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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英 国 工 党是从工 业革命 中诞生 ， 并 声 称代表英 国 工人

阶级利 益的政党 ， 其 历 史代表着 西 方 传统左翼政党在 与 市 场 经 济互 动

过程 中 的 经验与教训 。 尽管 西方竞争性选举体制在一 定程度上 限制 了

工 党代表工人阶级利 益的 纯粹性 ，但是在 劳资 关 系 对立 尖锐的 英 国 ，
工

党 实践其 自 身政治理念的 经验教训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 了 左翼政党 治 国

理政的优势和劣 势 。
工业革命催生 了 工 党 ， 凯恩斯主 义壮 大 了 工 党 ， 新

自 由主义击碎 了 工 党 ，

“

第 三条道路
”

既建立起 了
“

新工 党
”

， 却也使工 党

离社会主义的理想渐行渐远 。
工 党 百年

“

三起三 落
”

的 历 史是政治 能动

因 素和结构 因 素有机结合 、相互作用 的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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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工党在其 １ ００ 多年的发展历程 中 ， 经历 了从建立之初议会外

的外生型政党到赢得选举后 的议会 内政党 、从掌握权力 到失去权力 的

多重反复过程 。 工业革命所造成的英 国社会经济结构 的变化将工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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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历史的前台 ， 而执政经验的不足 以及 自 由 党在联合政府 中 的钳制

使工党在初尝政权后迅速失去 了政权 。

“

大萧条
”

（Ｇ ｒ ｅａ ｔＤ ｅｐ ｒ ｅ ｓ ｓ ｉｏｎ ）所

孕育的凯恩斯主义思潮奠定了工党在战后长期执政的基础 ， 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通货膨胀危机伴随着 以撒切尔夫人 （Ｍａ ｒｇａ ｒ ｅ ｔＴｈａ ｔ ｃｈ ｅ ｒ ） 为

代表的新 自 由 主义思潮又使工党远离唐宁街十号 １ ８ 年之久 。 托尼 ？

布莱尔ａｏｎｙ Ｂ ｌｍ ｒ ）所带领的
“

新工党
”

及其
“

第三条道路
”

使工党重 回

英国权力 中心 ， 而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又戳破了
“

第三条道路
”

的虚假繁

荣 ，使工党再一次长期在野 。 英 国工党 的百年历史变迁可 以 简单地总

结为上述的
“

三起三落
”

。 工党的
“

三起三落
”
一方面是 由竞争性选举制

度的
“

钟摆效应
”

本质所决定 的 ，但另一方面也是 由工党有意识的决策

和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因素所塑造的 。 工党百年来的
“

三起三落
”

究竟

在多大程度上是 由政治行动者 （ ａｇ ｅｎ ｔ ） 的能动 因素造成的 ？ 又在多大程

度上是 由结构 （ ｓ ｔ ｒｕｃ ｔｕ ｒ ｅ ） 因素决定 的 ？ 工党 的兴衰沉浮只是竞争性政

党政治下的
“

钟摆效应
”

的体现吗 ？ 为什么工党能够替代 自 由党成为百

年大党 ？ 工党的百年变迁是否存在一定 的 内在逻辑 ？ 对于其他百年大

党又有什么启示 ？ 本文通过 回顾英 国工党 的百年历史 ， 运用能动 因 素

和结构因素有机结合的分析视角 ， 试图解释工党百年
“

三起三落
”

的政

治逻辑 。

一

、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现有解释工党政治变迁的研究主要可 以分为两类 。 第一类是能动

论 ，认为是工党党 内精英的决策造成了工党在选举中 的失败与成功 ； 第

二类是结构论 ，认为是社会经济或政治 的结构性因素造成 了工党在英

国政坛的起伏 。

能动论又可 以分为意识形态取 向与政策选择的解释和党 内精英领

导能力 的解释 。 有学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释工党 的发展变化 ，认为

“

第三条道路
”

是对于新 自 由 主义的全面妥协 。 布莱尔采取的 以 中 间选

民和摇摆选民为 中心 的唐斯式选举策略 ， 使工党作为传统左翼政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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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自 由 主义化 ，失去 了 和右翼政党 的 区隔度 ， 因此无法建立起 以
“

第三

条道路
”

为根基的社会基础 。

？
同样是意识形态解释 ，林德 山等认为 ，工

党近年来的失败可以归结为党的意识形态路线不断在现代化派和左翼

激进派之间摇摆 。

？ 工党路线的摇摆不定致使其无法和选 民建立稳定

的联系 。 除了将意识形态和政策选择作为解释变量之外 ， 政党领袖 的

领导能力也是重要 的解释变量 。 谢峰认为 ，

“

新工党
”

的崛起要归功于

尼尔 ？ 金诺克 （Ｎ ｅ ｉ ｌＫ ｉｎｎｏ ｃｋ ） 、约翰 ？ 史密斯 （ Ｊ ｏｈｎＳｍ ｉ ｔｈ ） 和托尼 ？ 布

莱尔三任工党领袖从 １ ９８３ 年到 １ ９９７ 年一 以贯之 、 连续不断的党 内组

织改造和政策路线调整 ， 而布莱尔更有 魄力 的领导风格使工党做出 了

更深入和更具标志性的改革 。

？

相较于能动论更强调工党和工党精英本身对于工党发展 的影响 ，

结构论则更强调工党之外 的结构性 因 素 的作用 。 科林 ？ 海伊 （ Ｃｏ ｌｍ

Ｈ ａｙ ）认为 ，工党通过
“

第三条道路
”

上 台之后所采取的政策引发的社会

经济结构变化是其衰败的原因 。

“

新工党
”

上台之后并没有扭转保守党

在 国家治理过程 中 的
“

去工业化
”

（ ｄ ｅ ｉｎｄｕ ｓ ｔ ｒ ｉ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 ）政策 ，使 自身的核

心选民 工人阶级在选民结构 中 的 占 比持续下 降 ， 以致工党 的社会

基础进一步流失 。

？ 与海伊强调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对于工党 的影

响不同 ， 马克 ． 布莱斯 （Ｍａ ｒｋＢ ｌｙ ｔｈ ） 和理查德 ． 卡茨 （ Ｒ ｉ ｃｈａ ｒｄＫａ ｔｚ ）则

阐述了工党作为英国建制政党的政治结构基础 简单多数制 的选举

制度 ，可 以 使工党 和 保守党进行意识形态和 政策 的
“

聚合
＂

（ ｃｏｎｖ ｅｒ

ｇ ｅｎｃ ｅ ） ，形成卡特尔式的两党制政党竞争制度  ， 排除其他政党对于两党

的挑战 。

？

０Ｈ ｅｎｎ ｉｎｇ
Ｍ ｅｙ ｅｒａｎｄ Ｋａ ｒ ｌ Ｈ ｅ ｉｎｚＳｐ ｉ ｅｇ ｅ ｌ

，
“

Ｗｈａ ｔＮｅｘｔ ｆｏ ｒ Ｅｕ ｒｏｐ ｅａｎＳｏ ｃ ｉ ａ ｌＤｅｍｏ ｃ ｒ ａ ｃｙ
？

Ｔｈ ｅＧｏｏｄＳｏ ｃ ｉ ｅｔｙＤｅｂ ａ ｔ ｅａｎｄＢ ｅｙｏｎｄ ，

Ｒｅｎｅ ｘｖａ ｌ ：Ａ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Ｓ ｏ ｃ ｉａ ｌＤｅｍｏ ｃｒａｃｙ ，

