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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 宾 民 主 社 会 党 ( Philippines 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以下简称“民主社会党”) 是社会党

国际的咨询党。自 1973 年成立以来，民主社会党

在菲律宾政坛站稳了脚跟。该党在推动菲律宾的

民主转型 并 巩 固 菲 律 宾 民 主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为此，民主社会党也从准革命性政党转变为

议会党和参政党。

一、菲律宾民主社会党的发展历程

菲律宾民主社会党成立于 1973 年 5 月 1 日，

1990 年成为全国性政党。民主社会党的发展历程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 阶 段 ( 1973—1986 年 ) : 反 马 科 斯 独 裁

政权

成立之初，民主社会党反对马科斯政 府 的 军

事独裁统治，争取恢复菲律宾的政治民主和人权

自由，进行了合法的政治斗争以及武装反抗。这

时，民主社会党提出要走一条既不同于左翼的共

产党的暴力革命，又不同于右翼法西斯或城市恐

怖主义的非暴力民主社会主义路线。
1972 年 9 月，当时的总统马科斯在任期即将

结束之时，在美国的支持下宣布实行军事管制，从

而开 始 了 长 达 九 年 的 独 裁 统 治。在 此 背 景 下，

1973 年 5 月 1 日，民主社会党成立，称自己是“菲

律宾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性”的

政党，提 出 实 现“民 主 社 会 主 义”是 党 的 最 终 目

标。该党面对马科斯的独裁统治，无法通过议会

选举，争 取 议 会 多 数 来 实 现 目 标。① 因 此，该 党 认

为自己是一个革命性的政党，坚持武装反抗的斗

争策略。

民主社会党在菲律宾民族主义、民主 主 义 的

旗帜下提出了“恢复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口

号，获得了菲律宾社会部分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

的认 同，在 菲 律 宾 政 治 团 体 中 产 生 了 较 大 影 响。
该党逐步赢得了律师、牧师、小业主、学生等城市

中产阶级以及工人、农民、渔民和城市贫民等无产

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支持。由于民主社会党内部

成员复杂，建立初期还不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党，而

是社会党、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分子的混合体。
1978 年，该党约 500 名党员和支持者在和平

祈祷集会上被马科斯政府逮捕，该党的主要干部

被扣留，部分党的领导人被迫流亡海外，党的组织

体系也遭受破坏，党内人心涣散。这时，党内不同

派别的党员对党的发展方向开始出现分歧，导致

民主社会党出现分裂，党主席也被迫辞职。分裂

在短时间内使该党陷入了发展困境，但是却有利

于其长期发展。1980 年 5 月，该党对其组织结构

进行调整，对其政策进行修正: 开展各种形式的斗

争，摆脱左右翼极端势力的影响。
从此以后，民主社会党进入发展时期。该党

加强了对支持者的组织教育，成立了一些新组织，

如自由青年 联 盟。1981 年 3 月 18 日，该 党 承 认

了 摩 洛 民 族 解 放 阵 线 (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摩 解) ，并 且 与 其 建 立 了 同 盟 关 系，对

双方的武装 力 量 进 行 了 整 合。② 该 党 通 过 摩 解 扩

大了群众基础，增加了党的力量，同时得到了地方

性实力派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支持和保护。
1976 年，民主社会党把其控制的武装力量组

成了菲律宾民族解放军。该武装组织主要从事游

击活动，通常保持较低姿 态。在 组 织 武 装 力 量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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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该党还加强了对独裁者的政治反抗。1977 年 8
月，该党组织起草了人民人权公约，建立了一个跨

