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国政党格局的转型与
泰爱泰党的亲民务实路线

周方冶*

　　【内容提要】　2005年选举后,泰国的政党格局已基本完成了从多党林立向

一党独大的转型。本文认为, 曾一度活跃在泰国政坛上的众多中小型政党,之所

以普遍存在政党中期衰退现象, 其问题在于过分依赖庇护制关系而忽视了选民

基础的建设;而泰爱泰党的迅速崛起,缘于其贯彻落实了重点争取中下层选民的

亲民务实路线, 从而发展并巩固了选民基础, 摆脱了庇护制政党的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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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2月 6日, 泰国举行了新一届的

众议院选举。与往届选举变幻莫测的选情相

比,此次选举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选举结果事

前基本不存在悬念。各类民意调查均显示, 执

政的泰爱泰党将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胜出, 而

其他中小型政党则会被进一步边缘化。泰国

选举委员会于 2月25日公布的正式选举结

果,完全应验了这一预测: 泰爱泰党不负众

望,取得了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377席, 议

席与前届相比猛增129席; 有着近60年历史

的老牌政党民主党获得96席,虽保住了议会

第一大反对党的地位,但议席却比前届猛降

32 席, 可以说是惨败; 曾是议会第一大党的

泰国党仅获得 25席, 与前届相比又流失 16

席, 已彻底沦为小型政党; 大众党获得2席,

与其前身人民党在上届议会中的席位持平;

而其他参选的数十个政党则都是一席未得。

泰爱泰党拥有众议院的简单多数席位, 得到

单独组阁权,成为泰国有史以来首届一党执

政的民选政府。

此次泰国众议院选举意义深远。它标志

着始于2001年的泰国政党格局的转型已基

本完成。长久以来一直困扰泰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动荡低效的多党林立格局,已经被稳定

高效的一党独大格局所替代。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 民主党、泰国党、新希望

党等众多曾显赫一时的老牌政党,都相继走

向衰落甚至消亡。相反, 成立于1998年的新

兴政党泰爱泰党,却得到选民的广泛认同,迅

速崛起为泰国政坛的中流砥柱:先是在2001

年初次参选时一举夺得近半数席位, 成为议

会第一大党,而后又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实现

了从联合执政向单独组阁的突破。

泰国老牌政党为何相继衰落? 泰爱泰党

何以能迅速崛起? 这对执政党建设有何借鉴

意义? 本文试图对此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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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泰国政坛的多党林立格局与政党中

期衰退现象

1973年的“十·十四”大规模民主运动,

推翻了泰国的军人独裁政府, 被长期压制的

民主政治开始恢复生机。各类中小型政党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在 1975 年的选举中, 进入

议会的政党多达22个,其中仅拥有1～2个席

位的政党不在少数。在此后近30年的时间

里,虽然泰国政坛上曾先后出现过不少颇具

影响力的政党,但却都在成为中型政党后就

再难发展,并相继走向衰落,民主党、社会行

动党、泰国党和新希望党等曾牵头组阁的政

党莫不如是。普遍存在的政党中期衰退现象,

使泰国政坛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中小型政党林

立纷争的动荡之中。直到泰爱泰党崛起之前,

泰国一直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大型政

党。即使是老牌的民主党,在其最鼎盛时期也

从未拥有过议会的简单多数席位。一般情况

下,泰国议会的第一大党通常仅拥有全部议

席的20%～30%(见表1)。

表1　70年代以来历届众议院大选情况

年 份 投票率
议 席

总 数

众议院

政 党

第一大党 第二大党

名　称 议席数 比例( % ) 名　称 议席数 比例( % )

