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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进度

——基于1990—2017年各国议会选举的分析

高 歌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1990—2017年中东欧国家的议会选举结果，从是否完

成政权“两度易位”、是否形成稳定的政党和政党格局两方面评估这些国家在政

体层面上的转型进度，得出如下结论：除黑山和波黑没有实现政权两度让渡，阿

尔巴尼亚等国的政权交接不够平稳外，其他中东欧国家都完成了政权“两度易

位”，但近年来一些国家出现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现象；各国议会中都存在几

个较为固定的政党，少数国家的政党格局也较为稳定，但各国政党仍在分化组

合，新政党和政党联盟迅速上位，多数国家的政党格局尚未定型。总起来看，大

多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政体已基本巩固，但在某些方面还有待完善。

关键词：中东欧国家 政治转型 议会选举 政党格局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东欧国家 1 开始政治转型。转型在三个层面

上展开：在国体层面上，中东欧国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抛弃社会主义制

度，举行自由选举，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在政体层面上，中东欧各国

在 90 年代初通过新宪法或宪法修正案，以建立民主和法治国家为目标，宣称要

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向民主政体转型；在具体制度层面上，这些国家的议会制

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行政制度等都发生了变化。本文讨论的是政体层面上

高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1 本文中的中东欧国家是指由冷战时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而来的 13 个国家：波兰、匈牙利、捷

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

波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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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型进度。众所周知，在议会制下，“议会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内阁由议会

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多党制则是“由多个政党竞争国家政治职位并轮流执政或

联合执政的制度”。1 由此，议会选举可作为评估政治转型进度的重要依据。

一、是否完成政权“两度易位”？

鉴于中东欧国家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以西方国家为模本，本文借用西方学者衡

量民主政体巩固与否的标准，即政权是否完成“两度易位”——在转型阶段的首

次选举中赢得政权的政党或团体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失利，把权力让渡给那些选举

的赢家，并且后者又和平地把权力让渡给下一次选举的胜利者 2 来评估中东欧国

家的转型进度。这一标准可细化为两个方面：一是政权是否完成两度让渡；二是

政权让渡是否和平进行。

（一）政权是否完成两度让渡？

由中东欧各国的议会选举结果 3 可见，多数国家经过反对党派执政和左翼复

兴及下台，完成了政权的两度让渡。

1. 反对党派执政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东欧国家举行第一次多党自由选举，4 波兰团结工会及

其后继党、匈牙利民主论坛、捷克公民论坛、斯洛伐克公众反暴力、斯洛文尼亚

德莫斯联盟、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波

黑民主行动党、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和波黑塞尔维亚民主党等反对党派上台

执政。

保加利亚社会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虽然赢得了 1990 年 6 月和 1991 年 3—

4 月举行的首次自由选举的胜利，但反对党派的发展已不容许它们像以前那样独

享政权了。在保加利亚，1990 年 11 月，社会党政府辞职。12 月，和平过渡政府

成立。1991 年 10 月，议会选举提前举行，民主力量联盟以微弱优势获胜，社会

党成为在野党。同样，在阿尔巴尼亚，1991 年 6 月，执政不足 1 个月的劳动党政

1 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99、218 页。

2 John S. Dryzek and Leslie Templeman Holmes, Post-Communist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Discourses across 
Thirteen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

3 除去个别的例外，中东欧国家大都由获得议会席位最多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阁。

4 1989年举行的波兰议会选举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选举。根据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在众议院460席

中，65% 的席位归统一工人党及其盟友，35% 的席位归反对派。结果，团结工会组建的团结公民委员会

包揽了分配给反对派的全部众议院席位，团结工会上台执政。1991 年波兰举行第一次完全自由的议会选

举。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于 1990 年同时举行联邦议会、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民族议会的选举。南

斯拉夫联邦的多党自由选举不是在联邦层面而是在共和国层面进行的。1990 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

马其顿、波黑、黑山和塞尔维亚相继举行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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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被迫辞职。在新组成的“稳定国家政府”中，劳动党与民主党等反对党平分秋