党派的反对派组织———自由人民同盟。该党还在

1978 年的临时国民议会选举中，成功地从国家民

主党手中夺取了半合法反对组织———人民力量的

控制权。
20 世纪 80 年 代 初，菲 律 宾 国 内 经 济 形 势 恶

化，官员贪污腐败，军队高层显示出对独裁者的不

满。1981 年，马科斯迫于国内外各派势力的压力，

解除了长达九年的军事管制，同时又签发了《反颠

覆法》和《安全法》，使他有权逮捕任何企图推翻政

府的人。③1983 年 8 月，贝尼尼奥·阿基诺在他流

亡多年回到菲律宾时被暗杀，种种证据表明这与马

科斯有 关。④ 这 一 事 件 迅 速 引 起 了 菲 律 宾 社 会 动

荡，使民主运动升级。1985 年 11 月，马科斯突然宣

布提前大选。民主社会党调动了自己掌握的所有

资源支持阿基诺夫人。
但是，马科斯采用舞弊手段操纵了选举，宣布

自己获得大选的胜利。⑤民主社会党组织了上万市

民聚集在军营门口，表示抗议。1986 年 2 月 25 日，

由于美国放弃了对马科斯的支持，马科斯无奈放弃

了总统的权力，逃离菲律宾。同日，科·阿基诺正式

宣誓就任菲律宾总统。菲律宾从此恢复了民主政治

的道路。民 主 社 会 党 在 发 动 1986 年 人 民 力 量 运

动、推翻马科斯独裁政权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第二阶段( 1986—2001 年) : 菲律宾民主社会

党转型

反独裁胜利后，民主社会党需要确定 新 的 目

标，选择新 的 发 展 方 式。1986 年 4 月，流 亡 海 外

的干部纷纷返回菲律宾，该党重新整合。1987 年

12 月，党 在 奎 松 城 重 组 中 央 委 员 会，选 举 诺 伯

托·冈萨雷斯( Norberto B． Gonzales) 为主席。整合

后的民主社会党成为小农场主、渔民、工人、城市

贫民、妇女、年青人、摩洛人和土著人的代言人。⑥

在冈萨雷斯的领导下，该党制定了清晰明确的发

展规划，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原则和政策，建立了完

整的组织系统。可以说，冈萨雷斯使民主社会党

的发展走上了正轨，完成了由准革命性政党向议

会党的转型。
反独裁胜利后，民主社会党积极参与菲律宾民

主社会的重建，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这一时期，该

党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希望能够遏制住菲律宾贫困

的蔓延，解决食品供应短缺问题，解决缺少医疗保

障、缺少房屋等问题。该党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与

政府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因此，需要以

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取代之。该党开始宣传民

主社会主义对菲律宾国家社会建设的意义，让支持

者转化为自己的选民。通过努力，1990 年 3 月，该

党成为菲选举委员会承认的全国性政党。
对于菲律宾新人民军 1990 年 12 月制造的血

案⑦，民主社会党表示强烈谴责，并开始努力阻止

极“左”势 力 控 制 国 家 权 力。该 党 提 出 武 装 暴 力

永远也不能为一个民主社会所接受，使用武装暴

力是不民主和不人道的。因此，该党谴责任何形

式的暴力，并愿意放弃党成立之初建立的武装，将

其交给国家。从此，该党完全放弃了武装力量，一

心一意地从事议会民主活动。菲律宾民主社会党

已经成为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社会党。
第三 阶 段 ( 2001—2011 年 ) : 民 主 社 会 党 在

21 世纪的新发展

进入 21 世纪，菲律宾民主社会党积极支持阿

罗约政府对摩解的和平倡议，协助政府建立主教

与乌理玛⑧大 会，作 为 基 督 教 和 穆 斯 林 教 领 导 人

对话的论坛。⑨2001 年，该党主席冈萨雷斯成为阿

罗约总统的特别顾问。2005 年，他又被阿罗约总

统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正式进入内阁。民主社

会党成为阿罗约联合政府的执政伙伴。
冈萨雷斯能够进入内阁，是因为在 2001 年罢

黜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后民主社会党鼎力支持时任

副总统的阿罗约，又在 2004 年的总统选举上参加

了支持阿罗约的联盟。阿罗约竞选成功后，自然对

政治盟友给予回报。在阿罗约总统面临弹劾时，该

党坚定地站在总统一边，帮助总统在众议院否决了

弹劾案。但对于阿罗约总统提起的修宪案，该党也

持保留态度。该党和摩解保持了政治同盟关系，能

够在政府和伊斯兰分离势力之间牵线搭桥，帮助双

方进行谈判磋商，因此，冈萨雷斯比其他政治家更

值得总统倚重。
冈萨雷斯进入政府核心层对该党的发展有推

动作用。作为内阁成员，他可以利用国家行政资

源为该党的发展提供便利，也可以把该党及其代

言群体的诉求反馈给政府高层。该党在众议院的

议席也逐次增加。虽然该党还称不上有影响力的

大党，但已经是菲律宾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中较为

突出的政党。该党拥有 2600 名正式党员，与数家

工会有着积极的合作，尤其是与自由工人联合会

( FFW) 和进步劳工联盟有合作。⑩

在 1986 年的议会大选中，民主社会党没有获

得议席，但是，在冈萨雷斯担任党主席以后，该党

的选举情况日益改善。在 2001 年的大选中，该党

在国会获得一个 议 席，实 现 突 破。到 2002 年，该

党有 102 名党员当选地方行政官员。瑏瑡 与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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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该党在 2004 年 大 选 和 2007 年 选 举 中 取 得