1975 47. 2 269 22 民主党 72 26. 8 社会正义党 45 16. 7

1976 44. 0 279 19 民主党 114 40. 9 泰国党 56 20. 1

1979 43. 9 301 9* 社会行动党 82 27. 2 泰国党 38 12. 6

1983 50. 8 324 10* * 社会行动党 92 28. 3 泰国党 73 22. 5

1986 61. 4 347 15 民主党 100 28. 8 泰国党 63 18. 1

1988 63. 6 357 15 泰国党 87 24. 4 社会行动党 54 15. 1

1992Ⅰ 59. 2 360 11 正义团结党 79 21. 9 泰国党 74 20. 6

1992Ⅱ 61. 6 360 11 民主党 79 21. 9 泰国党 77 21. 4

1995 62. 0 391 11 泰国党 92 23. 5 民主党 86 22. 0

1996 62. 4 393 11 新希望党 125 31. 8 民主党 123 31. 3

2001 69. 8 500 9 泰爱泰党 248 49. 6 民主党 128 25. 6

2005 72. 0 500 4 泰爱泰党 377 75. 4 民主党 96 19. 2

　　资料来源: M ich ael H. Nels on, “T hailan d”, Elect ions in A sia and the P acif i c: A Data H andbook, V olume 2: S outh E ast

A sia, East Asia , and the S outh P acif 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2005年数据来自国际在线网站。ht tp: / / gb.

ch inab roadcas t. cn/ 3821/ 2005/ 02/ 25/ 145@ 460781. h tm

　　注: * 　此外还有 69席为无党派人士,占 22. 9% ; * * 　此外还有 24席为无党派人士,占 7. 4%。

　　(二)泰国政党的庇护制传统

泰国政党中期衰退现象的产生, 其根本

原因在于过分依靠庇护制关系,而忽视了政

党的选民基础建设。

以“恩主—仆从”为基本形态的庇护制关

系( pat ron-client relations) ,是泰国社会结构

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汉克斯认为,“在泰

国社会中,除了夫妻关系外,其他所有人际关

系都具有庇护制特征: 父母是子女的庇护者,

兄长是弟妹的庇护者, 军官是下属的庇护

者”, 并指出,庇护制已成为维系泰国社会关

系的基本支柱¹ 。而安德森则认为,泰国的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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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制现象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庇

护制在其他国家只是社会结构的一般组成部

分, 而在泰国却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组成部

分¹ 。恩主为仆从提供庇护,仆从则服从于恩

主,这种源于封建等级观念的依存关系在泰

国尤其是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农村地区

根深蒂固。

在庇护制传统的影响下,泰国政治呈现

出相当明显的政客政治而非政党政治特征,

这在选举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

2001年之前的泰国选举基本是在政客层面

运作的, 即议席的归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参选者本身所掌握的庇护制关系网的强弱,

而与政党的实际民意支持率关系不大。对于

大多数参选的政客而言,利用身为地方权势

人物的恩主地位,直接通过仆从即“票头”实

施贿选拉票, 是最为常用而有效的手段。在泰

国,“竞选时要分区负责,要找到那些有影响

的村长、区长、住持。其中住持最重要,学校的

老师也很重要。要能跟住持及僧人拉上关系

最有把握。比如住持可以召集寺庙管理委员

会开会,他只要说:某某要来帮助翻修寺庙的

屋顶,为了寺庙的事,拜托各位了。如此这般,

委员们便会分头为其拉选票”º 。而贿选问题

更是司空见惯。1995年的众议院选举时, 用

于贿选的资金已高达170亿铢(约合6. 5亿美

元) ,而在199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这一数字

更增至250～300亿铢»。

由于议席资源掌握在政客手中, 因而对

试图赢得选举的各政党而言, 拉拢有实力的

政客远比争取民意支持率更便捷而有效。于

是,尽管从表面上看,泰国政党都具备合乎

《政党法》规定的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党员构

成,但这大多不过是应付参选资格审查而设

置的空架子。事实上, 在泰国别说是小型政

党,就连不少颇具实力的中型政党,也都缺乏

必要的基层组织建设(见表2)。对于绝大多数

泰国政党而言,只有建立在作为“恩主”的

表2　1995～1996年泰国主要政党

基层组织情况

政党名称
1995 年 1996 年

基层组织议会议席基层组织议会议席

民主党 ( DEM ) 168 86 170 123

泰国党 ( CTP ) 0 92 0 39

新希望党
( NAP )

3 57 3 125

社会行动党
( SAP )

1 22 1 20

团结党 ( Solid. ) 9 8 9 8

国家发展党
( CPP ) 1 53 1 52

正义力量党
( PDP )

0 23 0 1

泰国市民党
( TCP )

0 18 0 18

自由正义党
( Serith. )

1 11 1 4

纳泰党
( Nam Thai)

2 18 2 0

民众党 ( MC) 0 3 0 2

合　计 185 391 187 392

　　资料来源: Chaowana T raimas, B asic Data on 66 Years

of Th ai Democracy, In st itute of Pub lic Policy Studies,

1998, p . 18, ( in T hai) ; M ich ael H. Nelson, “T hailand”,

E lect ions in A sia and the Pacif i c: A Data H andbook,

V olume 2: S outh East Asia, East A sia, and the S outh

P acif ic, Oxford Un ivers ity Pres s, 2001.