Ｖｏ ｌ ．  １ ８
，Ｎｏ ．  １ ／２

，２ ０ １ ０ ．

② 林德山 、冯琰 ： 《英国工党的新困境 ： 思想 、组织与政策问题 》 ， 《党政研究 》２０２ １ 年第 ２ 期 。

③ 谢峰 ： 《政治演进与制度变迁 ： 英 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７６ 页 。

④Ｃｏ ｌ ｉｎＨ ａｙ ，Ｔｈ ｅ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Ｎｅｗ Ｌａｂｏｕ ｒ ：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ｇ 

ｕｎｄｅ ｒ Ｆａ ｌ ｓｅ Ｐｒｅ ｔ ｅｎｃ ｅ ｓ
，

Ｍａｎ ｃｈ ｅｓ ｔｅ ｒ ：Ｍａｎ ｃｈ ｅｓ ｔ ｅ ｒ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Ｐ ｒ ｅｓ ｓ

，１ ９９ ９
， ｐｐ

．  １ ０ ７   １ ３ ３ ．

（ ５ ）Ｍａ ｒｋＢ ｌｙ ｔｈａｎｄ Ｒ ｉ ｃｈａ ｒｄ Ｋａ ｔｚ
，

ｕ

Ｆ ｒｏｍ Ｃａ ｔ ｃｈ Ａ ｌ ｌ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ｓ  ｔ ｏ Ｃ ａ ｒｔ ｅ ｌ ｉ ｓ ａ ｔ ｉｏｎ ：Ｔｈ ｅ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

Ｅｃ ｏｎｏｍｙ
ｏ ｆ  ｔｈ ｅＣ ａ ｒ ｔｅ ｌ Ｐａ ｒ ｔｙ ，

Ｗｅ ｓ 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ｏ ｌ ｉ Ｌ ｉ ｃ ｓ
，Ｖｏ ｌ ． ２ ８

，Ｎｏ ． ｌ
，２ ００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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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从结构论或能动论的某一角度对于工党某一历史时期 的

兴衰进行了多重解释 ，但是在解释工党作为百年大党和老党发展的 内

在逻辑时具有两方面的不足 。 第一是现存研究主要聚焦于特定历史时

期 ，没有从历史比较的视角梳理工党百年来从体制外 的外生型政党发

展为英 国第二大党 的过程 中兴衰起伏的共性和特性 。 近年来 ， 大多数

工党研究主要关注布莱尔上 台之后
“

新工党
”

的发展状况 ， 而对于工党

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脉络缺乏深入的探寻 。 第二是现存研究对于结构 因

素和能动因素各有偏好 ， 没有形成一个结构 因素和能动 因素有机结合

的视角来研究工党百年的兴衰起伏 。 为 了 弥补 以上缺陷 ， 本文将提 出

一个结合能动因素和结构 因素 的新分析框架 ， 对工党百年
“

三起三落
”

的政治逻辑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解释 。

结构因素和能动 因素之争是政治学研究 中长期存在的争论 。 能动

论批评结构论解释过于静止和线性 ，具有简单化的研究倾 向 ， 而结构论

在面对能动论的挑战时则怀疑 ，深嵌于社会结构 的政治能动者如何可

以从结构 中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因果变量 。

？ 过程 机制理论则认为 ，

并不能独立地看待结构 因素和个体选择 的作用 ， 它们之间通过相互影

响 、共同作用 ， 引发政治和社会变迁的不 同样态 。

？ 因此 ，结构 因素和能

动因素都是政治发展的解释视角 ，将两种 因素有机结合将能更全面地

解释特定的政治结果 。 具体到解释工党百年
“

三起三落
”

的政治逻辑 ，

则需要将影响工党兴衰的结构 因素和能动 因素进行有机的统一 。 根据

既有研究对于工党兴衰的结构解释和能动解释 ， 本文提炼 出两个结构

因素和两个能动 因素 ，并对这些因素进行有机的结合 ，共同形成本文的

分析框架 。 影响英 国工党百年变迁的结构性因素主要有政治结构和社

会经济结构 ，政治结构包括政党竞争制度和选举制度 ，社会经济结构则

包括产业革命与经济发展 以及选 民结构 ； 而能动 因素主要有工党 的意

①１Ｔ岳 、戴康 ： 《起越结构与行动范式 》 ， 《复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２ ０ １ ８ 年第 ３ 期 。

②Ｄｏｕｇ
ＭｅＡｄａｍ

，Ｓ ｉｄｎｅｙ 
Ｔａ 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Ｃｈ ａ ｒ ｌ ｅｓ Ｔ ｉ ｌ ｌｙ ，
ｕ

Ｔｏｗａ ｒｄ ａｎ  Ｉｎ ｔｅｇ ｒａ ｔ ｅｄ Ｐｅ ｒｓｐ ｅｃ ｔ ｉ ｖｅ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ｉｎＭａ ｒｋＬ ｉ ｃｈｂ ａ ｃｈａｎｄＡ ｌ ａｎＺｕ ｃｋｅ ｒｍａｎ
，ｅｅ ｌｓ ．

，

Ｃｏｍｐａ ｒａ ｔ ｉ ｖｅ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Ｒａ

ｌ ｉ ｏｎａ ｌ ｉ ｌｙ ， Ｃｕ ｌ ｔｕｒｅ ａｎｄＳ ｔ ｒｕ ｃ ｔｕｒｅ
，Ｃａｍｂ ｒ ｉ ｄｇｅ ：Ｃａｍｂ ｒ ｉ ｄｇｅ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Ｐ ｒ ｅｓ ｓ

， １ ９ ９７ ，ｐｐ ．

１ ４ ２  １ ７ ３ ．



英 国工党百年
“

三 起三 落
”

的政治逻辑７ ５

识形态取向与政策选择和组织变革与领导能力 。 两个能动 因素和两个

结构因素有机结合 、相互作用 ，共 同构成了工党百年变迁的政治逻辑 。

二
、
工党的崛起与执政 （

１卯〇
—

Ｉ９４５
）

在 １ ９ 世纪末期 ，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大量城市无产阶级逐渐获得选

举权 ，英 国 的左翼 团体也因此慢慢发展起来 。 在工会和各类左翼 团体

的不断整合 中 ， 工党 的前身
“

劳工代表委员会
”