色。1992 年 3 月，再次举行议会选举，民主党获胜，由劳动党演变而来的社会党

彻底失掉政权。

这样，20 世纪 90 年代初，除救国阵线执政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社会党和

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执政的南斯拉夫联盟 1 外，其他国家都是反对党派执掌

政权。

2. 左翼复兴

1993 年 9 月，波兰民主左派联盟取得议会选举胜利，成为执政党。1994 年 3
月，斯洛伐克民主左派党联合其他党派通过不信任案迫使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

动 2 政府下台，并组建临时政府。其后，1994 年 5 月匈牙利社会党、10 月马其顿

社会民主联盟、12 月以保加利亚社会党为主的民主左翼联盟、1997 年 6 月阿尔巴

尼亚社会党、1998 年 6 月捷克社会民主党和2000 年 1 月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等一

批左翼政党赢得议会选举，上台执政。

保加利亚社会党和阿尔巴尼亚社会党的上台意味着两国政权完成了两度让

渡。波兰、匈牙利、马其顿、捷克和克罗地亚反对党派把政权交到左翼政党手

中，实现了政权的首次让渡。斯洛伐克民主左派党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政权，并且

执政仅 6 个月后，便在议会选举中让位于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因此还不能说

斯洛伐克进行了政权让渡。直到1998 年 9 月，民主联盟通过议会选举取代争取民

主斯洛伐克运动，斯洛伐克才完成了第一次政权让渡。

其他国家并非靠左翼复兴完成第一次政权让渡。1992 年 12 月，斯洛文尼亚

自由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战胜德莫斯联盟，上台执政。1996 年 11 月，罗马尼亚

民主协议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代替社会民主主义党 3 成为执政党。2000 年 9 月，

南斯拉夫联盟议会选举后，统治南联盟 8 年之久的塞尔维亚社会党和黑山社会主

义者民主党下台，由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和黑山社会主义人民党取而代之。而在

共和国层面，与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取代塞尔维亚社会党在塞尔维亚执政不同，

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始终是黑山议会选举的赢家，处于执政地位。

波黑独立后不久即陷入内战，直至 1995 年年底《代顿协议》签署才恢复和

平。20 多年来，波黑始终处在国际社会监管之下，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主权国

家。不仅如此，由于波黑政府不是由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单独或联合其他政

党组成，而是由进入议会的主要政党通过协商组成，囊括了几乎所有主要政党，

波黑尚未出现政权让渡。

1 1992年5月，南斯拉夫联盟成立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遭到几乎所有反对党的抗议和抵制。1992年12月

底—1993 年 1 月初，南联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塞尔维亚社会党和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获胜执政。

2 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成立于 1991 年，由公众反暴力发展而来。

3 社会民主主义党成立于 1993 年，其前身是由救国阵线分裂而来的民主救国阵线。



189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上）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3. 左翼下台

1997 年 9 月波兰民主左派联盟、1998 年 5 月匈牙利社会党、10 月和 11 月马其

顿社会民主联盟、2003 年 11 月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2006 年 6 月捷克社会民主

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失去执政地位，波兰团结工会选举联盟、匈牙利青年民主

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党、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克罗地亚民

主共同体和捷克公民民主党 1 等右翼政党上台。随着左翼把政权让渡给右翼，这

些国家完成了政权两度让渡。

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的第一次政权让渡非经左翼复兴达成，其

政权两度让渡也非由左翼下台实现。2000 年 11 月，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在

议会选举中获胜执政。2004 年 10 月，连续执政12 年的斯洛文尼亚自由民主党在

议会选举中败给民主党。2006 年 6 月，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取得议会选举

胜利，民主联盟及其发展而来的民主基督教同盟在执政 8 年后下台。

南斯拉夫联盟在 2000 年实现第一次政权让渡后，未能进行再次选举便告终

结。2003 年 2 月成立的塞尔维亚和黑山没有举行国家层面的议会选举，只有塞尔

维亚在 2003 年 12 月进行了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塞尔维亚民主党为主的政