党魁和作为“仆从”的政客(主要是议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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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凯文·休伊森:《泰国的政权、反对派和民

主化》,载《南洋资料译丛》2002年第 2期,第 41页。

〔泰国〕栗才·德里拉:《选民、官员及民主制的巩

固》,载《社会学学报》1991年第 7期,第 70页。转引自任一

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2年版,第 150页。

See Benedict Anders on, “Studies of the Thai

State: T he S tate of Thai S tudies”, in Elizer B. Ayal, ed. ,

T he S tudy of Thai land : A nalyses of K now ledg e,

App roaches and P rosp ects in A nthr op ology , Ar t H istory,

E conomics, H istory, and P ol iti cal S cience, A th ens :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 ternat ion al Studies, Sou th east Asia

Program, 1978, pp. 193-247.



的庇护制关系,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核心结构。

德莱玛指出, “如果从宏观的视角看待泰国政

党,那么其作用也不过是建立和维护庇护制

关系,而其主要任务则是争权夺利”¹。

(三)庇护制政党的发展困境

以“党魁—政客”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庇护

制政党, 在建党之初确实表现出相当明显的

优势。具备较高威望的权势人物出任党魁, 往

往能较快整合各种现成的政治资源, 通过招

揽拥有议席资源的政客,使政党在短期内形

成规模。商界大贾巴曼·阿滴列讪( Praman

Adireksanr)组建的泰国党( 1974年) ,前曼谷

市长占隆·西蒙( Chamlong Simuang )少将

组建的正义力量党( 1988年) ,前泰国最高司

令差瓦立·永猜裕( Chaw alit Yongchaiyut )

上将组建的新希望党( 1990年) ,前总理差猜

·春哈旺( Chatchai Chonhaw an)上将组建的

国家发展党( 1992年)等,大都在首次参选时

就成功跻身中型政党之列。

但是, 庇护制政党的发展在经历了前期

的扩张后,很快就会因为到达党魁庇护能力

的边界而止步,开始进入中期的停滞。这就是

泰国政党大多属于地方级政党的主要原因所

在。虽然民主党长期把持着泰国南部选区, 新

希望党曾一度雄踞泰国东北部选区, 而泰国

党则在泰国中部选区拥有坚实票仓, 但在泰

爱泰党崛起前, 却没有一个政党能在原有基

础上向全国进军。

而且, 由于政客依附政党完全出于功利

目的,正如差隆天拉纳所指出的, “政客就像

栖息在一棵大树上的鸟,这棵大树好比一个

政党。当这棵树上结满了果子如大量的金钱

和特权时,国会议员们就会纷纷离开他们原

来的政党,前来投靠它。”º 因此一旦党魁失

势或是继任者庇护能力不济, 党内政客就会

相继跳槽,从而将缺乏选民基础的庇护制政

党推入末期的衰亡。据统计,在1995年7月的

众议院选举中,临时转党的议员候选人多达

262人,而在 1996年 11月的众议院选举中,

这一数字更增至353人» 。

二

(一) 1997年宪法——泰国政党的发展

与转型契机

90年代以来,由多党林立纷争引起的政

局不稳的问题日渐严重,根本没有一届政府

能完成四年任期,最短的执政仅一年多¼。政

府执政能力的显著下降,不但对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缺乏完善的长远规划, 而且在解决发

展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等结构性问题上毫无进

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 由中小型政

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软弱与无能更是暴露无

遗。社会各界对建立稳定、高效、廉洁、亲民政

府的呼声日益高涨。1997年泰国第十六部宪

法的颁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民众这一要

求的回应。该宪法在制度设计上有意推动大

型政党的产生,以避免联合政府的出现½。其

中相当突出的就是增设了政党名单制席位。

根据宪法规定,占议席总数1/ 5即100席的政

党名单制席位,将依据各政党在选举中得票

的比例进行分配,但得票率在5%以下的政党

将无权参与分配。这在 2001年的选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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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 See Ji Giles Ungpakorn, “From Tragedy to

Comedy: Polit ical Reform in T hai lan d”, Jou rnal of

Contemp or ary A sia, Vol. 32, No. 2, 2002, p p. 191-205.