了一定成绩，在 2010 年国会大 选 中，该 党 的 众 议

员席位 增 至 4 个，在 地 方 选 举 中 的 成 绩 有 所

下降。瑏瑢

表 1 2001—2010 年菲律宾民主社会党历次大选成绩表

职位 2001 2004 2007 2010

众议员 1 2 3 4

省长 1 1 1 1

副省长 0 1 2 1

省议员 4 12 14 6

市长 2 11 20 3

副市长 0 19 25 4

市议员 9 56 59 42

总计 17 102 124 61

( 资料来源: 菲律宾选举委员会，http: / / www． comelec． gov． ph． )

从民主社会党在 2001—2010 年历次大选中的
成绩来看，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成绩好于众议院的
选举成绩。在地方选举中，市长和市议员的选举好
于省长和省议员的选举。尽管自 2001 年以来，民
主社会党在众议院的议席每届大选增加了一席，但
总体上看，该党仍是力量较小的政党。

二、菲律宾民主社会党的理论与政策

民主社会党的理论渊源于菲律宾民族主义的
思想传统和西欧社会党的理论。在对社会党国际
核心价值认同的基础上，该党借鉴了西欧各社会
党的政策实践，并根据菲律宾的实际情况制定了
自己的政策。

( 一) 菲律宾民主社会党的理论
该党基于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确 立 了 真

正的人道主义、公共财富和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
确立最终目标是建立平等正义的社会民主体制。

该党在社会党国际人权观的基础上提出“真
正的人道主义”思想: 向公民提供生存的基本保证，
建立秩序井然的社会; 尊重人权，尊重生命，提倡平
等自由，倡导社会自治，保障个人工作的权利。民
主社会党致力于帮助菲律宾人建立一种平等的社
会理念，即坚信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可发展的，
因此都具备平等的权利; 同时，致力于帮助菲律宾
社会进行独立的民主转型，并使菲律宾人能够从民
主中获益。这种对民主权利的倡导体现在提倡每
一个菲律宾公民均享有政治决策的参与权; 对所有
社会层次的菲律宾人提供保障，保障他们的基本经
济权和文化权。这些权利都对个人的发展和能力
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主社会党 的“公 共 财 富”思 想 是 指 支 持 社
会生活的集体化，同时保证个体能够充分和顺利
地从事其欲从事的社会劳动，强调公共意识及对
环境的保护，强调社会财富的国有化和合理的分
配。瑏瑣这一 思 想 来 源 于 民 主 社 会 主 义 的“经 济 民
主”思想，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共利益优先于
私人利润的利益。社会主义政策的当前经济目标
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

保障和推行收入与财产的合理分配”瑏瑤。该党基
于对经济民主的理解，确立了对本国的经济、政治
和文化制度的构想。

民族主义即菲律宾爱国主义传统，是指理智、
合理、负责任地热爱自己的祖国。瑏瑥 民主社会党认
为，民族主义能够引导公民追求自己真正的兴趣并
保持高尚的品德，建设性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同时也尊重他国以及外籍人员的权利。民族主义
代表了菲律宾人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美好国家的自
尊心和自豪感，正如菲律宾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奎
松那句影响几代人的爱国名言所说: “我宁愿要一
个被菲律宾人管理的像地狱一般的政府，也不要一
个被美国人治理的像天堂一般的当局。”瑏瑦

民主社会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者遵 循 自 由、
平等和团结的政治价值观。据此，该党提出社会
的两大支柱———国家和公民———都是围绕着平等
展开的: 一个强大的国家，要有效地促进社会各阶
层的共同利益，推动国家进步，实现民族团结; 一
个爱国的公民，要履行以建设国家为己任的义务，
维护社会自由、平等和团结。