党联盟虽不敌塞尔维亚激进党，但得以与塞尔维亚复兴运动—新塞尔维亚和名人

党联合执政。2006 年 6 月，塞尔维亚、黑山独立以来，分别举行了 5 次和 4 次议

会选举，塞尔维亚实现了从塞尔维亚民主党到民主党再到前进党的政权让渡，黑

山则一直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当政。

迄今为止，除黑山和波黑外，中东欧国家均已完成了政权两度让渡。

（二）政权让渡是否和平进行？

政权的和平让渡是“两度易位”标准的应有之义。如果议会选举能够根据宪

法规定的期限和平进行，政党间的权力让渡平稳有序，则议会制和多党制运转正

常；反之，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特别是不能和平举行的议会选举往往伴随着激

烈的党派斗争和严重的社会动荡，不利于民主政体的巩固。

在按期举行议会选举方面，匈牙利与塞尔维亚、黑山可称得上两个极端。

匈牙利自 1990 年第一次多党自由选举以来，每次议会选举都是按期举行。相反，

塞尔维亚、黑山的议会选举很少能按期举行，塞尔维亚在1990—2016 年的 16 年

间举行了 11 次议会选举，黑山在 1990—2016 年的 16 年间举行了 10 次议会选举。

其他国家的提前议会选举多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前期，此后选举基本上能够

按期举行。不过，近年来，一些国家又出现了提前进行议会选举的现象。马其顿

自 2008 年起，已连续四次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斯洛文尼亚于 2011 和 2014 年、保

加利亚于 2014 和 2017 年连续两次提前举行议会选举。2007 年波兰、2012 年斯洛

1 公民民主党成立于 1991 年，由公民论坛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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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克、2013 年捷克、2016 年克罗地亚的议会选举也都是提前进行的。

相对于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不能和平举行的议会选举更不利于议会制和多党

制的正常运作。中东欧国家的议会选举大多和平举行，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

荡。但也有少数的例外，其中尤以阿尔巴尼亚最为突出。

阿尔巴尼亚的议会选举大都不能和平举行，经常伴随着混乱、丑闻，甚至暴

力冲突。1991 年第一次选举后，爆发了“斯库台事件”，抗议者焚烧劳动党大楼，

破坏公共设施；1992 年第二次选举中，有人抢走票箱、选票和印章，甚至用枪威

胁选民；1996 年第三次选举中，民主党利用权力，大做手脚，舞弊现象丛生，社

会党则进行绝食等抗议活动，并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1997 年第四次选举后，民

主党议员抵制议会，制造谋杀和街头暴力活动；2001 年第五次选举后，民主党指

责社会党操纵选举，不承认选举结果并抵制议会；2005 年第六次选举因存在严重

违规、胁迫、贿选和暴力事件被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选举监督团认为不符合国际

标准，选举后社会党等党派宣称选举过程存在舞弊和不公正行为，不承认选举结

果，以致有 3 个选区重新进行了投票；2009 年第七次选举前，一名社会党议员和

一名民主党支持者遭枪击身亡，一名基督教民主党地方领导人遭汽车炸弹袭击身

亡，选举中，社会党和民主党相互指责弄虚作假，致使计票工作反复多次，选举

后，社会党不承认选举结果，不参加议会活动；2013 年第八次选举当日，不同党

派支持者发生摩擦导致枪击事件，民主党和社会党都宣称获胜，直到3 天后，民

主党才承认失利，但仍要求对两个选区重新计票，以致正式选举结果推迟6 周才

公布；2017 年第九次选举前，因反对党抵制选举引发持续 3 个月的政治危机，选

举推迟一周进行。

此外，马其顿2006 和 2008 年选举中发生了暴力事件。2016 年，塞尔维亚选

举中由于一些党派抱怨选举不合规，部分投票站进行了重新投票和计票，选举最

终结果被推迟公布；黑山选举中有塞尔维亚人企图实施恐怖袭击，选举后小部分

来自反对党派的选举委员会成员认为选举存在违规现象，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二、是否形成稳定的政党和政党格局？

鉴于“政党是唯一致力于整合和协调民主政体中各种过程和制度的制

度。……目前还没有除政党之外的其他现代政治制度，能在如此大范围的过程与

制度安排中扩展自身功能，又同时试图完成系统的整合”，1 对多党制乃至民主

政体的巩固来说，形成几个能对国家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稳定的政党和相对固定

的政党格局至关重要。

1 ［美］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主编：《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3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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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东欧各国的议会选举结果可以看出：

（一）各国都存在始终或较长时间处于议会之中的政党

在波兰，农民党始终保持议会党地位，1991—2015 年民主左派联盟、2001
年至今公民纲领党、法律与公正党是议会党。

在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 / 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党 / 青