（ Ｌａｂｏ ｒＲｅｐ
ｒ ｅ ｓ ｅｎ ｔａ ｔ ｉｖｅ

Ｃｏｍｍ ｉ ｔ ｔ ｅ ｅ ）于 １ ９００ 年成立 ，并于 １ ９０６ 年正式更名 为工党 ，凯尔 ． 哈迪

（Ｋ ｅ ｌ ｒＨ ａ ｒｄ ｌ ｅ ）担任第一任党主席 ， 从此正式拉开 了工党百年
“

三起三

落
”

的序幕 。

（

一

） 政治结构

工党进入议会之前 ，英 国 的政党格局是 由保守党和 自 由 党两大党

所垄断的 。 当时的工党相对于保守党和 自 由 党来说是小党 ， 要想谋求

执政 ，必须和其中一个政党合作 ，组成联合政府 。 自 由党作为 当 时的第

二大党在政策纲领取 向上是工党合作对象的不二选择 。 工党也成功地

和 自 由党联合组 阁 ，逐渐从议会政党变成执政党 ，并在此过程 中通过比

自 由党更具有 回应性的政策获得 了 自 由党部分群体的支持 ， 成为英 国

左翼势力 的正统代表 。 工党在 １ ９２２ 年的大选 中获得 了１ ４ ２ 个席位 ， 正

式取代 自 由党成为英 国第二大党 ，并于 １ ９２４ 年 １ 月 组建了第一届工党

自 由党联合政府 。 工党 的第一次执政只持续 了９ 个月 就宣告结束 ， 之

后又在 １ ９２９ １ ９３ １ 年短暂执政 ， 并于
“

二战
”

期 间在温斯顿 ？ 丘吉尔

（Ｗ ｉｎｓ ｔｏｎＣｈｕｒ ｃｈ ｉ ｌ ｌ ） 的领导下加人联合政府 。 总体而言 ， 当时英 国 的保

守党 自 由党两党格局极大地限制 了工党的发展 。 工党要想成为建制

政党 ，在英国 当时以单一选区多数制 为主 的选举制度 自 然倾 向 于两党

制的背景下 ，就必须取代保守党或者 自 由 党 。 在选民结构短时 间 内很

难改变的情况下 ，工党 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决定 了其无法取代保守

党 。 所以 ，取代 同为左翼政党 的 自 由党就成 了工党唯一的选项 。 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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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和 自 由党进行务实合作而非通过激烈对抗 以 凸显 自 身主张的方

式 ，成功取代 了 自 由党 。 激烈对抗 固然可 以 凸显工党和 自 由党的不 同 ，

但是也会扩大左翼选民 内部的分裂 ， 使后续整合更加 困难 。 在 当 时马

克思主义思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 ，通过合作逐渐取代 自 由党不失为工

党获取政权的最快道路 。

（
二

） 社会经济结构

随着 １ ８ ６７ 年和 １ ８ ８４ 年英 国 的体力 劳动阶级获得选举权 ，英 国 的

选民结构朝有利于工党的方向发生 了变化 。 工业革命改变 了几乎所有

产业的生产关系 ，雇主和熟练工密切合作的个体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

以工厂为主体 、非熟练工为主导的团体生产方式 。 就选民结构而言 ，工

业革命所带来的变迁主要在于大量的非熟练工团体形成 ， 而这些非熟

练工效仿熟练工组成 了强有力 的工会 ，从根本上改变 了英 国左翼势力

的版图 。 １ ９ １ ８ 年和 １ ９２８ 年通过的两项扩大选举权的法案使整个形势

朝 向更有利于左翼政党的方向发展 。
１ ９ １ ８ 年修改的 《人民代表法 》全面

取消 了将财产和选举权挂钩 的限制 ， 使选民人数从 ８ ００ 万增加到 ２１ ００

万 。
１ ９２８ 年修改的 《人民代表法 》则取消 了妇女在选举权方面的 限制 ，

实现了男女平等参与选举 。 低收入人群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选

民都是左翼政党 的重要票源 。 自 由 党作为 当 时英 国 的左翼建制政党 ，

本来有机会接收这些新获得选举权的选 民 ，但是 由 于 当 时 自 由 党 的组

织结构相当僵化 ，地方团体组织大部分被商人 、 自 由 职业者和新教教士

所垄断 ，新涌现的劳工团体 、低收入人群及女性代表在党 内很难有上升

通道并成为候选人 。

？ 在新晋的大量选民无人代表的背景下 ， 工党顺理

成章地成了这些选 民 的喉舌 。 随着世俗化教育在英 国不断推广 以及

“

新工联主义
”

（Ｎ ｅｗＵｎ ｉｏｎ ｉ ｓｍ ）在英 国社会的持续发酵 ， 工会的社会基

础不断扩大 。 在这些社会经济结构性 因素 的共 同作用下 ， 工党加快 了

① 亨利 ？ 佩林 ： 《英 国工党简史 》 ， 江南制 造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 ， 上海人 民 出版

社 ，
１ ９７ ６ 年 ，第 １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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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自 由党成为英国左翼势力正统代表的过程 。

（三 ） 组织改革与领导方式

劳工代表委员会在成立之初 由非熟练工人工会 、独立工党 、社会民

主联盟和费边社组成 。 由于这些团体包括了左翼从极端势力 到温和势

力 的各种力量 ，可 以说工党在成立之初就具有一种 以选举为导 向 的全

方位型政党 （ ｃａ ｔ ｃｈ ａ ｌ ｌ
ｐａ

ｒ ｔｙ ）倾 向 。 在进入议会之后 ， 工党 的组织通过

委任全国性的工作人员和视察选区 的专职党务人员来促进议会外党组

织在地方的发展 ，工党 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到苏格兰等原先从未涉足 的

地区 。

？ 作为从群众运动 中发展起来 的
“

外生型政党
”

， 相较于作为
“

内

生型政党
”

的保守党和 自 由党 ，工党在发展地方党组织并扩大影响力方

面本身就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 地方势力 的增强也使工党可 以在接收

大量新晋选民的 同 时蚕食掉 自 由党 的支持群体 ， 使工党在议会 中 的议

员人数不断增加 。 随着工党议会外党组织在地方的不断发展 以及工党

在下议院议员席次的增加 ， 工党逐渐从议会外党组织单头领导发展为

由议会党团和议会外党组织双头领导的政党 。
１ ９０７ 年的工党全国代表

大会将这种双头领导 、 以党领政的模式制度化 ， 通过了如下决议 ：

“

下议

院议会党团应当根据党全 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行动 ，但行动 的方式

和时机 由议会党 团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共 同决定 。

”？议会党 团影响力

的增强也使得工党对于选 民 的需求更加敏感 ， 使党 的 回应性增强 。 另

一个工党组织改革体现 以选举为 中心 的全方位型政党倾 向 的例子是 ，

１ ９２〇 年 ， 时任工党领袖 的亚瑟 ． 韩德逊 （Ａ ｒ ｔｈｕ ｒＨ ｅｎｄｅ ｒ ｓｏｎ ） 拒绝 了英

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 申请 ，理 由是英 国共产党 的 目标与工党 的党章 、原

