给予

了普通民众选择的权利，也有赖于民众的参与

才可以有效运行。如今，互联网的发展让所有

人都有了发表意见和看法的机会，并希望以此

影响决策。举例来说，对于将一栋建筑外墙涂

抹成什么颜色这样的问题，所有人都可能有能

力做出选择，而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这

样的复杂问题而言，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选择

的能力。”

西 方 民 主 遇 到 的 第 二 个 问 题 ，则 是“ 民

众 不 能 全 面 客 观 地 接 受 信 息 ”。 彼 得·帕 加

尼 尼 认 为 ，民 主 要 求 民 众 做 出 的 选 择 ，必 须

建 立 在 一 定 的 信 息 基 础 之 上 。 互 联 网 的 发

展让更多人参与到民主当中，同时也传播着

大 量 虚 假 信 息 ，但 民 众 却 没 有 能 力 甄 别 真

伪 。“ 这 在 年 轻 人 身 上 尤 为 严 重 。 年 轻 人 更

愿意接受和自己想法类似的信息，更喜欢从

社交媒体获得信息，这容易导致他们无法全

面掌握信息，在面临选择时往往缺少客观而

理性的思考。”

奥德丽女士退休前是美国弗吉尼亚州阿

灵顿县公立学校的高中教师。刚刚从欧洲旅

行回来的她感慨说，欧洲的整体节奏不快，为

了支付高额的福利费用，政府不得不提高个人

所得税等税率，甚至出现休假比上班还要“实

惠”的不正常现象。在她看来，很多欧洲国家

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现象，不得不大规模举债，

最终引发债务危机，严重损害国家经济活力和

形象。事实上，在当前欧洲的政治氛围下，欧

盟和各成员国也没有很好的应对办法，在欧

洲，社会福利甚至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谁反

对福利就会受到很多批评，因此欧洲的政客害

怕失去选票，直接民主和民粹主义的恶劣影响

可见一斑。

美国战略与国际高级中心欧洲项目副主

任研究员杰弗里·拉克也指出，法国现在也正

陷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强烈反建制的情绪

之中。受英国公投和美国大选的影响，2017 年

的法国大选也可能会出人意料。

“无力”——
欧洲治理面临新挑战

“近年来西方大部分民主国家出现了某种

政治体制的突然崩溃，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失

败：一是不能指明国家的前进方向和道路；二

是现行政策与措施无济于事。”法国战略学会

会长马翼科对本报记者表示，这是西方目前的

主要政治景象：缺少远见卓识，没有济世方略，

说到底是缺乏照亮前路引领国家的思想。如

何重振经济、保障安全、解决难民危机，这些问

题令欧洲各国焦头烂额。而当治理者的“无能

为力”成为常态，尤令民众愤怒，也导致了民粹

主义思潮的极大泛滥。民粹主义的汹涌而至

正在对西方政治生活构成危险，其深层原因除

了治理缺失外，对整个政治体制失去信心恐怕

是主要原因。西方的直接民主正在成为民粹

主义等极右势力屡试不爽的武器。

“民主制度的顺利运行有赖于经济的健康

发展。民主制度的弊端近年来成为关注焦点，

恰恰是因为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彼得·帕加尼

尼认为，当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停滞和衰退时，

普通人的生活受冲击最重，普通民众和精英阶

层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情绪宣泄在民主选择

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加强，给民粹主义发展提

供了更大空间，也使得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等民

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得以发展壮大。

谈到欧洲直接民主造成的困境，奥德丽女

士说，社会精英与大众不能割裂开来，如果精

英同民众脱节，就不能代表民众，进而不能打

造起让民众信任和满意的政府。相反，如果精

英完全随着民意走，一味迎合民意，却不能提

出自己的政策主张，不能带领国家和社会朝正

确的方向前进，那也是推卸责任。目前的欧洲

普遍面临这样的问题：政治精英不能担负应有

责任，民粹主义盛行，倘若只是简单地“由多数

票决定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就会让民

众不知所措，社会戾气加重。

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非常

驻高级研究员西奥多·皮拉吉狄认为，目前欧

洲正面临民粹主义的挑战，2017 年德国、法国

等都要进行大选，意大利公投失败之后举行大

选的可能性也很高，提高“欧洲民主”和“欧洲

治理”水准是当务之急。

失范——
民主也可能自伤

“原本应该在议会内部决策的很多复杂问

题，最终却不得不求助于全民公投的形式作出

裁决，这正反映出政治体制的失败，也是近几

年来全民公投之风在欧洲刮起的直接原因。”