该党提出要让每一个菲律宾人都能够享有实
现自身价值和政治民主的权利，免于贫穷和免于由
国家或者其他组织任意强加限制的状态，从而实现
对个人兴趣和社会公平的追求; 自由参与国家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进程; 通过内外变革使公民免于恐
惧和犯罪; 通过普遍的社会福利免于贫穷和匮乏;
免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剥削和压迫。

民主社会党认为团结就是要热爱国 家，意 味
着每一个国民都有责任履行建设国家的义务，通
过每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国民共同努力和合作才能
实现团结。团结需要承认摩洛民族、土著人和其
他民族在国家中的地位; 通过逐步改革税收制度
和其他制度，公平地分配国家的经济和其他资源;
普及全民教育，立法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通过政府
改革，重建民主国家。瑏瑧

( 二) 菲律宾民主社会党的政策主张
1986 年，菲律宾实现民主政治后，民主社会党

致力于参与菲律宾民主社会的重建。其政策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 建立负责任的政府，承
诺尊重每一个公民的人权和公民自由; ( 2 ) 政府由
分级选举产生，从社区到地方再到中央; ( 3 ) 重点
关注全民普及教育以及公民道德教育; ( 4 ) 尊重各
大宗教的信仰以及活动; ( 5) 积极支持社会底层或
残疾 人 员 获 得 平 等 的 经 济、政 治 和 文 化 权 利;
( 6) 国家干预经济，干预市场; ( 7) 公正评定工人劳
动应得收入，保障工人的安全和医疗，保障社会安
定; ( 8) 保持环境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瑏瑨

民主社会党提出了全面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政
策，以求遏制菲律宾贫困的蔓延。但是，我们也可
以发现，该党的政策基本是来源于社会党国际的有
关政策倡议，是“拿来主义“的政策，没有完全结合
菲律宾的实际情况作出创新，在现实中缺 乏 可 操
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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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民主 社 会 党 在 下 院 获 得 一 个 议 席，
并在 2004、2007 和 2010 年议会大 选 中 议 席 不 断
增加，成为全国性的政党。为了将民主社会主义
政策融入菲律宾社会实际，该党重新制定了关于
土地改革、反对暴力、维护人权等一系列问题的具
体政策。

1. 推动土地改革进程。土地问题是困扰菲律
宾历届政府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菲律宾社会矛盾
聚集的领域。民主社会党要求实行全面彻底的土
地改革，要求国会和政府的政策向农民倾斜，以促
进菲律宾社会整体协调发展。该党表示将通过积
极有效的议会活动，敦促两院通过有利于农民的土
地改革法案，并监督土地改革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
严格执行法案，使农民在改革中真正获益。

菲律宾前总统科·阿基诺在 1988 年发起“全
面土地改 革 计 划”，试 图 通 过 解 除 大 地 主 对 闲 置
土地的控制以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该计划目标
是通过十年时间重新分配 1030 万公顷、占农村土
地 80% 的 耕 地，从 而 使 65% 的 农 村 家 庭 受 益。瑏瑩

但到 1999 年末，只有 484 万公顷的土地被重新分
配，该计划的期限被延长到 了 2004 年，最 终 的 目
标被降低到了 810 万公顷。阿罗约上台后又将该
法案延续到 2009 年。

民主社会党指出土地改革法案一再延期，反映
了菲律宾的土地改革步伐缓慢; 土地改革不彻底是
造成农村贫困和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该党
努力督促阿罗约政府出台新的改革计划，加强与既
得利益阶层及官僚体制进行协调，促进土地改革的
重心转向了在土地所有者和农场劳工之间建立合
作式的、对土地的共同所有关系。瑐瑠

该党进一步指出，土地改革计划不应 该 将 大
规模的地产分割成小片土地转移给没有土地的农
民。由于受到改革威胁的地主对维护地产质量毫
无兴趣，改革计划的受益农民要承担高额的再开
发成本，这是他们无法负担的。所以，政府应提供
必要的服务支持，并加强土地管理系统建设，以保
证得到土地的农民增加收入。

土地改革政策是民主社会党现阶段较为成熟
的政策之一。该党对菲律宾土地问题的历史现状
有较清晰的认识，对问题的成因也有深入的分析。

2. 反对暴力、关注人权。滥用暴力是菲律宾
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在城市，恐怖主义者经常袭
击平民，造成重大伤亡，选举年尤为突出; 在 1992
年的大 选 中，从 竞 选 开 始 的 1 月 12 日 到 5 月 24
日，共有 104 人遇害，105 人受伤，数人被绑架。瑐瑡 在
2002 年村镇领导人选举中，共有 87 人遇害，45 人
受伤。在 2004 年全国议会选举中，有 147 人因选
举死亡。瑐瑢在 2007 年和 2010 年的选举中，都有伤亡
的报道。