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和社会党在历次议会选举中均进入了议会，

1990—2010 年民主论坛和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1990—2002 年独立小农党以及

1990—1998 年和 2006 至今基督教民主人民党是议会党。

在捷克，公民论坛 / 公民民主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 捷克和摩拉维亚共

产党一直是议会党，捷克社会民主党除1990—1992 年外、基督教民主联盟 / 基督

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除 2010—2013 年外也是议会党。

在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 民主左派党 / 方向党 / 方向—社会民主党始

终活跃在议会舞台上，1990—2016 年基督教民主运动、1990—2010 年公众反暴

力 / 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 / 人民党—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1990—2010 年共

存—匈牙利族基督教民主运动 / 匈牙利族政党联盟、1994—2016 年民主同盟 / 民

主联盟 / 民主基督教同盟 / 民主基督教同盟—民主党、1990—2002 年、2006—

2012 年、2016 年至今斯洛伐克民族党是议会党。

在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名单 / 社会民主人士党、社会民主党

/ 民主党自 1990 年以来一直保有议会党地位，1990—2011 年自由民主党为议会

党，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民族党、退休者民主党等也在较长时间里占据议会

席位。

在罗马尼亚，救国阵线 / 民主救国阵线 / 社会民主主义党 / 社会民主党、国

家自由党和匈牙利族民主联盟从未离开过议会。1990—2014 年救国阵线 / 民主党

/ 民主自由党、1990—2000 年和 2012—2016 年基督教民主国家农民党、1992—

2008 年大罗马尼亚党在议会中拥有席位。

在保加利亚，社会党、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始终保持议会党地位。1990—

2013 年和 2014—2017 年民主力量联盟、2001—2009 年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 / 稳

定与进步全国运动、2005 年以来阿塔卡和 2009 年以来欧洲发展公民党是议会党。

在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共盟—民主改革党 / 社会民主党始终是议会党。

社会自由党、农民党和权利党等在较长时间里占据议会席位。

在阿尔巴尼亚，民主党、劳动党 / 社会党一直占据议会头两位。一体化社会

运动、共和党和人权联盟党等在较长时间里拥有议会席位。

在马其顿，除了 1994 年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抵制议会选举、没有

进入议会外，在其他议会选举中，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和共盟—民主改

革党 / 社会民主联盟均名列前两名。民主繁荣党、阿尔巴尼亚族民主党、融合民



192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上）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主联盟等三个阿尔巴尼亚族政党也长期处于议会之中。