彼得·帕加尼尼指出，这些“复杂问题”涉及的

专业知识，很多超出了普通民众的认知水平，

虽然，投票可以“一锤定音”，也通过这种方式

赋予和确保了民众意见的表达，但却很难保证

最终能做出正确选择。

彼得·帕加尼尼说：“与全民公投类似，一

人一票的直接选举看上去像赌博，这也是民主

制度的一个弊端。”五星运动党在 2016 年的地

方选举中接连拿下罗马和都灵两大重镇，两位

年轻的女市长拉吉和阿彭蒂诺却走上了截然

不同的道路：拉吉主政罗马后危机不断，阿彭

蒂诺治下的都灵却蓬勃发展。“民主不能保证

民众每次都能选出阿彭蒂诺，类似拉吉的败笔

也时有出现。”

民主的未来在哪里？法国作家弗朗索瓦·
拉什利纳认为，英国公投“脱欧”是民主对自己

的惩罚，使目前的民主运转陷入深刻的危机。

这种直接民主形式也因此招致质疑，要求改变

的呼声不绝于耳。民主国家认同“人民主权”

概念，认为人民拥有最终的权力，忽视甚至忘

记人民主权，被认为是最大的错误，但其实西

方所谓的“人民主权”已经死亡，更像是间歇性

地“查阅”。民粹主义与偏见思想的消亡尚需

时日，只有消除这些极端思想才能具备实行直

接民主的前提条件，才能让真正意义的公民智

慧得以发挥。

奥德丽称，公投不一定是民主的真谛。其

中原因，一是民众并没有掌握真正有价值的信

息，不能有充足的时间思考；二是公投常常成

为简单粗暴的政治站队，赞成或不赞成其实是

一种“没有选择的”政治选择，将国家的前途简

单看成一个选择题，并不能体现根本的国家利

益，因为非此即彼，两种选项未必是对国家最

有利的方案。动辄公投，不仅难以达成对公共

利益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还将撕裂社会。

马翼科表示，早在 19 世纪，法国著名的政

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就敏锐地看到了民主“祸

福相依”的两副面孔，呼吁人们对民主保持一

种“健康的恐惧”。在他看来，民主是一把双刃

剑：既可以使整个社会充满持久的积极性，保

有充沛的活力；但过度或不足的民主也会使之

堕入暴政的歧途。如果对民主的本能不加节

制，民主也可能自伤。托克维尔的警告，迄今

仍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西方的“民主困境”
本报记者 张朋辉 韩秉宸 李永群

2016年，欧洲发生了两场影响深远的公投。6月，英国“脱欧”公投中，约 52%的投票者赞成脱离欧
盟，首相卡梅伦随后辞职；12月，意大利伦齐政府主导的修宪公投以反对者的胜利告终。几年前，英国
《经济学家》就曾评论，欧盟已经成为民粹主义的“孵化场”，如今，这两场公投将民粹主义的影响力淋漓
尽致地展现出来。

形式上、程序上的民主是否会带来真正的民主？如何看待西方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就连西方国
家的政界、学界人士也对此有质疑、有反思。正如意大利资深政论家布里齐奥·弗兰齐欧所感叹的，常
识和历史经验表明，“过度的民主必然会置民主于死地”。

全民公投
失效的一年

雷蒙·帕切科·帕尔多

2016 年公投变得流行。英国公投“脱欧”，意大利举

行修宪公投，新西兰公投选新国旗……在上述例子中，都

出现了票选结果与政府意愿相悖的现象。

通常，政府组织公投是为了使他们已经决定的政策

合法化。譬如，匈牙利政府在 2016 年 10 月就欧盟移民配

额问题举行公投，不出政府所料，98%的选民投了否决

票。泰国政府 2016 年 8 月举行新宪法公投，赋予军队更

多权力，61%的民众投票赞成。上述投票结果从未受到

过质疑。这种情况下，直接民主的作用似乎只是为使政

府的决定合法化。

公投结果与政府意愿相悖，是否意味着直接民主或

者公投失效不灵了？公投在一些时候确实带来了难以预

测的不稳定性。在瑞士，直接民主是常用方式，民众通过

公投，限制欧盟人员自由流动，发出了与布鲁塞尔不一致

的声音。这对瑞士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公投给予那些觉得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以发声机