①亨利 ？ 佩林 ： 《英 国工党简史 》 ， 江南制 造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 ， 上海人 民 出版

社 ，
１ ９７ ６ 年 ，第 ３ ４ 页 。

②Ｌａｂ ｏｕ ｒ Ｐａ ｒ ｔｙ ，Ｒ ｅｐｏ ｒ 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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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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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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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５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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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３ 月１ ２日 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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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与纲领不一致 。

？ 韩德逊十分惧怕英 国共产党 的加入会使工党 的形

象极端化 ，从而危及工党的选举 。
１ ９２２ 年的大选中 ，工党获得了下议院

４ １ ４ 席次中的 １ ４２ 席 ， 正式取代 自 由党成为英 国议会的第二大党 。 随着

议会党团势力 的扩张 ， 工党原先 由议会党 团和议会外党组织共 同领导

的平衡开始 向议会党 团倾斜 ， 拉姆齐 ． 麦克唐纳 （ Ｒａｍｓａｙ
Ｍａ ｃＤｏｎａ ｌｄ ）

成为第一个被称为工党 的
“

主席和领袖
”

的人 ， 完成 了党组织和领导方

式一元化的转变 。 在新的领导体制下 ， 工党在 １ ９２３ 年的选举 中获得 了

１ ９ １ 席 ， 虽然没有办法单独过半 ， 但是也获得 了 和 自 由 党组成联合政

府的机会 。 麦克唐纳在第一届工党 自 由党联合政府 中担任首相兼外

交大臣 。 虽然很快在 １ ９ ２４ 年输掉选举 ， 但麦克唐纳领导 的工党 在

１ ９ ２ ９ 年卷土重来 ， 获得 了 下议院 ２ ８ ８ 席 ， 再次和 自 由 党 组成联合政

府 。 工党初尝政权的两次经历都是在麦克唐纳 的领导下获得 的 。 但

是在 １ ９３ １ 年 ， 在
“

大萧条
”

的压力之下 ， 由 于和工党关于削减财政支

出 的政策有所分歧 ， 麦克唐纳宣布脱离工党 ， 筹组新 的 国 民工党 ， 重

新进行大选 。 在新一轮选举 中 ， 由 于麦克唐纳作为党领袖惊人 的脱

党行为 ， 工党遭遇 了惨痛 的失败 。 国 民工党 和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 ，

麦克唐纳 自 任首相 。 麦克唐纳对于工党 的背叛也宣告 了工党第一次

执政的结束 。

（ 四 ） 意识形态与政策纲领

工党进入议会并重塑英国原有政党格局的过程是通过政策纲领 回

应选民结构变迁的成功范例 ， 是能动 因素与结构 因 素 的完美结合 。 工

党作为社会主义政党 的标志是 １ ９ １ ８ 年通过的党章第 四条
“

公有制条

款 在生产资料 、分配方式和市场交换都是公有制 ， 以及人民对全部

工业和服务业可 以进行最大程度 的管理和控制 的制度 的基础之上 ， 使

体力劳动者和脑力 劳动者获得他们劳动 的全部成果 ， 并实行可行的最

① 亨利 ？ 佩林 ： 《英 国工党简史 》 ， 江南制 造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 ， 上海人 民 出版

社 ，
１ ９７ ６ 年 ，第 ５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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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分配 。

”
？同年 ， 工党也颁布 了实现上述条款的 四大具体政策主

张 ： 第一 ， 以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劳动条件和 ４８ 小时制 的每周最长工作

时间为
“

国 民最低标准
”

的主张 ； 第二 ， 以工业 国 有化为最高 目 标的
“

工

业民主化
”

主张 ； 第三 ， 以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力度来提供社会福利

的
“

国家财政革命
”

主张 ； 第四 ， 以扩大全民可享受的文化和体育资源为

目 的的
“

用于公共利益的余额
”

主张 。 但是这些政策纲领对于选民 的 回

应和许诺更多是建立在选前 的宣传和动员 上 ， 而非选后 的执政上 。

？

１ ９２２ 年和 １ ９２９ 年两次大选后 ， 虽然工党都主导 了联合政府的成立 ，但

是 由于联合政府 中有 自 由 党 的牵制 ， 工党无法彻底施行社会主义政策

纲领 。 除了 出 台 《住宅法 》这一以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外 ，

？

第一届麦克唐纳 内 阁 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外交层面 。 工党政府无条件承

认了苏联政权的合法性 ，并大大改善了英苏关系 。 但是 ， 这也给 了保守

党机会 ，宣传工党屈服于极端左翼势力 。 与对外关系政策不断取得成

果形成鲜明对照 的是工党政府在 国 内政策方面乏善可 陈 的政绩 。 因

此 ， 当保守党大力宣传工党
“

通苏
”

时 ，工党没有办法通过其他议题来进

行反击 ，最终导致了其在 １ ９２４ 年选举 中的失败 。

１ ９２９ 年大选之后 ，第二届麦克唐纳政府很 明显汲取 了 第一次执政

时重外交 、轻 内政的教训 ，但是 由 于始终受到 自 由 党 的牵制 ， 工党还是

无法推行较彻底的社会主义纲领 。 在 自 由党和 当时流行的古典 自 由 主

义经济学思想的限制下 ，麦克唐纳所领导的工党 自 由党联合政府在面

对
“

大萧条
”

时采取 了致力 于收支平衡的 限制公共支 出政策 ，这也引 发

了工党党 内 的强烈反对 ，最终导致了麦克唐纳和工党分道扬镳 ， 使工党

在两次短暂的联合执政后长期在野 。 工党短暂执政 ， 迅速失去政权 ，很

大程度上是 由于其核心的社会主义政策纲领和意识形态在执政过程 中

０Ｔｕｄ ｏ ｒ
Ｊ ｏｎ ｅｓ

，Ｒｅｍａｋ ｉｎｇ
Ｌ ｈ ｅＬａｂｏ ｒＰａ ｒ ｌｙ ：ＦｒｏｍＧａ ｉ ｌ ｓｋ ｅ ｌ ｌ Ｌ ｏＢ ｌａ ｉ 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 ｔ

ｌ ｅｄｇｅ ，１ ９ ９６
，ｐ ． ４ ．

② 亨利 ？ 佩林 ： 《英 国工党简史 》 ， 江南制 造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 ， 上海人 民 出版

社 ，
１ ９７ ６ 年 ，第 ４７４８ 页 。

③ 亨利 ？ 佩林 ： 《英 国工党简史 》 ， 江南制 造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 ， 上海人 民 出版

社 ，
１ ９７ ６ 年 ，第 ６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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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体现出来 。 执政却无法施政的局面导致 了两个结果 。 第一 ， 工党

