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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兴衰的
自身因素探析

杨友孙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发展迅速，它们积极参与政治、表达诉求，而参加议会选举是其参与
政治并力图影响政府政策的重要渠道之一。 经过约 ３０ 年的发展，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出现了分化，有
的发展稳定，通过议会选举进入议会；有的长期无法迈过议会当选门槛；还有的则由于缺乏支持者而融
入其他政党或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已有研究对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兴衰原因的解释侧重于国家的
选举制度、当选门槛、少数民族的聚集程度、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等，但这些解释仅仅揭示了少数民族政
党兴衰成败的外因。 事实上，少数民族政党的目标、意识形态、组织力量等自身因素也对其兴衰成败产
生了重要影响。

［ 关键词 ］ 　 　 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　 议会选举　 意识形态　 组织力量

　 　 根据唐纳德·霍洛维茨（Ｄｏｎａｌｄ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的
观点，“少数民族政党”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是
指“受到某个（些）特定族群绝对多数支持并代表
其利益的政党”①。 该定义确立了族群政党的两
个基本条件：一是受到某个（些）特定族群的绝对
多数的支持；二是代表该族群的利益。 不过，第一
个条件显然门槛过高，因为按照这个条件，每个少
数民族最多只能产生一个民族政党，这显然有违
常识。 因而，笔者认为该条件有必要调整为：以某
个或某些少数民族为选民基础而建立的政党。 冷
战结束后，少数民族在冷战期间被压抑的诉求迅
速转化为政治参与的动力，它们以各自的民族为
基础，组建少数民族政党并积极参与政治，成为中
东欧政党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也使中东欧成

为世界上少数民族政党密集、参政活跃的地区
之一。

经过约 ３０ 年的发展，少数民族政党发生了较
大分化。 总体来看，在冷战结束后的三个十年中，
少数民族政党的影响及其在议会选举中的成功程

度②呈递减趋势，大多数长期不温不火，有的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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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ｏｎａｌｄ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 ２９１．
政党的兴衰成败并无统一的衡量标准，本文界定的“成功”政
党，是指经常参加议会选举，并在半数或半数以上的选举轮次
中进入了议会的政党。 各个政党议会参选情况及表现参见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ｓｄ． ｕｉｂ． ｎｏ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ｈｔｔｐ： ／ ／ ｐａｒｔｉｅｓ － ａｎｄ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ｅｕ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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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党，有的消失在历史舞台，但也有一些少数
民族政党长期在议会选举中保持着较高的得票

率。 已有研究主要从外因角度探讨中东欧少数民
族政党的兴衰成败，本文力图从少数民族政党自
身因素，即内因方面进行探讨。

　 　 一、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政
治参与表现

　 　 在冷战结束后的前 ２０ 年里，特别是在第一个
十年里，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少数民族纷纷建立
政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个族群的政党：
（１）保加利亚土耳其人的民族政党①，例如权利与
自由运动（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自
由与尊严人民党 （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ｒｔｙ），责任、团结与宽容民主党人（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２）波罗
的海国家的俄罗斯人政党，例如爱沙尼亚中心党
（ Ｅｓｔｏｎｉ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Ｐａｒｔｙ ）， 宪 法 党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爱沙尼亚俄罗斯人党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Ｅｓｔｏｎｉａ），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和谐” （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ｒｍｏｎｙ”），拉脱维亚俄罗斯人
联盟（Ｌａｔｖｉａ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Ｕｎｉｏｎ），立陶宛俄罗斯人联
盟（Ｔｈｅ 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Ｕｎｉｏｎ）；（３）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塞尔维亚等国的匈牙利人政党，例如罗
马尼亚匈牙利人民主联盟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Ｒｏｍａｎｉａ），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
民党（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塞
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匈牙利人联盟（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Ｖｏｊｖｏｄｉｎａ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ｓ），斯洛伐克的桥党（Ｍｏｓｔ －
Ｈíｄ），匈牙利人联盟 （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４）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党，例如独
立民主塞尔维亚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ｅｒｂ
Ｐａｒｔｙ），多瑙河塞族人党（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Ｄａｎｕｂｅ Ｓｅｒｂｓ），
塞族人民党（Ｓｅｒｂ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ｒｔｙ） 等；（５）黑山、北
马其顿、塞尔维亚等国的阿尔巴尼亚人政党，例如
黑山塞族人民党（Ｓｅｒｂ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ｒｔｙ）、阿尔巴尼
亚人民主联盟（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ｂａｎｉａｎｓ），北
马其顿的一体化民主联盟（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塞尔维亚的民主行动党 （ Ｐａｒｔｙ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６）广泛存在于中东欧的罗
姆人政党，例如保加利亚的欧洲罗姆人政治运动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ｕｒｏＲｏｍａ），马其顿罗姆人联