在塞尔维亚，社会党一直是议会党。民主党、塞尔维亚民主党、激进党、前

进党等在较长时间里占据议会席位。

在黑山，黑山共盟 / 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始终是议会第一大党。社会主义人民

党、社会民主党、人民党、自由联盟 / 自由党、民主联盟、阿尔巴尼亚族民主同

盟等经常出现在议会中。

在波黑，波黑民主行动党、波黑社会民主党、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波

黑塞尔维亚民主党一直是议会党。

（二）新政党和政党联盟迅速上位成为近10年来较为普遍的现象

在斯洛文尼亚，2008 年议会选举中，2017 年由自由民主党分裂而来的真理

党名列第三并进入社会民主人士党领导的政府。2011 年议会选举中，成立不足

两个月的积极的斯洛文尼亚党和维兰特公民名单党分列第一和第四位，维兰特公

民名单党参加了民主党领导的政府。 2014 年议会选举中，刚刚成立 6 周的采拉尔

党拔得头筹，其主席米罗·采拉尔被任命为总理，进入议会的联合左翼是4 个多

月前由三个左翼政党组成的联盟，阿伦卡·布拉图舍克联盟也是成立1 个多月的

新党。

在黑山，2009 年议会选举中，两个月前成立的新塞尔维亚民主党成为议会第

三大党。2012 年议会选举中，包括新塞尔维亚民主党与变革运动等党派民主阵线

组成不足 3 个月便位列议会第二位，进入议会的积极的黑山党也才成立不到5 个

月。2016 年议会选举中，2015 年由社会主义人民党分裂而来的民主黑山党和由

社会民主党分裂而来的社会民主者党成为议会党，社会民主者党还参加了社会主

义者民主党领导的政府。

在保加利亚，2009 年议会选举中，2006 年年底成立的欧洲发展公民党大获

全胜，获得执政地位，2005 年底成立的秩序、法律和正义党进入议会。2014 年

议会选举中，2013 年底由 5 个政党组成的改革者阵营名列第四并参加了欧洲发展

公民党为主的政府，保加利亚无审查党、由社会党分裂而来的保加利亚复兴 选择

党和由两个政党组成的爱国阵线都是当年成立便进入了议会。2017 年议会选举

中，由爱国阵线两党与阿塔卡在 2016 年组建的联合爱国者联盟进入议会并与欧

洲发展公民党联合执政。

在匈牙利，2010 年议会选举中，刚成立一年的绿党进入议会。2014 年议会

选举中，与社会党共组团结联盟并进入议会的4 党均是成立不久的新党——2011
年成立的民主联盟、2012年成立的集结2014、2013年成立的对话和匈牙利自由党。

在捷克，2010 年议会选举中，2009 年从基督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

人民党分裂而来的 TOP09 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并加入公民民主党为首的政府。

2013 年议会选举中，2011 年成立的 ANO2011 运动仅以 3 席之差位居第二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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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政府，刚成立 4 个月的直接民主—曙光党进入议会。2017 年议

会选举中，2015 年由直接民主—曙光党分裂而来的自由和直接民主党名列第三。

在斯洛伐克，2010 年议会选举中，2009 年成立的自由与团结党、由匈牙利

族政党联盟分裂而来的桥党成为议会党并进入民主基督教同盟—民主党为首的政

府。2012 年议会选举中，不到 5 个月前才注册为独立政党的普通公民和独立个人

组织成为议会第三大党。2016 年议会选举中，2014 年成立的网络党进入议会并

参加方向—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我们是家庭党第一次参选便获得了议席。

在波黑，2010 年议会选举中，2009 年成立的争取波黑美好未来联盟和 2010
年成立的克罗地亚联盟进入议会。2014 年议会选举中，2013 年成立的民主阵线

和民族民主运动成为议会党。

在马其顿，2011 年议会选举中，当年成立的民族民主复兴党进入议会。2014
年议会选举中，2013 年由前社会民主联盟成员建立的马其顿公民选择党进入议

会。2016 年议会选举中，进入议会的贝萨运动和阿族人联盟都是成立时间不长的

政党，其中阿族人联盟还参加了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政府。

在波兰，2011 年议会选举中，2010 年由前公民纲领党成员建立的帕利科特

运动成为议会第三大党。2015 年议会选举中，成立仅 5 个月的库齐兹 15 党和现代

党分列第三和第四位。

在克罗地亚，2011 年议会选举中，组建于 2010 年的工党进入议会。2015 年

议会选举中，2012 年成立的桥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并与民主共同体联合执政，

2014 年成立的人民党—改革者和2015 年成立的米兰·班迪奇 365—劳动团结党进

入议会。

在罗马尼亚，2012 年议会选举中，2011 年建立的人民党—达恩·迪亚科内

斯库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2016 年议会选举中，进入议会的拯救罗马尼亚联盟、

自由民主联盟和人民运动党都是成立不久的新党，自由民主联盟还参加了社会民

主党为主的政府。

在阿尔巴尼亚，2013 年议会选举中，进入议会的正义、一体化与团结党成立

于 2011 年，基督教民主党刚成立不到 3 个月。

在塞尔维亚，2014 年议会选举中，进入议会的新民主党—绿党是为了参选而

于 1 个月前组成的新党，“为塞尔维亚在一起”则是2012 年由民主党分裂而来。

2016 年议会选举中，进入议会的“受够了”党和绿党都成立于 2014 年。

（三）多数国家的政党格局尚未定型

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的政党格局较为稳定，其他国家的政党格局尚

未定型。克罗地亚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与右翼的民主共同体、阿尔巴尼亚左翼的劳

动党 / 社会党与右翼的民主党交替执政。不过，与阿尔巴尼亚左右翼政党势均力

敌相比，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的力量要大于社会民主党。黑山则是社会主义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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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一党独大。