无法通过政策纲领 回馈作为其核心选 民 的劳工团体 ， 导致劳工 团体 的

支持热情和工党政权稳定性降低 。 第二 ， 工党无法通过证明左翼政策

的有效性来吸引更多选民 ， 扩大 自 身的执政基础 。 不过 ， 工党 自 由 党

联合政府的失败也使左翼选民作为整体开始反思 ， 是否应该对两党做

出取舍 ，使单一政党作为左翼势力 的代表进行执政 。 相 比于 自 由党 ，工

党的政策纲领和意识形态都更能保护英 国社会中逐渐增多 的劳工阶级

和受到
“

大萧条
”

侵袭 的社会弱势群体 ， 这也为
“

二战
”

后工党 的崛起奠

定了基础 。

三
、
工党的兴盛与危机 （

Ｉ９４５
—

Ｉ９７９
）

在
“

二战
”

结束后 的第一次选举 中 ， 克莱 门 特 ？ 艾德礼 （ Ｃ ｌ ｅｍｅｎ ｔ

Ｒ １ Ｃｈａ ｒｄＡ ｔ ｔ ｌ ｅ ｅ ）领导下的工党 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刚刚率领英 国获取
“

二

战
”

胜利 的丘吉尔所领导的保守党 ， 成立 了第一个工党多数政府 ， 这也

是欧洲历史上第二个不受其他执政联盟团体 （例如 自 由党 ） 干扰 、单独

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 （第一个是挪威工党 ） 。

？ 在此次选举 中 ， 工党获得

了３ ９３ 席的绝对多数 ， 而 自 由党仅仅拿下 了１ ２ 席 。

（

一

） 政治结构

如果说 １ ９００ 年至 １ ９４５ 年间英 国 的政治结构是 由保守党和工党 自

由党左翼联盟轮流执政所构成的
“

三党政治
”

的话 ， 那么 １ ９４５ 年之后 的

英国正式进入了保守党 工党主导的
“

两党政治
”

结构 。 尽管新两党政

治结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 由 于工党相较于 自 由党对左翼选 民更具有

回应性 ，但是 １ ９４９ 年通过的 《人民代表法 》加强并维持 了英 国两党政治

的倾向 。 在此次修法中 ，英国 的选举制度全面调整为单一选区多数制 ，

① 唐纳德 ？ 萨松 ： 《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 ， 姜辉 、 于海青 、 庞 晓 明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
２ ００ ８ 年 ，第 １ ４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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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了大学选区和双席选区 。 复数选区 的全面废除也预示着多党政治

基本失去了制度基础 。 在 １ ９４５ １ ９７９ 年这 ３ ０ 多年间 ， 工党在 １ ９４５

１ ９ ５ １ 年 、
１ ９６４ １ ９７０ 年和 １ ９７４ １ ９ ７９ 年获得 了 三次单独执政的机会 ，

奠定了其作为英 国政治结构 中建制政党的地位 。

（
二

） 社会经济结构

在臭名 昭著的
“

不满 的冬天
’ ’

（Ｗ ｉｎ ｔ ｅ ｒｏ ｆＤ ｉ ｓｃｏｎｔｅｎ ｔ ） 罢工之前 ， 民

意调查显示工党在 １ ９７９ 年的选举中将战胜保守党继续执政 。

？ 即使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饱受 由 国 际石油危机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 大部分英

国 民众仍然相信
“

工会 工党
”

所组成的法 团 主义 同盟是 国家稳定发展

的基石 ， 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也使得英 国有大量的工人阶级选 民

处于 由工会和工党组成的法团主义联盟之中 。 这样的选民结构不仅仅

是工党有意识的决策所造成的 ，也和左翼思潮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 内

的流行有关 。 主张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弱势群体的福利 国家发展模式

使得社会民主党在
“

二战
”

之后 ２０ 年 内在全欧洲至少获得 了１ ／３ 的选

民支持 ，这种支持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依然在持续增

加 。

？ 但是这种有利于工党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在 １ ９７３ 年的石油危机

中被打破 。 油价的上涨导致了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并使经济增速大幅放

缓 ，终结了社会 民 主主义 的经济发展模式 。

？ 相较于 １ ９４５ 年前 的 ８ ０

年 ，在 １ ９４５ 年至 １ ９７０ 年之间 ，英 国 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提高 了３

倍之多 。 但是 １ ９７０ 年之后 ，石油危机导致的全球性通胀使英 国 的各项

经济指标 （ＧＤＰ 、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 ）都下降了 ，但是物价却上升 了 。

④

以通胀率为例 ，英 国在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和 ２０ 世纪 ６ ０ 年代的通胀率都不

①Ｃｏ ｌ ｉｎＨ ａｙ ，
“

Ｎａ ｒ ｒ ａ ｔ ｉｎｇ
Ｃ ｒ ｉ ｓ ｉ ｓ ：ＴｈｅＤ ｉ ｓ ｃｕ ｒｓ ｉ ｖｅＣｏｎ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ｉ ｏｎｏ ｆｔｈ ｅＷ ｉｎ ｔ ｅ ｒｏ ｆＤ ｉ ｓ ｃｏｎ

ｔｅｎｔ
，

＂

Ｓｏ ｃ ｉ ｏ ｌ ｏｇｙ ，Ｖｏ ｌ ． ３ ０
；Ｎｏ ． ２

，１ ９ ９ ６ ．

② 唐纳德 ？ 萨松 ： 《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 ， 姜辉 、 于海青 、 庞 晓 明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
２ ００ ８ 年 ，第 ３ ８ 页 。

③ 唐纳德 ？ 萨松 ： 《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 ， 姜辉 、 于海青 、 庞 晓 明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
２ ００ ８ 年 ，第 ５ １ ０ 页 。

④ 唐纳德 ？ 萨松 ： 《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 ， 姜辉 、 于海青 、 庞 晓 明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
２ ００ ８ 年 ，第５ ０ ８５ ０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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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５％ ，
１ ９７３ 年随着石油输出 国组织 （ ＯＰＥＣ ） 大幅提高油价 ，英 国在

１ ９７ ５ 年的通胀率竟然达到 ２ ５ ％ 。 同样地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的失业率和

经济增长率都出现了负面波动 ， 失业人 口 达到 １ ２ ５ 万人 ， 而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不到 ４５ 万人 ；

１ ９７３ １ ９７９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下降至 １ ．４％ ， 而

１ ９４８ １ ９７３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２ ．８％ 。

？ 即使选 民结构有利于工

党 ，但是石油危机引发的英 国经济疲软也成为工党在 １ ９７９ 年被迫下 台

的重要原因 。

（三 ） 组织改革和领导方式

工党在这一 日寸期的组织运作特点是议会党 团和议会外党组织的矛

盾增多 。 如前文所述 ， 作为外生型政党 ， 工党利用议会外党组织 ， 动员

群众力量并发展基层实力 的能力 ， 相较于 内生型政党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 。 尽管发展初期具有优势 ，但是外生型政党 由 于具有强大的议会