盟党（Ｕｎ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Ｒｏｍａｓ ｉｎ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罗马
尼亚的罗姆党（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Ｒｏｍａ），克罗地亚的
罗姆公民倡议（Ｒｏｍａ Ｃｉｖｉｃ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捷克的罗
姆民主社会党（Ｒｏｍ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ｙ）等。
这些政党除了北马其顿的一体化民主联盟（２００１
年），保加利亚的欧洲罗姆人政治运动（２００２ 年），
捷克的罗姆民主社会党（２００５ 年），斯洛伐克的桥
党（２００９ 年），保加利亚的自由与尊严人民党
（２０１１ 年），责任、团结与宽容民主党人 （２０１６
年）、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民党
（２０１１）外，其余政党均成立于 １９８９—１９９９ 期间。

大多数少数民族政党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议

会选举，借此争取选民、扩大知名度，如果能够迈
过议会“当选门槛”（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②，就能获
得议会席位甚至政府高层职位，甚至可能执政或
参与执政联盟。 从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议会参选
得票率来看，在冷战结束后三个十年里，除个别政
党外，多数少数民族政党呈下降趋势，即使相对较
为成功的政党，例如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民主联
盟、保加利亚的权利与自由运动、斯洛伐克的桥党
等总体上也是如此。③ 这背后的逻辑是，在第一
个十年里，一些基本的民族权利或利益，如语言权
利、族群自我认同权利、教育权利和其他文化权利
逐渐得到满足，随后民族政党的选民基础有所削
弱。 因为民族身份仅是选民的多个身份之一，当
民族诉求得到基本满足时，少数民族选民可能更
倾向于选择其他反映自己诉求的主流政党而非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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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保加利亚宪法第 １１（４）条规定，禁止基于族群、种族或宗教建
立政党。 但这些政党在登记注册时，只要定位为全民性政党，
就可避开宪法规定。 保加利亚政府对事实上存在的少数民族
政党并不干涉。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ｐｏ． ｉｎｔ ／ ｅｄｏｃｓ ／ ｌｅｘｄｏｃｓ ／
ｌａｗｓ ／ ｅｎ ／ ｂｇ ／ ｂｇ０３３ｅｎ． ｐｄｆ。
议会“当选门槛”，也称选举门槛，是一些国家为了防止进入
议会的政党数量过多，而设置的议会选举的得票率门槛。 本
文不考虑一些国家“预留”给少数民族的议会席位，只分析通
过正常竞选，超越国家的“当选门槛”而获得议会席位的情况。
例如保加利亚权利与自由运动在 １９９４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７ 年的
得票率分别为 ５ ４４％ 、１２ ８１％ 、 ８ ９９％ ；罗马尼亚匈牙利人
民主联盟在 １９９２ 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６ 年的得票率分别为 ７ ５％ 、
６ ２％ 、６ ２％ ；桥党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６ 年的得票率分别为
８ １２％ 、６ ５０％ 。 北马其顿的一体化民主联盟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１６
年的得票率分别为 １１ ９％ 、７ ３％％ 。 数据来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ｓｄ． ｕｉｂ． ｎｏ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ｈｔｔｐ： ／ ／ ｐａｒｔｉｅｓ －
ａｎｄ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ｅｕ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数民族政党。① 例如，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族
和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的语言、文化权利得到初
步解决，而更高的诉求———民族自治或自决又难
以实现，民族问题的吸引力、重要性明显下降，这
使来源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政党在第二个、第三个
十年里边际效益递减，很多少数民族政党只得靠
联盟求生存，例如爱沙尼亚宪法党就在 ２００８ 年和
几个政党联盟组建了爱沙尼亚联合左翼党

（Ｅｓｔｏｎｉａ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Ｌｅｆｔ Ｐａｒｔｙ）。 拉脱维亚的社会民
主党“和谐”也是在第二个十年后期开始，由民族
和谐党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Ｐａｒｔｙ）、新中心 （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ｅｒ）、社会民主党（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拉
脱维亚社会主义党（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Ｌａｔｖｉａ）、陶格
夫匹尔斯城市党（Ｄａｕｇａｖｐｉｌｓ Ｃｉｔｙ Ｐａｒｔｙ）等经过多
年逐步融合、联盟而成。

　 　 二、已有研究对少数民族政党兴衰原因
的阐释

　 　 学术界对活跃于中东欧政治舞台的少数民族
政党的兴衰原因进行了分析，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举制度的影响。 有学者从选举制度的
角度来分析少数民族政党的议会竞选表现，认为
这些政党在比例选举制度中的表现明显优于多数

选举制和混合选举制。② 玛丽亚·斯皮罗娃
（Ｍａｒｉａ Ｓｐｉｒｏｖａ）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少数民族
政党政治参与进行了研究，认为比例选举制有利
于包括少数民族政党在内的所有小党，但少数民
族政党代表的族群规模及其活力也发挥了作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选举制度的作用。③ 罗伯
特·莫泽（Ｒｏｂｅｒｔ Ｇ． Ｍｏｓｅｒ）对俄罗斯少数民族政
党的政治参与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少数民族政党
在多数选举制中总体上虽然比比例选举制中表现

