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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正式进入后默克尔时代$与"I年前相比$政党体制的剧烈变

动是当前时期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联盟党和社民党的统治基础

被严重侵蚀$以往的主导地位逐渐失去+而先前在联邦层面位处
(边缘)的一众小党则实力不断提升$逐渐接近权力中心%对此$

文章从政党类型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围绕政党能力的发生机制$

提出了分析德国政党体制变动的全新架构%文章认为$在应对新

兴技术和各类危机的(冲击)中$基于不同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的

德国各主要政党选择了差异化的战略$致使其所处的国家与社会

间权力结构位置发生变化$逐渐具有了新的能力生产逻辑%从结

果上看$以全民党的卡特尔化和利基党的群众化为表征的双向权

力运动$成为当代德国政党体制变动的关键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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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威!吴纪远"(边缘的兴起)"对当代德国政党体制变动的解析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传统上$德国的政党体制以稳定著称$有学者将之归纳为(两个半党)!"联盟

党!SB<;B#与社民党!DN1#长期垄断政权$最多时能够控制H3b的联邦议院席

位$在本世纪初仍能维持近八成的得票率$是公认的(全民党!P@7=8U@''N@A7-#)+

而(半党)则反映出原先德国政党之间实力和地位的巨大差距$两大核心党之外

的其他联邦议院政党往往被归为(利基党!O<=89N@A7-#)"$对整个政治格局的影

响力有限%

但近来的一段时期$德国政党间原有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图"
所示$德国政党体制的变动非常明显$两大党与众小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最新

一届的联邦议院大选再次出现六个政党的政治格局$延续了四年前的碎片化特征$

一种乔万尼1萨托利!$<;E@BB<D@A7;A<#所谓的(极端多党体制)已然成型%# 其中$

联盟党创下历史最低得票率$失去了优先组阁权$而两大党控制的议席比例也跌至

谷底$较巅峰时期下降近五成%反观联邦议院中的一众小党$其选举绩效则大幅提

高$除了绿党!5''<@B=9H&/M89$A99B>#被视为!&!"年大选的最大赢家外$德国选

择党!5?1#近两次的得票率均超过了"&b$已经能与同样位于政治光谱右侧*历史

上频繁扮演(造王)角色的自民党!K1N#齐头并进%不仅如此$这些小党在超国家

层面的欧洲议会以及地方层面的德国州议会中的表现同样突出$权力的扩张呈全
面性特征%例如$绿党在!&"H年就超过社民党成为了德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二大

党$它还出现在全德"I个州议会中的"&个执政联盟中$并多次与意识形态对立的

政党合作$运作方式愈加纯熟%显然$众小党对于德国政治格局的影响力早已突破

了(半)的内涵$其实力的快速增长正撬动着整个政党体制$而两大传统核心政党因

统治基础被严重侵蚀而逐渐失去以往的主导地位%$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向来稳

定的德国政党体制为何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动, 在这一过程中小党又是如何赢得

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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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德国联邦议院政党的得票率!

!!图为笔者自制$数据来源"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网站$877:>"//RRR4+)B.9>R@8''9<79A4.9/9B/

+)B.9>R@8''9<79A487G'$访问日期"!&!" "" &"4

学界先前关于这类问题的解释大致可归纳为两种典型的理论路径$即(外因
决定论)和(右翼标签论)%前者将政党活动的核心变化归结于外部因素$基本预
设是环境的变动直接改变了德国政党竞争的基本面$尤其是持续不断的各类危
机导致长期执政的联盟党与社民党陷入了国家和政党治理的双重困境$而当局
的部分应对举措在承担巨大政治风险的同时却没能有效化解难题%两大党支持
基础的动摇以及政治极化的加剧使得选民不仅在投票中出现了新的分化与重

组$并且还会采取惩罚式的投票行为$或支持立场更为激进的政党%全民党的衰
落实属必然%" (右翼标签论)则将政党的意识形态属性作为核心解释条件$认为
极右翼政党契合了当前时代变局的大潮$在凝合国家主义*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
社会力量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自然能够在与其他势力的竞争中占据主动%# 显

然$与(外因决定论)意在投射主流政党的执政困境不同$(右翼标签论)聚焦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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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图需做两点说明%第一$之所以将"HIH年作为起点$原因在于"HI/年&政党法'的颁布对德
国政党体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二$!&"0年的结果似乎是(异常)的"众小党的得票率下降超过!&b%

但实际情况是"由于未跨过联邦议院选举得票率门槛$自民党*德国选择党以及海盗党所获得的近"!b的选
票均没能计算入内+对应的两大党得票率也仅反弹"&b%因此$!&"0年的(异常)影响有限$德国政党体制整
体的多元化趋势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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