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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有制度困境出现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西方民主制度只是在

特定的经济、历史文化及社会发展条件下对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反映，不具有普遍适应性。现阶段，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出现了国家治理能力

弱化、不平等现象加重、选举机制逐渐失灵、西方民主制度输出失败等困境，这也提示我们要认识到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性、片面性和不彻

底性，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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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民主这一概念已成为当代普遍认同

的一种政治价值。西方民主起源于古罗马和雅典，其历史发展也经历了

古代民主、现代民主两个阶段。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后，西方思想家和政

治家提出了分权理论、代表制度理论等，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探索

出议会制、多党制、分权制等民主政治制度。西方民主制度在二百多年

的不断发展中，为西方社会以及世界民主的发展都提供了很多贡献和经

验。但是，近年来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却陷入了困境，西方老牌发达国

家对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中都有一系列

问题出现，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与挑战。 

1 西方民主制度之困境 

从苏联解体开始，西方政治家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普遍胜

利，并认为其是适用于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道路。但是正当西方政治家

们沉浸在这一想法中的时候，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在很多国家的政治发展

中出现了困境。据资料显示，2000-2015 年在 27 个国家，其中也包括美

国等成熟的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功能已经越发失调。并且有报告在2016

年指出，全球民主进入了令人焦虑的时代。可以看出，西方民主制度的

困境反映的是其制度的内在矛盾，也是资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重要方

面。 

第一，国家治理能力弱化。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开始，西方发达国家

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陷入危机之中，并且他们对于上述危机所

做出的反应较慢，提出的各种解决措施也普遍乏力，表明西方民主制度

正在弱化西方国家的治理能力。民粹主义以及右翼化等已经对西方民主

国家产生了严重影响，例如特朗普当选、英国公投“脱欧”等就是民粹

主义的明显表现。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英国长期处于疑欧情绪的影响

下，经济危机逐渐发展为政治分裂， 终引起“脱欧”事件的出现，充

分反映出民主的无力。现阶段，西方社会也经受着不安、愤怒、焦虑、

仇恨等情绪的困扰，部分民众宣泄这种情绪的方式就是制造恐怖事件、

暴力袭击等，严重威胁社会和公民的安全。诸如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

法国“黄背心”运动、挪威爆炸枪击事件等等，都表示民众的各种不满

情绪已接近失控的边缘，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的认可度大大下降，从而极

大地增加了西方社会撕裂的风险。 

第二，不平等现象加重。对于西方民主制度来说，其运行必须建立

在“人生而平等”的基础上，并且民主制度的 初目的也是以政治上的

竞争来促进整个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实现。只有在国家中所处的社会环境

和经济地位平等，公民才有可能真正拥有并平等的行使这些权利。但是，

近年来有很多资料都显示西方国家经济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日益严重。这

种不平等体现在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以美国为例，美国财富收入的差

距越来越大，1%的美国富人占有的财富远远超过中产阶级和穷人，并且

这 1% 富有的人还在不断扩大对财富和收入的控制权，这种现象普遍存

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经济社会不断

扩大的不平等现象也在不断削弱民众在政治方面的平等地位，使得权力

的行使变得形式化。另外，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还是导致社会危机

和政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而在西方资本逻辑的野蛮生长下，导致这些国

家在处理上述问题时更加束手无措。 

第三，选举机制逐渐失灵。随着熊彼特“精英主义”理论的问世，

民主就开始向着代议制民主的方向发展，并逐渐演变为选举民主。而选

举民主只有在通过全面普选产生的政府下才真正具有有效性及合法性，

才能真正促进良好治理目标的达成。但是，面对西方民主制度遭遇的困

境，学术界也分析了西方国家的选举机制，发现其中确实存在一系列问

题。从选民角度来看，很多选民都处在理性偏见和理性无知的状态下，

而对于这样追求自我利益的选民来说，难以选出真正贤能的治理者。另

外，西方民主国家今年来的平均投票率也不断下降，以美国 2004 年总统

选举为例，资料显示只有一半左右的公民参与了此次选举，且其中又以

占据 有利地位的公民为主。选举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来说，是他们

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政治生活的 重要途径，但实际情况是以低收入人

群为主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真正参与到选举机制中，因而他们的各项权利

也难以真正实现。从代表角度来看，西方选举机制不能很好地保证选出

的代表能够充分对人民负责、充分代表民意。以英国“脱欧”事件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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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国会议员的选择是留欧，而在全民公投中支持留欧的公民只有48.1%。

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就是选出充分代表选民意愿的代表，但就目前的情况

来看，西方代议制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同时，西方

代议制民主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选民无法对代表实行有效的监

督，导致民主政治容易被利益团体所俘获。从行政决策角度来看，以竞

争性选举为主要内容的西方选举机制，不能确保政治精英们将公共利益

和国家利益放在决策的首要地位，选民选举出的政治精英和领袖代表越

来越重视他们的私人利益。西方国家在用代议制民主取代封建专制的同

时，也孕育了一种精英政治。 

第四，西方民主制度输出失败。长久以来，欧美等西方国家在强大

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支撑下，经常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为标

准对他国政治的发展进行干涉，试图将西方民主制度推行到世界的每一

个国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西方国家只是在吹嘘着西方民主制度的

“普适性”，却没有注意到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独特性，

这必然就会导致西方民主制度在其他国家的失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亚、中东以及非洲等地区，西方民主制度的效果并不理想，例如乌

克兰、伊拉克等国家沦为“失败国家”；南美很多国家发生“无效民主”

的情况；“颜色革命”使很多国家出现了社会动荡和证券更迭的现象。当

今国际社会总体上处于和平与发展的转改，但是以美国为主的欧美资本

资本主义国家强制向别国输出西方民主制度的行径，已经成为导致国际

局部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阻碍。 

2 西方民主制度困境的启示 

第一，西方民主制度只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特定社会

发现的一种政治制度，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要求和利益的体现，并没

有普适性的特点。如果抛开西方民主制度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现实基础，

而将其当作世界所有国家普遍适用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是西方资产阶级

的无知，就是他们的别有用心。曾经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为很多发展中

国家规划和设计了通向西方民主制度的途径和道路，但是这种道路只是

对西方发达国家制度的照搬和复制，非但没有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和

进步，反而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以及民生凋敝等问

题。 

第二，虽然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着一系列困境，但还不能断定这种适

度的失败。首先，西方民主制度是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在资本主义社

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其民主制度也会不断发展。其次，西方民主制度在

现代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下也在进行不断的适应和调整，西方

很多政治家和学者因为看到了其民主制度现在遭遇的困境而提出了“协

商民主”的概念和强化行政权力的主张，所以我们不能低估西方民主制

度的调适能力从而认为其已经失败[8]。 

第三，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只有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

主才能摆脱制度困境。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根本上体现为人民只有形式

上的权利，而没有真正地享有和行使权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形式主义

的民主。同时，在西方资本逻辑的控制下，人民也无法在选举时真正表

达自己的意愿。可以发现，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并不仅仅是制度设计和

制度运行的问题，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所引起的。所以，只

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使其民主制度跳脱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才可能

摆脱民主制度当前遭遇的困境。这也提示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

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更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坚定地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我国部分群众

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一种盲目崇拜的情况，企图将西方的民主模式照搬

到我们国家。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

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

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简单

且不正确的。”在吸取和借鉴别国有益的文明成果时，必须以我国的政治

制度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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