更好，但在同样的选举制度下，不同族群的政党表
现不一样。 那些融入程度更高、地理上更加分散
的少数民族政党在比例选举制和多数选举制中表

现均好于融入程度低、地理上集中的少数民族政
党。 在俄罗斯，民族在联邦主体的分布状况也是影
响少数民族政党选举表现的重要的体制性因素。④

二是“当选门槛”的限制。 有学者注意到，政
党进入议会的“当选门槛”是影响少数民族政党
兴衰的重要原因，而中东欧国家议会的“当选门

槛”一般较高⑤，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政党
进入议会的机会，从而影响了它们的整体发展⑥。

三是族群聚集程度的影响。 丹尼尔·博赫斯
勒（Ｄａｎｉｅｌ Ｂｏｃｈｓｌｅｒ）在研究 １９９０—２００７ 年期间中
东欧少数民族政党的议会选举表现后指出，虽然
少数民族政党所代表族群的人口对其兴衰存在影

响，但族群的聚居程度会极大地影响少数民族政
党的表现，那些聚居程度较高的少数族群比散居
少数族群在议会竞选中表现更好，如果选区划分
正好和少数族群聚居地重叠，则效果更佳，北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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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ｏｃｈｓｌｅｒ， “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 －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 －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 ｈｔｔｐ： ／ ／ ｃｉｔｅｓｅｅｒｘ． ｉｓｔ． ｐｓｕ． ｅｄ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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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 Ｆｌｏｒｅｓ Ｊｕｂｅｒíａｓ Ｃａｒｌｏｓ， “Ｐｏｓｔ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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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的阿尔巴尼亚族政党就是一个成功案例，而人
口更多但散居的罗姆人、土耳其人为基础的政党
则未能获得同等程度的成功。①

四是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欧洲
一体化将很多原本属于国家的权力上移至超国家

机构，这对于少数民族政党来说，获得了更多影响
政策决策的途径，也有助于加强少数民族政党的
合法性。② 也有学者提出，欧盟的团结政策和地
区政策给予了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更多的资金支

持，有助于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的发展。③

五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弗洛里安·比伯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Ｂｉｅｂｅｒ）的研究表明，虽然比例选举制和
较高的当选门槛结合在一起，不利于少数民族政
党获得选举成功，但是少数民族政党所代表族群
的人数、聚居情况对这些政党的兴衰会产生更大
的影响。 由于中东欧地区大多数大型少数族群聚
居程度较高，无论选举制度如何，这些族群的少数
民族政党均表现不错。④ 雷恩·塔吉佩拉（Ｒｅｉｎ
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认为，比例选举制结合较大的选区划
分，是少数民族政党获得政治成功的最佳制度。⑤

奥莱·普罗西克（Ｏｌｅｈ Ｐｒｏｔｓｙｋ）和伊昂·奥索安
（Ｉｏｎ Ｏｓｏｉａｎ）通过对摩尔多瓦少数民族政党的研
究发现，多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促使少数民
族政党成功，这些因素包括：少数民族拥有的较大
人口规模、少数民族政党在转轨初期的政治动员
状况、摩尔多瓦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选举制
度等。⑥ 詹姆斯·丹顿（Ｊａｍｅｓ Ｄｅｎｔｏｎ）解释了保
加利亚罗姆政党未能获得较多选票的原因：罗姆
人并不总是作为一个集团投票，也不一定支持代
表他们的政党或候选人。⑦

六是少数民族政党自身因素的作用。 在阐释
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兴衰成败原因时，多数研究
侧重于关注“少数民族”聚集情况、人口情况或国
家的选举制度等外部因素，只有个别学者从少数
民族政党自身因素，如政党的特点、意识形态、目
标、成立时间和组织实力等进行了分析。 艾地
纳·瑟奇克（Ｅｄｉｎａ Ｓｚöｃｓｉｋ）发现，罗马尼亚的匈
牙利族政党匈牙利人民主联盟和塞尔维亚的匈牙

利人联盟（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都积极投身于保
护匈牙利语、促进公共当局使用匈牙利语、实现匈
牙利人文化自治的活动，但由于塞尔维亚的匈牙
利人联盟比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民主联盟更加激