该党提出民主社会不能接受暴力，认为使用暴
力是不民主的，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通过民主社会
背景下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来进行。因此，该党对每
一个滥用武装暴力的组织表示谴责，对菲律宾某些

政治团体在享受民主权利的同时又借助武装暴力
实现其团体的利益表示愤慨。

建党初期，该党建立了军事武装，但仅限于自
卫。在 1985 年反独裁的运动中，该党和民众在爱
莎大道上游行示威，没有准备任何武器，而是高声
歌唱和平的宗教歌曲，同时在军队的枪口插上象
征和平 的 玫 瑰。20 世 纪 90 年 代 初，因 为 政 治 盟
友被 暗 杀，该 党 开 始 阻 止 极 左 极 右 势 力 的 发 展。
进入 21 世纪，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该党主席冈萨
雷斯多次发表讲话，谴责菲律宾共产党的新人民
解放军进行的恐怖活动。不过，该党不主张对新
人民解放军进行军事打击，认为军事打击会伤及
更多平民，而只是要求逮捕新人民解放军的主要
领导人，交予司法审判。

在反对暴力的同时，民主社会党尤为 关 注 菲
律宾人权。该党认为强调推动和保护人权是政府
的首要责任，必须能够对相关问题作出快速反应，
采取果断的行动; 人权问题是普通公民每天都关
注的，政府有责任创造一种环境，使每一个公民身
处其中不需要担心个人安全。

3. 其他政策主张。( 1) 政治改革。民主社会党
指出，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执政党和反对党针锋相对
常常使菲律宾的政府职能产生严重障碍，法律制度
失去应有作用。如修宪之类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带来
激烈的冲突，产生动摇国家根本的危机。因此，执政
党和反对党应该协商一致，通过适当的改革打破政
治僵局，将注意力集中于发 展 经 济 和 解 决 社 会 问
题。瑐瑣 ( 2) 劳动者权益保障。该党提出菲律宾的产业
链不完整，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凸显了劳动生产率
低下和劳资关系缺乏协调。资本家和工人之间需要
展开对话，建立一个为工业经济服务的共同利益分
配机制，既能保证劳工的权益，又能促进生产力。这
一机制的核心是建立综合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和承认
一切有代表性的工人组织。瑐瑤

民主社会党的政策覆盖了经济、政治 和 社 会
各领域，体现了一个年轻政党对自身定位的认识。
但是，该党政策的某些侧面还是可以看出他国社
会党政策的痕迹。

三、菲律宾民主社会党发展的制约因素

民主社会党在本国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是在当
前菲律宾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该党的发展仍然受到
多种因素的制约。

( 一) 军队和教会对政治的干预
马科斯实施的军管给菲律宾政治留下了严重

后患: 军 人 势 力 渗 透 到 社 会 生 活 的 各 个 领 域。
1972 年实施军管后，部分军官被马科斯直接任命
为行政官员。军人介入行政扩大了军人在社会中
的影响，军 人 建 立 了 自 己 的 政 治 基 础。1986 年，
国防部长恩里莱与代总参谋长拉莫斯的政变导致
马科斯的下台。此后，菲律宾的军事政变频繁发
生。阿基诺夫人任总统六年时间内，发生了七次
军事政变。拉莫斯继任总统后，因为其自身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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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背景，虽未发生政变，但是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
势力却更加庞大。导致埃斯特拉达下台的第二次
人民力量运动也得到军方的支持。曾任菲律宾参
议院国防 委 员 会 主 席 的 罗 多 尔 佛·比 阿 松 指 出:
“一直存在着一种假设，那就是，士兵是国家和人
民的保护者。这意味着，军队有权力对政府作出
裁决，假如国家领导人采取的措施没有达到军队
的期望，那么军队的职责就是推翻这名领袖的统
治。”瑐瑥阿罗约总 统 执 政 后，试 图 推 行 军 事 改 革 削
减军人的政治影响，但是却在 2006 年遭遇了两起
军事政变，被迫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虽然阿
罗约最终挫败了政变阴谋，但是仍然没有摆脱用
提拔忠实于自己的军官来挫败政变的套路。由于
阿罗约对军人在政治上的重新倚赖，在其任期内
菲律宾的军人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政治化。