周方冶:《泰爱泰党的崛起与泰国政党格局的变

化》,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 11期,第 27页。

Chaow an a T raim as , B asic Data on 66 Y ears of

T hai Democr acy , p. 46, ( in T hai ) .

〔泰国〕塔克·差隆天拉纳:《泰国:专制家长式统

治的政治生活》, 曼谷, 1979年版,第 158 页。转引自〔新西

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中译本,云南人

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51页。

Chaow an a T raimas , Poli tic al P art ies in

T hailand : S tr uctur al and Func tional Dev elop ment,

Inst itute of Pub lic Policy Studies, 1997, p . 33, ( in T hai ) .



中,起到了明显的“抑小扶大”的效果¹ 。此

外,为增强政党的稳定性, 1997年宪法还有

意限制政客权力, 诸如政客在参选前必须隶

属于同一政党至少90天, 政客在入阁时必须

辞去议员席位等。

虽然1997年宪法在制度上为泰国政党

提供了向大型政党跃升的有利时机, 但对于

大多数庇护制政党而言, 1997年宪法所带来

的更多的却是转型压力。由于1997年修宪的

初衷之一就是保障选民的民主权利, 因此

1997年宪法十分强调民主参政权和民主监

督权, 并努力从制度上遏制政客利用庇护制

关系强奸民意的行为。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

效法菲律宾建立了独立的选举委员会

( Elect ion Commission) , 负责监督选举过程

中的违规行为。在2001年众议院选举中, 选

举委员会对全国400个选区中的62个做出了

重新投票的决定º ,并严惩了部分违规政客。

这在对民主选举起到正本清源作用的同时,

也切断了传统的庇护制票源, 向各政党提出

了加强选民基础建设,摆脱庇护制发展模式

的转型要求。

(二)泰爱泰党的崛起与亲民务实路线

在1997年宪法颁行之时,泰国政坛上最

有潜力晋升大型政党的无疑是新希望党和民

主党。两党在199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各占近

三成议席,与其他政党明显拉开距离,已初具

两党均衡格局的雏形。但是,两党却都未能对

1997年宪法做出积极回应, 在选民基础建设

方面无所作为, 结果将成为大型政党的良机

拱手让给了1998年才成立的泰爱泰党。

在泰爱泰党的崛起过程中,其最大的优

势同时也是其跃升为大型政党的决定性因

素,就在于拥有了远较其他政党更为广泛的

选民基础。在核心选民方面, 截至2004年 9

月,泰爱泰党已在全国广泛建立基层组织, 发

展党员907. 49万人,远远高于民主党的344.

68万人和泰国党的203. 82万人»。在外围选

民方面, 2001年选举中,泰爱泰党的政党名

单制全国得票率为40. 7% ,高出民主党14. 3

个百分点¼; 2005年选举中,泰爱泰党的政党

名单制全国得票率进一步升至60. 7% ,高出

民主党42. 4个百分点½。

泰爱泰党之所以能在选民基础建设方面

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关键在于贯彻落实了

重点争取广大中下层选民的亲民务实路线。

尽管泰国早已跻身中下等收入国家行列, 年

人均GDP 在2000美元以上,但贫富分化相当

严重, 1998年的基尼系数为0. 414。目前泰国

农村仍有近 18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30%)日收入不足2美元,其中400多万人的

日收入甚至不足1美元¾。因此,泰爱泰党将

“亲民”的重点锁定在广大的中下层选民尤其

是农村地区选民,并在“务实”方面双管齐下:

一是通过直接补贴增加贫困民众的可支配收

入;二是通过提供生产资料、创造就业机会、

加强政策指导等方式开展生产型扶贫, 力求

标本兼治,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2001年,泰爱泰党首次参选时, 就在“新

思维,新作风”的旗帜下,提出了有助于切实

改善中下层选民特别是农村地区选民生活水

平,缩小城乡与贫富差距的施政预案,而不是

像大多数政党那样仅凭空洞的民主理念吸引

选民。这对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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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T he World Bank, Making P rogr ess in Uncertain

T imes, Nov. 2002, p. 36.