外党组织影响党的决策 ，其建制化之后在竞争性选举制度 中不得不面

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 中遗 留下的强大的议会外党组织和 以选举为导 向

的议会党团之间关系 的问题 。 当党的领袖具有协调议会党 团和议会外

党组织的能力时 ，这样的问题会被暂时掩盖 。 但是 ， 当党的领袖是没有

群众运动和工会经历的 中产阶级代表时 ，议会党 团和议会外党组织 的

冲突就会凸显出来 。 为 了在制度层面缓解党政之间 的 冲突 ， 工党在此

期间删除了议会党团在 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汇报工作的过程 中对党代

表提问 的环节 。

？ 这一偏 向议会党 团 的改革使议会党 团表面上更少受

到议会外党组织的制约 ，但是实际上却使议会党 团和议会外党组织 的

矛盾从台上转移到台下 ， 并逐渐积累 。 在詹姆斯 ？ 卡拉汉 （ Ｊａｍｅ ｓＣａ ｌ

ｌａｇ
ｈａｎ ）

政府未和议会外党组织 沟通就自 行决定将薪资涨幅 限制在５ ％

以 内时 ， 日积月 累 的矛盾就爆发 了 ， 工会针对卡拉汉政府发动 了
“

不满

①比尔 ？ 考克瑟 、林顿 ？ 罗宾斯 、罗伯特 ？ 里奇 ： 《 当代英 国政治 》 ， 孔新峰 、 蒋鲲译 ， 北京

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０ ９ 年 ，第 ６ ６ 页 。

② 谢峰 ： 《政治演进与制度变迁 ： 英 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３ ５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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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冬天
”

大罢工 。 卡拉汉政府希望使用党 内 的程序强行推动薪资限增

政策 ，使议会外党组织无法在体制 内对其政策进行反抗 。 中产 阶级 出

身的卡拉汉显然缺乏对议会外党组织 的 了解 ， 也低估 了工人们 的愤怒

程度 。 如果说工党在 １ ９４５ 年的东 山再起部分可 以归功于艾德礼具有

整合议会外党组织和议会党团 的能力 ，工党在 １ ９７９ 年的失败也有一部

分要归咎于卡拉汉糟糕的沟通整合能力 。 此外 ， 在面对保守党和 《太 阳

报 》等右翼势力大肆宣传
“

不满的冬天
”

罢工造成的英 国社会混乱状况 ，

并将这种状况比喻为工会
“

勒索 国家
”

时 ， 卡拉汉在接受采访时火上浇

油地刻意淡化英 国社会 当 时所处 的情况 ， 并做了
“

危机 ？ 什么危机 ？

”

（ Ｃｍ １ Ｓ ？Ｗｈａ ｔＣｍ １ Ｓ ？ ） 的著名发言 ，使
“

凯恩斯主义危机
”

进一步加剧 。

愤怒的英国 民众对工党的信心也降到了
“

二战
”

之后的最低点 。

（ 四 ） 意识形态与政策纲领

工党在战后的兴盛和左派政策纲领的成功运用有关 ， 并 因此深刻

改变了英国社会 。 在 １ ９４５ 年的选举过程 中 ，工党大力宣传党章第 四条

中公有化和 国有制两条原则 ，并在选举宣言 中 明确指 出 ， 工党 的 目标就

是建立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共 同体 。

① 工党借助于 因罗斯福新政而正 当

性达到顶峰的凯恩斯主义 ， 大力 推广左派政策 。 虽然 当 时丘吉尔 的声

望如 日 中天 ，但是 由于左派政策对于选 民 的吸引力 ，也 由于凯恩斯主义

在美国 的成功达到 了最高峰 ， 工党乘势而上 ， 重新执政 。 在执政期 间 ，

工党政府以充分就业为最高 目标 ，大力 推动 国有化 ， 根据客观需求提供

福利经济 ，

？设立全民免费 的 国 民 医疗服务体系 （ＮＨＳ ） 以及免费的基

础教育 ，

？使原本在英国备受争议的
“

从摇篮到墓地
”

的福利 国家体系成

为
“

战后共识
”

（ Ｐ〇 ｓ ｔ ｗａ ｒｃｏｎ ｓ ｅｎ ｓｕ ｓ ） 。 在这一时期 ， 工会和工党形成的

①Ｌａ ｉｎＤａ ｌ ｅ
，ｅ ｃＬ

，

Ｌａｂｏ ｒ Ｐａ ｒ ｔｙＧｅｎｅｒａ ｌＥ ｌ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Ｍａｎ ｉｆｅ ｓ ｔ ｏ ｓ １ ９００  １ ９９ ７
，

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Ｒｏｕ ｔ ｌ ｅｄｇｅ ，２ ０ ００ ，ｐｐ ． ５ ４ ５ ６ ．

② 莫舍 ？ 摩尔 ： 《政党 制度 的 比较分析 》 ， 高千雯译 ， 台 湾韦 伯 文化 国 际 出 版有 限公 司 ，

２ ０ ０ ５ 年 ，第 
２ ３ ８２ ３ ９ 页 。

③ 托尼 ？ 布莱尔 ： 《新英 国我对
一个年轻 国家 的展望 》 ， 曹振寰等译 ， 世界知识 出版

社 ，
１ ９９ ８ 年 ， 第 １ ６ １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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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团主义联盟使工党被英 国 民众高度信任 ， 并认为只有工党可 以驾驭

工会 ， 而保守党执政就意味着工会的罢工和政局 的高度不稳定 。 由 于

艾德礼所领导的工党具有 出色的政绩 ， 保守党也不得不接受凯恩斯主

义所设定的充分就业和福利 国家的战略 目 标 。 当时的英 国成为 国家调

控市场取得经济增长的成功范例 ， 形成的
“

战后共识
”

和福利 国家体系

直至今 日依然影响着西方社会 。

工党的左翼政策纲领 固然巩 固 了 自 身 的执政地位 ， 但是工党在

１ ９７９ 年的危机也是因为工党推行的左翼政策纲领逐渐教条化 ， 无力 面

对国际结构性因素的挑战 。 卡拉汉政府受限于充分就业的最高政策 目

标 ，在面对国 内通货膨胀危机时继续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 ，进一步加重

了英国 国 内 的通胀 。 虽然卡拉汉政府 向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借款 ，

并根据其要求采取 了一部分货币 主义政策来抑制通胀 ，但是卡拉汉政

府并没有采取更彻底 的货币政策来解决通胀危机 。 最终 ， 工党 战后最

依赖的法团主义 同盟 工会 工党联盟也在选前因 为通胀危机而支

离破碎 。 作为工党最坚定支持者的工会发起了大罢工 ，抗议工党政府

在薪资协议谈判过程 中对工会的强硬态度 。

？ 罢工导致工党长期 以来

比保守党更善于处理和工会关系 的 印象被打破 ， 因而在 １ ９ ７９ 年的选举

中大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

四 、
工党的转型与困顿 （

１９乃一２〇２ １
）

工党在输掉了１ ９７９ 年的大选后 ， 经历了 连续 四次大选的失利 。 但

在
“

第三条道路
”