1990 年后的一段时间里，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

其顿似乎形成了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波兰民主左派联盟与中间派协议

会、民主联盟、团结工会选举联盟、法律与公正党等团结工会的后继党、匈牙

利社会党与民主论坛、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党 / 青年民主主义者联

盟—匈牙利公民联盟、捷克社会民主党与公民论坛 / 公民民主党、罗马尼亚救国

阵线 / 民主救国阵线 / 社会民主主义党 / 社会民主党与民主协议会、国家自由党、

民主自由党、保加利亚社会党与民主力量联盟、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和欧洲发展

公民党、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与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轮番上台。

然而，这种格局并没有固定下来。在波兰，2005 年以来，民主左派联盟一蹶

不振，在 2015 年议会选举中甚至没有进入议会，两个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

党和公民纲领党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要竞争者。在匈牙利，2010 年以来，青年民

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一直执政，并可望赢得 2018 年议会选举，继续

执政。在捷克，2017 年议会选举后，ANO2011 运动极有可能上台执政，从而打

破社会民主党与公民民主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在罗马尼亚，2008 年议会选举后，

不同组合的左右翼政党——民主自由党、社会民主党与保守党，社会民主党、国

家自由党与保守党，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联盟——相继登台。在保加利亚，

2009 年以来，欧洲发展公民党三度执政，社会党只执政了一年多时间。在马其

顿，2006 年以来，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连续执政10 年有余，直到 2017
年社会民主联盟才再次上台。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的政党格局更是没有定型。在斯洛伐

克，除去 1994 年 3—9 月的短暂时期外，公众反暴力 / 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在

1990—1998 年一直是执政党。1998 年后，似乎出现民主联盟 / 民主基督教同盟 /
民主基督教同盟—民主党与方向—社会民主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但方向—社会民

主党在自 2006 年以来的四次议会选举中均名列第一，并且除2010—2012 年的一

年多时间外都处于执政地位，而民主基督教同盟—民主党逐渐被边缘化，以致在

2016 年议会选举中没有获得议会席位，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替代方向—社会民主

党再次执政。在斯洛文尼亚，自由民主党在1992—2004 年执政。此后，民主党

与社会民主人士党轮流坐庄的格局并未稳固，2013 年，民主党被积极的斯洛文尼

亚党取代，2014 年，采拉尔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新一届政府的主人。在塞

尔维亚，社会党掌权 10 年后，先是民主反对派上台，接着是塞尔维亚民主党为

主的政党联盟执政；成为独立国家后，则经历了从塞尔维亚民主党到民主党再到

前进党的政权转换；2012 年以来，前进党已连续三次在议会选举获胜，其主席亚

历山大·武契奇 2014 年就任总理，2017 年当选总统。

波黑的情况较为特殊。《代顿协议》签署后，波黑先是延续了战前由分属三

个民族的政党——波什尼亚克族的波黑民主行动党、克罗地亚族的波黑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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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共同体、塞尔维亚族的波黑塞尔维亚民主党主导政治的局面，继而社会民主

党、独立社会民主联盟、民主阵线、争取波黑美好未来联盟等也成为主要政党。

综上所述，以“两度易位”标准衡量，除黑山和波黑没有实现政权两度让渡，

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的政权交接直到最近还不够平稳外，其他中东欧国

家都完成了政权“两度易位”。不过，近年来一些国家出现了提前进行议会选举

的现象。以政党和政党格局的稳定性衡量，一方面，各国议会中都存在几个较为

固定的政党，少数国家的政党格局也较为稳定；另一方面，政党仍在不断分化组

合，政党和政党联盟成立不久即进入议会、甚至入主政府的现象屡见不鲜，多数

国家的政党格局尚未定型，多党制还“缺乏民主国家应有的

稳定性”1 。总起来看，大多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政体已基本巩

固，但在某些方面还有待完善。当然，“根据选举来界定民

主是一种最简单的定义。”2  考察中东欧国家向民主政体转

型的进度，只关注议会选举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权易位、政党

和政党格局的变化是不够的。事实上，单凭上述两个方面很

难判断中东欧各国政治转型进度上的差异，亦很难把握近期中东欧国家具有民粹

主义倾向的政党兴起和匈牙利、波兰的政治动向对民主政体发展的影响。而要建

构一个评估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进度的标准体系，尚需长时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检验。

1 Christine S.Lipsmeyer, “Post-Communist Mandates”, Politics & Policy, Volume 37, Issue 4, August 2009, p.718.

2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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