菲律宾是亚洲唯一一个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
国家，信 奉 天 主 教 的 人 口 占 菲 律 宾 总 人 口 的
80%。1972 年军管法颁布后，马科斯政权和菲律
宾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激化，教会倡导民众为恢
复民主制度进行斗争。天主教会在菲律宾政治中
的作用在马科斯政权垮台的过程中达到了顶点。
“辛主教、菲律宾天主教会以及教会的真理电台，
在号召人民保护兵变部队和促成阿基诺上台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旦它们缺席，将使推翻马科斯
成为毫无可 能 的 幻 想。”瑐瑦 此 后，凡 出 现 政 局 不 稳
的情况，菲律宾总统都会求助于教会。阿基诺夫
人和阿罗约总统挫败军事政变，都得到了教会的
支持; 如果教会反对总统的某项决定，那么总统也
需要放弃自己的意见。

菲律宾民主政治的信任危机，导致军 队 和 教
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民众被政治家背叛，就要
求助于军事强权和宗教力量，以恢复民主。这已
经成为菲律宾人的思维定式。社会党崇尚议会道
路，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下，社会党才能有大的发
展。菲律宾的民主制度并未完全制度化、法治化。
民主社会党在一个军队、教会以及大家族主导的
社会里，其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

( 二) 菲律宾的家族政治窠臼
菲律宾的家族网络经常取代政党的政治动员

渠道。菲律宾的主要政党控制在数个大家族之中，
如阿基诺、杜 兰、拉 莫 斯、科 胡 昂 科、恩 里 莱、加 西
亚、洛佩兹、马科斯和劳雷尔罗穆亚尔德斯等。瑐瑧 家
族政治是菲律宾政治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菲律宾民主制度和政党政治的发展。

从目前的情况看，菲律宾政坛仍然是 各 大 政
治家族的舞台。自 1998 年实施 政 党 列 表 制 度 以
来，民主社会党等代表平民的左翼政党在选举中
获得某些胜利，但是整个左翼并没有对原有政党
体系产生重大的威胁，代表家族政治势力的传统
政党的精英们和以前相比并没有多大改变，仍旧
在国会 中 担 任 重 要 职 务。正 如 菲 籍 学 者 阿 莱 克
斯·玛格诺( Alex Magno) 所说:“菲律宾的各项选
举和结果与其说明旧社会结构正在解体，还不如

说明菲律宾新的完善的民主形式还没有出现。”瑐瑨

马科斯时期，民主社会党等左翼政党 就 已 经
参与到 当 时 的 选 举 和 议 会 的 工 作 过 程 中。1986
年后，“新的 政 治”的 左 翼 政 党 进 入 选 举 领 域，推
动了菲律宾政党体系的革新。左翼党的选民大多
来自社会的中下层，因而强烈要求通过选举打破
菲律宾政治精英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民主
社会党主要得到弱势群体的支持，缺乏中产阶级
的支持，在与传统政治精英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瑐瑩

( 三) 菲律宾政党发育的缺陷
菲律宾的政党发育因经济发展缓慢、传 统 家

族政治和工人运动发展不成熟而受影响。其政党
类型仍然停留在早期的精英党类型: 传统地方望
族党( the Local Notable Party ) 和 裙 带 关 系 党 ( the
Clientelistic Party) 。菲律宾的政党政治主要受那
些政治、经济精英所主导。这些政党主要围绕某
个人选举而成立，而不是像西欧政党那样，是围绕
政治纲领而建立。菲律宾的大部分政党党员基础
薄弱，只是在选举之时才大量涌现出来。由于不
注重组织建设，菲律宾政党的社会动员能力较弱。
在大选之时，各政党不乏使用贿选、欺诈和暴力等
“3Gs”手段，即“枪杀( guns) 、刺杀( goons) 和金钱
( gold) ”。菲律宾政党在这样的环境下，从马科斯
政权倒台之前的裙带关系党演变为后马科斯时代
的家 长 式 专 制 统 治 党 ( Patrimonialistic Parties ) 。
这种政党建立在主仆、利益交换与庇护的关系之
上，受寡头精 英 的 控 制，领 袖 成 为 政 党“老 板”。瑑瑠