进，而未能获得与后者同等的成功。⑧ 马科·哈
伊丁扎克（Ｍａｒｋｏ Ｈａｊｄｉｎｊａｋ）注意到，保加利亚的
人权和自由运动积极支持自由民主、推动种族、宗
教宽容与平等，加强民族团结的政策等，有利于它
获得成 功。⑨ 马 缇 纳 · 瓦 休 泰 伊 （ Ｍａｒｔｙｎａ
Ｗａｓｉｕｔａｊ）分析捷克少数民族政党后指出，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为适应政治、经济
转轨的时代需要进行了族群动员，普遍较为成功；
当中东欧国家进入民主巩固阶段时，少数民族政
党开始分裂为激进政党和温和政党，那些温和政
党更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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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ｏｌ． ７， Ｉｓｓ． １，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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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ｅｈ Ｐｒｏｔｓｙｋ ａｎｄ Ｉｏｎ Ｏｓｏｉ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ｏｒ Ｍｕｌｔｉ －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ｏｌｄｏｖａ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ｍｉ． ｄｅ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ｒｅｄａｋｔｅｕｒ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ｄｆ ／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４７＿ｅｎ． ｐｄｆ．
Ｊａｍｅｓ Ｄｅｎｔｏｎ， ｅｔ ａｌ． ， “ Ｒｏｍ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ｉ．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１６１１ ＿
ｒｏｍａａｓｓｅｓｓ＿０２０８０３． ｐｄｆ．
Ｅｄｉｎａ Ｓｚöｃｓｉｋ， “ Ｔｈｅ ＥＵ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Ｅｔ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０４ － １２７．
Ｍａｒｋｏ Ｈａｊｄｉｎｊａｋ， “ Ｔｈｏｕ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ｏ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Ｓｋｏｊｐ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ｂｅｒｔ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 Ｏｆｃｅ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 ２００８， ｐｐ． ８７ －１２６．
Ｍａｒｔｙｎａ Ｗａｓｉｕｔａｊ， Ｐａｒｔｉｅ ｅｔｎｉｃｚｎｅ ｗ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ｅ Ｃｚｅｓｋｉｅｊ， Ｓｅｒｉａ
ｎｏｗａ： Ｓｐｒａｗｙ Ｎａｒｏｄｏｗｏｓ＇ｃｉｏｗｅ， ２０１７， ｐ． ４９．



可见，多数研究强调少数民族政党成败的外
部因素。 外部因素固然重要，但如果忽视对少数
民族政党自身因素的研究，会出现两个方向性问
题：其一是会形成某种对少数民族政党的“预定命
运”，即少数民族政党的兴衰是由它们完全无法控
制的因素预先决定的；其二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外在
条件相同或者类似的情况下，有的少数民族政党比
另一些少数民族政党更为成功。 本研究就是力图
弥补这方面不足，尝试进一步深化内因研究的。

　 　 三、研究对象：１５ 个少数民族政党的选
择标准

　 　 本研究按照以下标准选择研究对象：（１）以
某个少数民族或某些少数民族为选民基础，将推
进民族利益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的中东欧政党；
（２）成立时间在 １９８９—２０１９ 年期间；（３）至少单
独或者作为政党联盟的主体部分参加过两次以上

议会选举；（４）少数民族政党所代表的族群在该
国人口占比等于或高于该国的当选门槛，①因为
来自人口较少族群的少数民族政党较少参加议会

选举，或者在议会选举中很难超越当选门槛并赢
得议会席位。 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的中东欧少数
民族政党共有 １５ 个（见表 １）。

表 １　 符合选择标准的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

少数民族政党 当选门槛
来源族群人口 ／
占总人口比例

保加
利亚

权利与自由运动

自由与尊严人民党

欧洲罗姆人政治运动

４％ （政党联盟
也为 ４％ ）

土耳其人：
８． ８％②

４％ 罗姆人：
４． ９％③

捷克 摩拉维亚人党

５％ （两党、三党、
四党以上联盟
分别为：１０％ 、
１５％ 、２０％ ）

摩拉维亚人：
４． ９％④

爱沙
尼亚

爱沙尼亚中心党

爱沙尼亚俄罗斯人党

宪法党

５％ （政党联盟
也为 ５％ ）

俄罗斯人：
２５． ２％⑤

拉脱
维亚

社会民主党“和谐”
拉脱维亚俄罗斯人联盟

５％ （政党联盟
也为 ５％ ）

俄罗斯人：
２６． ９％⑥

立陶
宛

立陶宛俄罗斯人联盟

立陶宛波兰选举行动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ｅｓ ｉｎ 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

５％ （政党联盟
为 ７％ ）

波兰人：
６． ６％⑦
俄罗斯人：
５． ８％⑧

斯洛
伐克

桥党

匈牙利人联盟

５％ （政党联盟
为 ７％ ）

匈牙利人占
８． ５％⑨

罗马
尼亚

匈牙利人民主联盟

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
人民党

５％ （政党联盟
在 ８％—１０％
之间变动）

匈牙利人：
６． １％

　 　 在这 １５ 个少数民族政党中，五个是相对成功
的政党，它们自成立之后参与了几乎所有的议会
选举，并在半数以上的议会选举中迈过了“当选
门槛”而进入了议会，这五个政党分别为：保加利
亚的权利与自由运动、爱沙尼亚中心党、拉脱维亚
的社会民主党“和谐”、匈牙利人民主联盟、斯洛
伐克的桥党。 其余十个政党虽然在成立之后也积
极参与议会选举，但在大多数选举中未能超越
“当选门槛”而无法进入议会，为相对不成功的
政党。