数据来自《曼谷邮报》网站, 2005年 2月 25日。

ht tp: / / scoop . bangkokp os t . co. th/ elect ion2005/ nat ionv.

php

Michael H. Nelson, “Th ailand”.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2005 年 4

月 12日。h ttp: / / w ww . fmprc. gov. cn/ ch n/ w jb/ zzjg / yzs/

gjlb/ 1308/ 1308x 0/ defau lt . htm

“New Pol ls Cal ls for M onday in 62 Seats”,

B ang kok Post , J anu ary 24, 2001.

周方冶:《泰国民主政治:现状与问题》,载《当代亚

太》2003年第 6期,第 38页。



困顿的大多数泰国选民而言,颇具吸引力。再

加上金融危机期间先后执政的新希望党和民

主党所表现出来的腐败与无能,造成选举前

人心思变,更使得众多选民本着姑且一试的

心态将选票投给了泰爱泰党。高涨的民意使

泰爱泰党最终成为2001年众议院选举中的

黑马。不过,当时泰爱泰党的选民基础并不稳

固,多数选民仍处在观望状态,尚未与泰爱泰

党建立起牢固的互信关系。对此,以他信为首

的泰爱泰党领导层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 尽

管泰国政府财政自1997年以来连年赤字, 而

且年均都在千亿泰铢以上¹ ,但泰爱泰党领

导的他信政府于2001年2月上台后,却仍在

财政严重吃紧的困境下,坚持落实了泰爱泰

党在竞选中被称作“草根政策”的各项承诺。

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方

面,他信政府首先落实的是能有效缓解农民

生活压力的“三年缓债”计划。该计划于2001

年3月推出,由国有的农业与农业合作社银

行负责实施,具体内容是允许全国200多万

农民债务人延迟三年偿还总价值500多亿铢

的贷款,并免除三年内的利息º 。不过, 虽然

延迟还贷可以使农民得益一时,但却治标不

治本。于是, 他信政府很快就效法日本,推出

了“一区一产品”计划。该计划旨在发展农村

地区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和有地方优势的非

农产业, 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安置农村富余劳

动力, 并通过特色产品的销售带动农村经济

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据泰国内务部的统计,

自该计划实施以来, 泰国各地已开发出6700

余种特色产品,众多乡村小型企业蓬勃发展。

为提高行政督导效率,他信政府还任命副总

理颂奇为“一区一产品”计划全国指挥委员会

主席, 并组建了四个专职工作组负责具体业

务的指导与统筹, 其中包括农业与合作社部

次长领导的生产促进工作组、工业部次长领

导的发展产品品质标准工作组、商业部次长

领导的市场行销工作组、内务部次长领导的

内地业务促进工作组»。同时,针对农村地区

发展商业化生产时面临的融资难题, 他信政

府于2001年7月启动了“乡村基金”计划, 由

政府从财政开支中划拨种子基金,在全国各

地建立小规模的乡村基金, 以信贷方式支持

农业技术改造、特色产品生产等项目。根据乡

村基金委员会主席、副总理素逸·坤吉滴公

布的数据,截至2003年7月,泰国已有登记注

册 的乡 村基 金 74589 个, 目标 达成 率

98. 73% ; 已获拨付资金的乡村基金 74389

个, 资金总额 743. 89 亿铢, 目标达成率

98. 47% ; 已贷款 700 多万宗,产生周转资金

1084. 72亿铢;贷款归还情况良好, 89%的债

务人有能力在一年内归还本息¼。

在提高中下层选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

差距方面,他信政府首先遵照竞选承诺,落实

了“三十铢治百病”计划,而后又进一步推出

了“仁爱”系列计划。“三十铢治百病”计划于

2001年正式实施,旨在为中下层选民提供基

本的医疗保障网。根据该计划规定,就诊者仅

需要支付30铢(约合人民币6 元) , 即可获得

几乎所有的医疗服务和基本药品。可以说,这

一基本涵盖所有泰国国民的福利计划, 在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长期以来社会保障体系的缺