政党之间的竞争是不稳定也是不平衡的: 政客不
断从这个政党跳到那个政党; 政党不断解体和新
生，党员的忠诚度低; 传统政党利用资源优势挤压
新生政党。瑑瑡 菲 律 宾 的 大 部 分 政 党 还 没 有 发 育 成
为现代政党。

民主社会党也没有完全摆脱以上政党的一些
缺陷: 政党主要是围绕着本党领袖而活动，仍然属
于精英政党类型; 政党的社会基础较狭窄等。该
党领袖冈萨雷斯曾苦恼地说: “在反独裁时期，我
们党是干部党( The Cadre Party) 。我们对党员有
严格的教育，注重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1986 年
2 月后，党内一直在争论: 保持干部党还是成为群
众、选举党? 当我们转向后者，向所有人 开 放 时，
我们 却 因 为 这 种 转 变，失 去 了 许 多 以 前 的 干
部。”瑑瑢遵循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民主社会党
作为新兴左翼政党，在民主与政党体制尚未完全
制度化的背景下，其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菲律宾的选举制度也不利于民主社会
党的发展。1987 年的菲律宾宪法规定，下院议员
选 举 实 行 单 一 议 员 选 区、赢 家 通 吃 的 多 数 决 定
制。瑑瑣这种选 举 制 度 不 利 于 民 主 社 会 党 等 小 党 与
大党的竞争。1998 年，菲律宾改行的注册政党制
度本来有利于小党的发展，但是该制度对政党进
入资格不作任何限制，从而导致菲律宾小党泛滥，
形成高度碎 片 化 的 多 党 体 制。瑑瑤 这 种 政 党 体 制 分
散 了 选 票 的 分 配，相 对 地 削 弱 了 民 主 社 会 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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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当然，在菲律宾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也给民主

社会党带来一些有利条件。如美国对民主社会党
价值观的认同: 温和的民主社会党有利于把菲律
宾民众从共产党和伊斯兰宗教势力的阵营中吸引
出来。民主社会党与社会党国际有良好关系，便
于获得欧洲社会党的支持。该党参加了历次人民
力量运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口碑等。不
过，这些有利因素是否能转化成民主社会党的选
举实力，还取决于菲律宾社会环境的变化。

总之，民主社会党在菲律宾政坛中还 是 少 数
派。其发展历程显示，秉承西方价值理念的社会
党要在民主制度尚未巩固的国家发展是很难的。

注释:

①②⑤ 参 见 PDSP 网 站: “党 的 历 史”，http: / / pdsp．
net / ? page_id = 377．

③瑏瑦 朱幸福《风 云 诡 异 的 菲 岛 政 坛》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8 页，第 3—4 页。

④ 张锡镇《当 代 东 南 亚 政 治》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1995
年版第 213—215 页。

⑥ See http: / / en． wikipedia． org /wiki / Philippine _
Democratic_Socialist_Party.

⑦ 1990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权日，新人民军的刺客闯进
马尼拉一所大学会议的会场，杀害了黑人糖业工人领袖埃内
斯托·冈萨雷斯和民主社会党的盟友埃迪伯托·费德理科。

⑧ 乌理玛指穆斯林有名望的神学家或教法学家。
⑨⑩ Norbert Von Hofmann，“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Southeast Asia: Chances and Limits”，See http: / / library．
fes． de / pdf － files / iez /06070． pdf.

瑏瑡瑑瑢 Nathan Gilbert Quimpo，“The Left，Elections，and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the Philippines”，in 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 37，No． 1，2005，pp． 3 － 28．

瑏瑢 See http: / / en． wikipedia． org /wiki / Philippine _
general_election，_2010．

瑏瑣瑏瑥 参 见 PDSP 网 站: “原 则 ( Principles ) ”，http: / /
pdsp． net / ? page_id = 360.

瑏瑤 社会党国际 文 件 集 编 辑 组《社 会 党 国 际 文 件 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 页。
瑏瑧 参 见 PDSP 网 站: “观 点 ( Vision ) ”，http: / / pdsp．

net / ? page_id = 363.
瑏瑨 参 见 PDSP 网 站: “主 张 ( Advocacies ) ”，http: / /

pdsp． net / ? page_id =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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