　 　 四、影响少数民族政党表现的内因分析

　 　 从少数民族政党自身来看，其目标、意识形
态、组织力量等都会对其兴衰成败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拟从这些内在因素出发，探索成功的和不成
功的少数民族政党在自身特点方面存在的差异，
并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对政党的兴衰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一）政党目标
政党目标一般是指争取选票、获取公共职位、

成为执政党或参与执政联盟、寻求有利于自己的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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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由于北马其顿不存在议会当选门槛，因而该国的少数民族政
党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
“２０１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ｓｕｓ －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ｓｉ． ｂｇ ／ ｃｅｎｓｕｓ２０１１ ／ ＰＤＯＣＳ２ ／ Ｃｅｎｓｕｓ２０１１ｆｉｎａｌ＿ｅｎ． ｐｄｆ．
“２０１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ｓｕｓ －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ｓｉ． ｂｇ ／ ｃｅｎｓｕｓ２０１１ ／ ＰＤＯＣＳ２ ／ Ｃｅｎｓｕｓ２０１１ｆｉｎａｌ＿ｅｎ． ｐｄｆ．
摩拉维亚人占比稍稍低于当选门槛，在此认同两者大致相同。
参见“２０１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Ｃｚｅｃ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ｚｓｏ． ｃｚ ／
ｃｓｕ ／ ｃｚｓｏ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ｈｏｕｓｉｎｇ － ｃｅｎｓｕｓ。
“２０１１ Ｃｅｎｃｕｓ ｏｆ Ｅｓｔｏｎｉａ”， ｈｔｔｐ： ／ ／ ｐｕｂ． ｓｔａｔ． ｅｅ ／ ｐｘ － ｗｅｂ． ２００１ ／
１ ＿ Ｄａｔａｎａｓ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ｃｅｎｓｕｓ ／ ＰＨＣ２０１１ ／ ０１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 ａｎｄ ＿
ｅｔｈｎ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ｔｉｃｓ ／ ０４Ｅｔｈｎｉｃ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 ０４Ｅｔｈｎｉ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ａｓｐ．
“２０１１ Ｃｅｎｃｕｓ ｏｆ Ｌａｔｖ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ｌａｔｖｉａ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
“２０１１ Ｃｅｎｃｕｓ ｏｆ 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
“２０１１ Ｃｅｎｃｕｓ ｏｆ 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
“ Ｃｅｎｓｕｓ： Ｆｅｗｅｒ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ｓ，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ｌｏｖａｋｓ”，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 ｓｍｅ． ｓｋ ／ ｃ ／ ２００４２６４６ ／ ｃｅｎｓｕｓ － ｆｅｗｅｒ －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ｓ －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ｓ － ａｎｄ － ｓｌｏｖａｋｓ． ｈｔｍｌ．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Ｒｏｍａｎｉａ ｂｙ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ｃｅｎｓａｍａｎｔｒｏｍａｎｉａ． ｒｏ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３ ／ ０７ ／ ｓＲ＿Ｔａｂ＿
８． ｘｌｓ．



政策等。① 但少数民族政党有区别于一般政党的
族群利益目标，即少数民族政党必定会追求实现
某种民族权利或特殊身份、地位。 从少数民族政
党目标的性质来看，大致可以分为“温和目标”和
“激进目标”两类。 有“温和目标”的少数民族政
党主要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权利、社会经济利
益、平等、反歧视等，通常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来
实现目标。 而持“激进目标”的少数民族政党往
往追求“少数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地位” “政治自
治”“领土自治” “民族自决”，甚至“民族分离”，
或有强烈的民族独立主义倾向，与母国保持非常
紧密的政治关系，倾向于采取激进甚至极端手段
实现目标。

从各政党的党章、党纲和政策来看，在上述
１５ 个少数民族政党中，持“激进目标”的少数民族
政党主要有六个：捷克的摩拉维亚人党、爱沙尼亚
的宪法党、爱沙尼亚俄罗斯人党、拉脱维亚俄罗斯
人联盟、匈牙利人民主联盟、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
人民党。 例如，根据摩拉维亚人党党纲，该党的主
要目标是“根据摩拉维亚民族自决原则，摩拉维
亚人党主张通过在摩拉维亚教区的领土范围内恢

复摩拉维亚立法议会来实现摩拉维亚的独立”②。
再如，拉脱维亚俄罗斯人联盟在 ２００２ 年的选举纲
领中表示：必须加强与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
内的所有邻国的良好关系；要求国家在至少 ２０％
的俄罗斯人居住的城市中，必须赋予俄罗斯语以
官方语言地位；拉脱维亚人应无条件获得国籍。③