会。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选民和政客之间隔阂正在拉

大。全民公投对那些希望重新拉近与选民联系的政府很

有吸引力。意大利关于宪法改革的公投就是一个例子，

伦齐政府认为，改革将建立更加稳定的政府。然而，这似

乎不是选民所关注的，59％的人投票拒绝了改革。

通常来说，政府设计公投方案时，会采取一种比较容

易赢得选票的方式，但为什么最近竟然有这么多反对票？

原因各有不同，有些背景却是共有的，即不少民众对经济

全球化产生了不满，国际金融危机也留下“后遗症”。在世

界许多地方，政治、经济界精英从全球化中受益，弱势人群

却没有受到相应保护，不满声音越来越高。那些感觉受到

经济混乱和移民流动威胁的人，很少有机会表达不满。公

投成了他们表达诉求和呼吁变革的机会。

公投结果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在很多情况

下，对选民而言，公投真正提出的、要做决定的问题并不

重要，“惩罚”政府和精英更重要。一般来说，社会不满情

绪越高，政府输掉公投的可能性就越大。很多并不积极

参与投票的选民，在公投期间被动员起来，他们可能没有

完全注意到公投提出的问题，只是本能地认为，投与政府

所希望的相反票，才能创造真正变革的机会。

全民公投存在的初衷，是把决策的权力交回它们合

法的承担者——公民手中。但利用全民公投来表达不满

的这种脆弱性，可能让公投远离初衷，并使得公投在未来

并不那么受欢迎。一些人据此预言，2016 年可能是公投

最高峰的一年。尽管如此，公投看上去不太可能在短期

内失去吸引力。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

应。英国“脱欧”公投后，欧洲的几个政党也在呼吁，希望

在他们本国举行关于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公民投票。

（作者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高级讲师，本报

驻英国记者李应齐采访整理）

徒有其表的
西方民主

日瓦丁·约万诺维奇

西方所谓的民主正在背离民主的本质，甚至走到民

主的反面。民主的本质在于人民享有决策权，民主也意

味着自由、客观的信息和人道主义。但在一些西方国家

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并不能感受到这种“民主”。

事实上，西方所谓的民主机构，目前也大都成了空壳

子，代议制民主体制中具有立法权的议会更多像是一个

摆设，除了提供一下橡皮图章，对于重大内政外交决策并

没有什么实质性话语权。一些西方国家在 1999 年、2003

年以及之后几年分别对南联盟、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和

其他一些国家频频动武，这是真正的民主决定吗？在

2008 年和 2009 年，美国和欧洲动用巨额财政救助破产的

私人银行和保险公司，这是代表了民众意愿的决定吗？

一些国家把私营企业因为管理不善和贪污腐败造成的巨

大损失，还是转嫁到了无辜的民众身上。

正因为代议制民主在很多西方国家已不能全面准确

地反映广大民众的心声，所以转向了直接民主，后者的一

个主要体现方式就是全民公投。直接民主是对间接民主

也就是代议制民主存在弊端的一种矫正，但它的施行也

有严格限制，一旦突破了界线，这种民主形式也会走向民

主的反面，沦为民粹主义的政治工具。

从实践来看，直接民主作为一种基本政治制度，目前

只是在瑞士运行得不错。这和瑞士独特的历史文化、地

缘政治和国民素养有密切关系，不是其他国家可以照搬

照抄的，尤其不适合在人口众多或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

国家施行。2016 年，英国、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举行

全民公投，这种听上去“最民主”的决策方式，到头来除了

宣泄一种极端情绪，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并无多大建设

性作用，弄不好还会使本已极化的政治和撕裂的社会更

趋恶化。“脱欧”公投之后，许多英国人后悔自己投票支持

“脱欧”，这就充分反映出直接民主的固有弊端。

西方大国口口声声谈民主价值，可是在国际关系上

却大搞单边主义，维护单极世界。外交是内政的反映，在

国际关系中不愿意搞民主的国家，在内政上也不会推进

真正的民主，所谓民主只是徒有其表而已。

西方民主所面临的困境，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

的内在缺陷。欧洲现在所遭遇的各种危机，如债务危机、

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英国“脱欧”等，都是体制危机在各

个层面的表现，这是一种系统性危机。要想摆脱这种危

机，西方社会必须从体制上反思，把人本主义、社会公平、

政治稳定这些维护人类文明的价值理念，放到内政外交

的中心位置。

（作者为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平等世界论坛主席，本

报驻比利时记者任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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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16 年 6 月，“留欧”派在

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

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盟。

图②：2016 年 9 月，在英国伦敦

议会大楼外，“脱欧”支持者手举标

语呼吁启动《里斯本条约》第五十

条，正式开始“脱欧”程序。

图③：2016 年 12 月，意大利举

行修改宪法的公民投票。工作人员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一处投票点准

备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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