的旗 帜下转型为
“

新工党
”

之后 ， 在布莱尔 的领导下工

党成功上台并长期执政 。 工党在改旗易 帜后的新政治形势下又面临迷

失方向 的困境 。

①Ｃｏ ｌ ｉｎＨ ａｙ ，
“

Ｎａ ｒ ｒ ａ ｔ ｉｎｇＣ ｒ ｉ ｓ ｉ ｓ ：ＴｈｅＤ ｉ ｓ ｃｕ ｒｓ ｉ ｖｅＣｏｎ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ｉ ｏｎｏ ｆｔｈ ｅＷ ｉｎ ｔ ｅ ｒｏ ｆＤ ｉ ｓ ｃｏｎ

ｔｅｎｔ
，

＂

Ｓｏ ｃ ｉ ｏ ｌ ｏｇｙ ，Ｖｏ ｌ ． ３ ０
；Ｎｏ ． ２

，１ ９ ９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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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政治结构

在英国单一选区多数制 的选举制度下 ， 即使工党无法提 出 新 的吸

引选民 的政策 ，其与保守党所形成的卡特尔式政党体制也可 以 在英 国

继续维持 。 在 民粹主义政党大行其道 的西欧 ， 只有英 国没有 民粹主义

政党在议会中获有大量的席位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单一选区多数制

的选举制度而非英国政治的本质所决定的 。 两党政策的趋 同化和 中 间

化使处在政治光谱左右两边 的大量选 民无法被代表 ， 导致了 虽然卡特

尔政党体制外鲜有 民粹主义政党在议会 中获得席次 ， 卡特尔政党体制

内却出现鲍里斯 ？ 约翰逊 （ Ｂｏ ｒ ｉ ｓＪ ｏｈｎ ｓｏｎ ） 和杰里米 ？ 科尔宾 （ Ｊ ｅ ｒ ｅｍｙ

Ｃｏ ｒｂｙｎ ）这样的民粹主义政党领袖 。

？ 这是英 国政党竞争制度卡特尔化

所导致的建制政党 民粹化效应 。 以工党为例 ， 布莱尔领导的
“

新工党
”

虽然短期 内使工党重新执政 ，但是也使工党脱离 了 自 身核心选民 。 这

导致了在英 国没有政党可 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 科尔宾也正是在大

量工人阶级因为没有政治代言人以及缺乏满意的政策纲领所产生的愤

怒之下 ，被基层党员 推上 了工党领袖 的位置 。 总而言之 ， 虽然 １ ９７９ 年

之后的政党结构使工党在与保守党 的竞争 中 总体处于不利 的态势 ，但

选举制度和其他政党 的乏力使工党可 以继续处在第二大党 的位置 ， 通

过等待保守党犯错来重返执政 。 布莱尔 的工党在 １ ９９７ 年成功通过这

种方式实现了政权的转移 ， 而凯尔 ？ 斯塔莫 （Ｋ ｅ ｉ ｒＳ ｔａ ｒｍｅ ｒ ）领导的工党

还在继续等待 。

（
二

） 社会经济结构

１ ９７９ 年的大选不仅仅是工党 的一次简单败选 ， 也宣告了英 国从战

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正式转 向新 自 由 主义发展模式 。 这样的

转变在选民结构方面对于工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 撒切尔夫人上台之

①Ｊ ｏｎ ａｔｈ ａｎＨ ｏｐｋ ｉｎ
，Ａｎ ｔ ｉ ｓｙ ｓ ｔ ｅｍ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Ｔｈ ｅ Ｃｒ ｉ ｓ ｉ ｓｏｆ 

Ｍａ ｒｋ ｅ ｔＬ ｉ ｂｅｒａ ｌ ｉ ｓｍ ｉｎＲ ｉ ｃｈＤｅ

ｍｏ ｃ ｒａ ｃ ｉ ｅ ｓ
 ，

Ｏｘ ｆｏ ｒｄ ： Ｏｘ ｆｏ ｒｄ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Ｐ ｒ ｅｓ ｓ

，２ ０２ ０ ， ｐ
．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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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力推行去工业化和紧缩政策 ， 强硬打压工会 ，并不再以充分就业为

经济治理的最高 目 标 ， 将经济发展 的最高 目 标替换为抑 制通货膨胀 。

这一系列政策导致了英国工人阶级的 比例持续下滑 。 根据 国家读者调

查 （ 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Ｒ ｅａｄｅ ｒ ｓｈ ｉｐＳｕ ｒｖｅｙ 

） 的 数 据 ， 英 国 半 熟 练 工 以 下 阶 级

（ Ｃ２ＤＥ ）在 １ ９６８ 年 占英 国总人 口 的 ６ ５ ％ ， 到 １ ９９８ 年只 占 ５ ２％ ，
２ ０ １ ５ 年

则跌到 了４５ ．８ ％ 。

？—系列 由保守党推行的政策所造成的英 国选民结

构变化加强 了保守党维持政权的基础 ， 使工党传统的左翼政策纲领失

去了群众支持 。 选民结构的 中产阶级化驱使布莱尔的
“

新工党
”

将选举

争取和动员 的重点从工人阶级转移到 中产阶级身上 。

（三 ） 组织改革与领导方式

工党通过党 内领袖选举的 民主改革为
“

第三条道路
”

成为工党的意

识形态奠定 了制度基础 。 在 １ ９２２ 年至 １ ９８ １ 年间 ，工党领袖在下议院议

员党团 中 ，通过议员一人一票的秘密投票产生 。

？ 为 了更广泛地吸纳工

人阶级的不 同意见 ， 工党在 １ ９８ １ 年推动 了政党领袖选举的改革 ， 将选

举团从议会党 团 扩展 为议会党 团 、 选 区工党 和工会 （ ３ ０％＋３ ０％
＋

４０％ ）三部分组成 。

？ 工党 ２０ １ ０ 年的党章则在党的领袖选举办法中压

缩了工会的话语权 ，将议会党团 、选区工党和工会的投票 比重修改为各

占 １ ／３ ，并在议会党 团的话语权 中增加 了欧洲议会议员 的投票 。

？ 在党

领袖选举改革之前 ， 工党议员对于 民意的把握只能靠主观的猜测和工

会的反馈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党 内 的决策更偏 向提供 民意信息的工会 。

在新的制度下 ，党领袖的选举提供了党 内路线辩论的平台 ，使不 同 的意

识形态路线可以在党 内展开竞争 ，最终 由相对广泛支持者参与 的选举

①
Ｕ

ＵＫ Ｂｅ ｃ ａｍｅ Ｍｏ ｒ ｅＭ ｉ ｄｄ ｌ ｅ Ｃ ｌ ａ ｓ ｓ  ｔｈ ａｎ Ｗ ｏ ｒｋ ｉｎｇ 
Ｃ ｌ ａｓ ｓ  ｉｎ ２ ００ ０

，Ｄａ ｔ ａ Ｓｈｏｗｓ
，

Ｆｅｂ ｒｕａ ｒｙ

２ ０ １ ６
，

ｈｔ ｔｐ ｓ ：

／ ／ｗｗｗ ． ｔｈｅｇｕ ａ ｒｄ ｉ ａｎ ．ｃ ｏｍ／ｎ ｅｗｓ ／ ｄ ａ ｔ ａｂ ｌ ｏｇ／ ２０ １ ６ ／ ｆ ｅｂ ／２ ６ ／ ｕｋ ｍｏ ｒ ｅ ｍ ｉ ｄｄ ｌ ｅ