而且，该党支持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
的行为，并在随后的顿巴斯战争中采取了亲俄立
场；２０１４ 年 ８ 月还与克里米亚俄罗斯统一党（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Ｕｎｉｔｙ）签署了合作协议，以“加强俄罗斯
人世界的联合”④。

此外，几乎所有罗马尼亚匈牙利政党都有明
显的激进倾向，即使是相对温和的“匈牙利人民
主联盟”仍可以划入“激进目标”政党的类别。 该
党党纲规定：最重要目标是保护和发展特兰西瓦
尼亚的匈牙利族群；在匈牙利族较小和较弱的区
域实行文化自治，对于生活在主体聚居区域的匈
牙利人实现领土自治和民族自决；匈牙利人在私
人和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权使用母语；匈牙
利人有权以母语接受教育；实现匈牙利人对所有
匈牙利教育和文化机构的自我管理。⑤

其余少数民族政党的目标明显较为温和。 例
如，根据欧洲罗姆人政治运动党章，该党主要目标
为：使所有贫困家庭的儿童接受教育，不论其族群
出身如何；保障贫困人口获得健康服务；促进就业
和增加收入；打击各种形式的族群歧视；保障少数
族群在各层级政府中的代表性；巩固保加利亚公
民社会；促使保加利亚融入欧盟结构等。⑥ 这些
目标均为文化、社会领域的温和目标，没有任何关
于“领土自治”“自决”或其他激进目标，更未采取
激进手段实现目标，因而，这些政党属于“温和目
标”少数民族政党。

在 １５ 个政党中，九个温和目标政党有四个较
为成功，五个相对不成功；而六个激进目标政党唯
独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民主联盟”较为成功，其
余五个影响力始终较小，也很少能进入议会。 这
表明，“温和目标”相对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
而“激进目标”却有大概率导致少数民族政党失
去选民支持。

（二）意识形态
一般来说，政党的意识形态大致可以分为：自

由主 义 （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 社 会 民 主 主 义 （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和保守主义（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即左、中、
右三种意识形态分野。 自由主义政党一般支持自
由、平等、有限政府、个体权利、自由市场、自由贸
易、民主、世俗主义、性别平等、族群平等、言论自
由、宗教信仰自由、国际主义等；保守主义政党一
般持有传统价值观，强调社会秩序、等级体制、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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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Ｒｉｋ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ｐ． ４７； Ｋａａｒｅ Ｓｔｒｏ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Ｒｕｌ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１ － １６； Ｐ． Ｖａｎ Ｒｏｏｚｅｎｄａａｌ， “ Ｃａｂｉｎ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１９１８ － １９９０）：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１， １９９３， ｐｐ． ３５ － ５４．
“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ｏｒａｖａｎé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０８１２０１０３１８３４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ｒａｖａｎｅ． ｃｚ ／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ｈｐ．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００２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ｏｊｕｚ． ｌｖ ／ ｅｎ ／ ｔｈｅ －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ｏｆ － ｔｈｅ － ｆｈｒｕｌ － ｆｏｒ － ｔｈｅ
－ ２００２ －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
“Ｐｒｏ Ｒｕｓｓｉａ Ｐａｒｔｙ Ｓｉｇｎｓ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Ｃｒｉｍｅａ Ｇｒｏｕ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ｌｔｉｃ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３５３５５ ／ ＃． ＶＡ９７ｍＲｂｇＪＨＵ．
“Ａ Ｒｏｍáｎｉａｉ Ｍａｇｙａ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ａ Ｓｚöｖｅｔｓé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ｊａ”， ｈｔｔｐｓ： ／ ／
ｒｍｄｓｚ． ｒｏ ／ ｕｐｌｏａｄ ／ ｄｏｋｕｍｅｔｕｍｏｋ ／ ＲＭＤＳＺ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１７． ｐｄｆ．
欧洲罗姆人政治运动的党章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Ｒｏｍａｂｇ．
ｏｒｇ ／ ｉｎｌｉｎｅ＿１＿１． ｈｔｍ。



护权威、亲近宗教、代议民主，以维护资本主义社
会的稳定和持续；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在推动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国家干预，实现社会正
义，主张代议民主和参与式民主。①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的
意识形态分为五类：（１）左派。 左派少数民族政
党支持社会平等、社会正义和平等主义，反对社会
等级制度和不平等。 （２）右派。 右派少数民族政
党认为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是必要的、自然的、正
常的甚至是可取的，它们强调维护现有资本主义
制度而非进行改革。 （３）中间派。 它的政治观点
温和，支持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等级制度之间的
平衡，同时反对任何重大的政治转变———不论是
向左或向右。 （４）中左派，或称“温和左派”，介于
中间和左派之间。 （５）中右派，或称“温和右派”，
介于中间和右派之间。