陷,因此深得民心。“仁爱”系列计划自2003

年开始相继推出, 旨在为中下层选民提供廉

价的生活和生产资料。重点解决住房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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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载〔泰国〕《星暹日报》2003年 8月 1日。

《政府落力整顿一区一产品计划》,载〔泰国〕《星暹

日报》2003年 5月 24日。

《农合银行扮演开发乡村角色》,载〔泰国〕《星暹日

报》2003年 7月 8日。

泰国财政 9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大额盈余, 但在

1997年金融危机后却迅速恶化,连年出现赤字。2001年赤

字一度高达 1328. 11亿泰铢(约合 33亿美元) ,直到2003年

泰国财政才有所改善,出现163. 9亿泰铢的小额盈余。数据

来自泰国中央银行网站, 2005年 2月 28日。ht tp: / / www .

bot . or. th



“仁爱住宅”是其中的首项计划。根据该计划,

他信政府将在五年内兴建100万单元的平价

住宅,由银行提供全额贷款出售给低收入者,

而抵押担保则由国家房管机构负责提供。这

意味着购房者可以实现真正的零首付入住,

并可享受最长 30年的低息按揭。“仁爱意外

保险”计划由商业部负责实施,旨在使低收入

者能投保人寿保险, 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

力,防止社会动荡的发生。根据该计划,投保

人只需每天交纳1铢(约合人民币0. 2元)的

保费, 就可以在遇到意外死亡或伤残时获得

最多40万铢(约合人民币8万元)的保险赔偿

金。“仁爱电能”计划由内政部和能源部联手

实施, 计划投资 76 亿铢建设太阳能发电机

组,以使边远乡村的44万户居民能在2005年

4月底前用上电能, 且每月平均电费将不超

过100铢(约合人民币20元)。同时, “仁爱电

脑”计划、“仁爱计程车”计划等也都在陆续实

施之中¹ 。

在四年执政期内, 泰爱泰党始终坚持亲

民务实路线, 在制定政策时切合时弊、急民所

急,在落实政策时言出必践、雷厉风行, 以实

际行动赢得了广大中下层选民的信任与拥

护,巩固了基层票仓。因此,尽管在2005年众

议院选举前,各主要竞争对手相继效法泰爱

泰党提出了各种“草根政策”, 其中较为典型

的有民主党的免费教育和医疗服务计划, 泰

国党的乡村发展计划,大众党的海外劳工贷

款计划和教师补贴计划等, 但这些政党的“草

根政策”非但未能为其争得更多的选票,反而

由于政策雷同而丧失了原有的号召力, 结果

导致票源的进一步流失º 。可以说,泰国中下

层选民在投票给泰爱泰党时, 已在很大程度

上由2001年选举时的感性选择, 转变成为

2005年选举时的理性选择, 真正成为泰爱泰

党的坚定支持者。

三

泰国众多中小型政党之失,在于过分依

赖庇护制关系而忽视了选民基础的建设; 而

泰爱泰党之得,则在于通过贯彻落实亲民务

实路线,发展并巩固了坚实的选民基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泰国的

政治民主化进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

向前演进,民众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政治不

再为极少数上层社会的所谓政治精英所把

持。1997年泰国宪法的出台,在制度层面保

障了民众的民主参政权和监督权,泰国政治

开始步入民意主导阶段。泰爱泰党正是敏锐

地把握了泰国政治的民主化动向,不再满足

于由上而下的庇护制发展模式,率先开始了

由下至上的选民基础建设。而且,根据泰国社

会贫富差距显著的国情,泰爱泰党还以广大

中下层选民为重点, 制定并贯彻落实了有针

对性的亲民务实路线,从而在选举中占据了

“人和”这一决定性因素。

泰国政党格局的转型和泰爱泰党的崛

起, 充分印证了“亲民务实”在巩固执政基础

和保持政党生命力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这

对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执政党的建

设而言,都具有普遍而现实的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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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出多项仁爱计划》,载〔泰国〕《星暹日报》

2003年 8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