政党的意识形态常常体现在党章、党纲和党
的竞选宣言等重要文献之中。 例如，欧洲罗姆人
政治运动的党章指出，该党是一个中左政治实体，
寻求联合保加利亚左派并确保社会民主主义的实

现。② 爱沙尼亚中心党的党纲指出它是一个中左
派别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富裕
和壮大的中产阶级，作为其选民基础；在经济方面
主张社会市场经济；既要保证国家权威，又要保障
人权；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实现所有人的平等。③

同理，根据政党的党章、党纲和一些相关数据
库④对政党的意识形态归类，拉脱维亚俄罗斯人
联盟为左派政党；社会民主党“和谐”、立陶宛俄
罗斯人联盟、爱沙尼亚宪法党、爱沙尼亚俄罗斯人
党、爱沙尼亚中心党、欧洲罗姆权利政治运动等六
个为中左派政党；权利与自由运动、自由与尊严人
民党、桥党、匈牙利人民主联盟等四个为中间派政
党；立陶宛波兰选举行动、匈牙利人联盟、特兰西
瓦尼亚匈牙利人民党为中右派政党；摩拉维亚人
党为右派政党。

可见，大多数少数民族政党意识形态集中在
中左派、中间派、中右派三个阵营，其中五个成功
政党有四个属于中间派，一个属于中左派，即意识
形态向中间派靠拢更容易获得支持。

（三）组织力量
政党组织力量包括政党组织的完整性、组成

人员尤其是领导人的组织能力、影响力、政党内部

凝聚力等。 关于少数民族政党兴衰的已有文献
中，几乎没有关注到组织力量这个因素。 然而，对
于影响力相对较为局限的少数民族政党来说，组
织力量对吸引选民、提高知名度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

本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观察少数民族政党

的组织力量：领导人与分支机构情况。 在少数民
族政党领导人方面，主要看主要领导是否在国家
机构中较为稳定地（一年以上）担任过议会议员、
副部长以上或其他相当职务、地方主要领导人等；
在分支机构方面，主要考察该党是否在全国一半
以上的行政区划中具有稳定的分支机构。 如果这
两个方面都是肯定的，则该少数民族政党具有
“强组织力量”；如果只有一个方面是肯定的，则
该少数民族政党具有“中等组织力量”；如果两方
面都是否定的，则该少数民族政党仅具有“弱组
织力量”。

以匈牙利人民主联盟为例，该党第一任主席
多莫科什·盖佐（Ｄｏｍｏｋｏｓ Ｇéｚａ）曾担任过国家级
出版社的社长，在与主流政党接触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现任党主席亨诺·凯莱曼（Ｈｕｎｏｒ Ｋｅｌｅｍｅｎ）
是罗马尼亚知名政治家和匈牙利语作家，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一直为罗马尼亚众议院议员，并被提名参
加了 ２００９ 年总统选举，获得了 ３． ８％ 的有效选
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他担任罗马尼
亚文化部长。 在党的分支机构方面，该党在罗马
尼亚 ４２ 个地方行政区划中的 ２７ 个建立了组织完
备的地方党组织。⑤ 再如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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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Ｓａｔｏｓｈｉ Ｋａｎａｚａｗａ， “ Ｗｈｙ Ｌｉｂｅ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ｔｈｅｉｓ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７３， Ｎｏ． １，
２０１０， ｐｐ． ３３ － ５７；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ｅｙｗｏｏ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２， ｐｐ． ６８ － ６９；
Ｄａｖｉｄ Ｍｉｌｌｅｒ， “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Ｃｒａｉｇ （ ｅｄ． ），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８，
ｐ． ８２７．
欧洲罗姆人政治运动的党章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Ｒｏｍａ － ｂｇ．
ｏｒｇ ／ ｉｎｌｉｎｅ＿１＿１． ｈｔｍ。
“ Ｐａｒｔ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ｓｔｏｎｉ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Ｐａｒｔ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ｅｓｋｅｒａｋｏｎｄ． ｅｅ ／ ｅｎ ／ ｏｕｒｐａｒｔｙ － ｍａｉｎ ／ ｐ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 ｉｎｆ． ｈｔｍｌ．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ｙｄｂ． ｏｒｇ ／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 ； “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ｒｌｇｏｖ． ｏｒｇ ／ ．
“ Ｔｅｒüｌｅｔｉ ｓｚｅｒｖｅｚｅｔｅｋ ”， ｈｔｔｐｓ： ／ ／ ｒｍｄｓｚ． ｒｏ ／ ｓｚｅｒｖｅｚｅｔ ／ ｔｅｒｕｌｅｔｉ －
ｓｚｅｒｖｅｚｅｔｅｋ．



盟也具有较强的组织力量，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该党
主席帕尔·萨基（Ｐáｌ Ｃｓáｋｙ）任职斯洛伐克副首
相；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党主席约瑟夫 · 拜雷尼
（Ｊóｚｓｅｆ Ｂｅｒéｎｙｉ）任斯洛伐克地区发展部部长。 该
党在斯洛伐克八个州均有地方党组织，①因此属
于“强组织能力”政党。 此外，权利与自由运动、
中心党、桥党、社会民主党“和谐”等四个政党也
属于“强组织力量”政党。

“中等组织力量”少数民族政党共有四个。
立陶宛波兰选举行动具有较强的领导人集体。 党
的主席维尔德玛·托马舍夫斯基 （ Ｖａｌｄｅｍａｒ
Ｔｏｍａšｅｖｓｋｉ）先后担任过地方领导人、立陶宛议会
和欧洲议会的议员，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但该党
分支机构较少。② 欧洲罗姆人政治运动领导集体
不够强大，但它在保加利亚所有 ２８ 个一级行政地
方都有完整的分支机构。 拉脱维亚俄罗斯人联盟
有较强的领导集体，该党实行“双主席”制，两位
主席米洛斯拉夫·米特罗法诺夫 （ Ｍｉｒｏｓｌａｖ
Ｍｉｔｒｏｆａｎｏｖ）、 塔季扬娜 · 兹 达 诺 卡 （ Ｔａｔｊａｎａ
Žｄａｎｏｋａ）分别担任拉脱维亚议会议员和欧洲议会
议员；该党具有 ２６ 个分支机构，③属于较强的地
方组织，但由于未达到拉脱维亚地方行政区划的
一半，因而也仅归类为“中等组织力量”少数民族
政党。 保加利亚自由与尊严人民党领导人奥尔
罕·伊斯梅洛夫（Ｏｒｈａｎ Ｉｓｍａｉｌｏｖ）担任保加利亚
国防部副部长，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但该党无
完善的地方党组织，因而属于“中等组织力量”
政党。

爱沙尼亚宪法党、摩拉维亚人党、爱沙尼亚俄
罗斯人党、立陶宛俄罗斯人联盟、特兰西瓦尼亚匈
牙利人民党等五个政党既没有较为强大的领导

人，也没有建立多少地方分支机构，因而都属于
“弱组织力量”政党。

在 １５ 个少数民族政党中，六个具有“强组织
力量”的政党有五个获得了成功，而四个“中等组
织力量”和五个“弱组织力量”的少数民族政党均
未获得成功。 因此，从组织力量的角度来看，少数
民族政党要获得成功需要很强的组织力量。 中等
组织力量的少数民族政党若希望获得更大成功，
需要加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影响力和党组织

在全国的覆盖面。

　 　 五、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知，少数民族政党要想稳定地
获得选民支持，从而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超越“当
选门槛”的选票，需要满足多方面的条件。 在成
功的五个少数民族政党中，全部满足了“强组织
力量”这个条件；四个在意识形态方面属于“中间
少数民族政党”；四个属于“温和目标政党”。 相
对来说，少数民族政党要吸引主体民族的选民，难
度较大，而要稳固地获得来源民族的选票，也需要
付出多方面的努力。 从政党自身因素来看，那些
试图确保较好的选民基础，从而在议会选举中有
所斩获的少数民族政党，需要注意保持“温和目
标”，意识形态向中间靠拢，并大力加强党的组织
能力建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联

盟，它具备了强大的组织力量，追求温和目标，意
识形态为“中右”，几乎具备了少数民族政党“所
有成功的要素”，但它自从 ２０１０ 年以来连续四次
未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成功。 对此，笔者认为，恰恰
是因为斯洛伐克匈牙利少数民族政党桥党的存

在，阻止了另一个目标类似、意识形态接近、组织
同样强大的匈牙利人政党的成功，因为两个相似
少数民族政党的竞争，极大地分散了选票。 受此
影响，在 ２０２０ 年议会选举中，甚至连桥党也第一
次在议会选举中未能迈过 ５％的当选门槛。 因
此，在少数民族政党的时代红利丧失的今天，为了
实现政治目标，意识形态相近、目标温和、组织强
大的少数民族政党之间应尽量避免内部分化和内

部竞争，联合自强是确保影响力的重要策略。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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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联盟的地方党组织状况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ｋｐ． ｓｋ ／ ｅｌｅｒｈｅｔｏｓｅｇｅｉｎｋ － ｋｏｚｐｏｎｔｉ － ｉｒｏｄａ － ｐｏｚｓｏｎｙ。
根据立陶宛波兰选举行动官网信息，该党除了维尔纽色总部
之外，在国内外共有四个分支机构，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ｔｏｍａｓｅｖｓｋｉ． ｌｔ ／ ｅｎ ／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 。
拉脱维亚俄罗斯人联盟的地方党组织状况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ｏｊｕｚ． ｌｖ ／ ｅｎ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ｐａｒｔｙ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ｃａｒｄ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ｏｆｆｉｃｅｓ ／
ｐａｇｅ ／ 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