ｃ ｌ ａ ｓ ｓ ｔｈａｎ ｗｏ ｒｋ ｉｎｇ ｃ ｌ ａ ｓ ｓ ２０ ００  ｄ ａ ｔ ａ
，ａ ｃ ｃｅｓ ｓ ｅｄｏｎＦｅｂ ｒｕａ ｒｙ 

０ ３
，２ ０２ １ ．

② 亨利 ？ 佩林 ： 《英 国工党简史 》 ， 江南制 造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 ， 上海人 民 出版

社 ，
１ ９７ ６ 年 ，第 ５ ５ 页 。

（ ３ ）Ｒｏｂ ｅ ｒ ｔＭａ ｌ ｃ ｏ ｌｍＰｕｎｎ ｅ ｔ ｔ
，Ｓｅ ｌ ｅｃ ｔ ｉｎｇ

Ｌｈ ｅＰａ ｒ ｌｙＬ ｅａｄｅ ｒ ：Ｂｒ ｉ ｔａ ｉｎ ｉｎＣｏｍｐａ ｒａ ｔ ｉ ｖｅＰｅｒ

ｓｐｅｃ ｔ ｉｖｅ
 ，

Ｎｅｗ Ｙｏ ｒｋ ：Ｍａｃｍ ｉ ｌ ｌ ａｎ Ｉｎｔ 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ｌＨ ｉｇｈｅ ｒ Ｅｄ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
，１ ９９ ８

， ｐ ． １ ０ ６ ．

④ 吕 楠 ： 《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 ： 英国 》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年 ，第 ３ ９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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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整合党 内不同 的利益团体 。 此外 ， 在扩大党 内 民 主 的 同时 ，也加强 了

党领导层的权威 。 在布莱尔上 台之后 ， 通过钳制议会外党组织 的方法

解决了议会外党组织和议会党 团冲突的问题 。 由于议会外党组织主要

由工会把持 ，所以其所做出 的决议极端偏左 ， 不符合议会党 团 中需要选

举的议员 的利益 ， 所 以 常常导致党做 出 的决议无法约束议员 的行为 。

为了解决这种党政冲突 ，工党做出 了 三大改革 ： （ １ ） 布莱尔在 当选党魁

后 ，在党 内建立 由议会党团主导的
“

全国政策论坛
”

等决策机构 ， 决定党

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设置 ， 使工会所主导的极端议题无法进入大会讨

论和表决 。 （ ２ ） 布莱尔增加了议员在党的领导机构 中 的 比例 ，减少 了工

会和选区工党的代表比例 。 根据工党 １ ９９７ 年的全国执委会构成 ，
３ ２ 人

的全国执委会中将工会名额降至 １ ２ 人 ，并加入 ６ 名不需要 由选举产生

的议会议员名额 。 （ ３ ） 提高普通议员挑战党领袖的 门槛 ，使党的领导和

政策更具有连续性 。
１ ９８ ８ 年 ， 时任工党领袖金诺克将普通议员挑战党

领袖的动议门槛从需要 ５ ％ 的议会党 团议员 支持上调至 ２０％ ， 使极端

左翼势力 挑 战 现任党 领袖变得几乎 不可 能 ， 使得党 的 稳定性 大大

增强 。

？

虽然党 内 民主改革使工党重新获得 了整合党 内极端势力 与党 内 温

和势力 的途径 ，但是在 １ ９９７ 年重新获取政权之后 ， 工党 的干部选拔只

倾向于有特定背景 的人选 ， 使党 内 精英和基层党员 的隔 阂越来越深 。

工党在布莱尔上台之后 ， 大量启用没有工会和工人阶级背景 的干部 。

？

干部选拔背景精英化的问题 ， 在爱德华 ？ 米利班德 （ Ｅｄｗａ ｒｄＭ ｉＵｂａｎｄ ）

和科尔宾的任上也没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 这使得工党在 ２０ １ ０ 年之后

无法有效整合党 内极端派与党 内 温和派 ， 很大程度上造成 了最近连续

多次选举的失利 。

① 谢峰 ： 《政治演进与制度变迁 ： 英 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１ ６ ５ １ ７ ９ 页 。

（ ２ ）Ｇｅ ｏ ｆ ｆ ｒ ｅｙＥｖａｎ ｓ ａｎｄ
Ｊ ａｍｅｓ Ｔ ｉ ｌ ｌ ｅｙ ，Ｔｈ ｅ Ｎｅｗ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ｏｆ 

Ｃ ｌａ ｓ ｓ ：Ｔｈ ｅ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 Ｅｘｃ ｌ ｕ ｓ ｉ ｏｎ

ｏｆ 

ｔｈ ｅ Ｂｒ ｉ ｔ ｉ ｓｈＷｏ ｒｋ ｉｎｇ
Ｃ ｌａ ｓ ｓ

，Ｏｘ ｆｏ ｒｄ ：Ｏｘ ｆ ｏ ｒｄＵｎ ｉｖｅ ｒ ｓ ｉ ｔｙ 
Ｐ ｒ ｅｓ ｓ

，２０ １ ６
，

Ｃｈａｐ ｔ ｅ ｒ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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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

布莱尔的
“

新工党
”

的政策纲领通过迎合 （而非重塑 ）这样的选民结

构变化重新上台 。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保守党支持率逐渐式微的时

期 ，布莱尔并没有借鉴撒切尔夫人在 １ ９７９ 年采取的攻击政敌的政策纲

领并提出截然不 同 的替代政策纲领的选举策略 ， 而是采取大幅 向保守

党的政策纲领靠拢并混杂一定程度 的社会福利政策 的选举策略 。 在

１ ９９７ 年的选举之前工党所发布的选举政策纲领 中 ， 布莱尔 的
“

新工党
”

在再分配政策 、工会政策 、教育政策等一系列关于 国家 市场二元关系

的大政方针上都 向保守党靠拢 ， 而只在一些非常细微的社会福利政策

上与保守党相区隔 。 不仅如此 ， 布莱尔上 台之后对于工党党章第 四条

的修改正式标志着
“

第三条道路
”

从左右意识形态的划分上将工党从激

进左翼政党重新定位为 中 间偏左政党 。 这样一种几乎全面 向新 自 由 主

义靠拢的政治策略被科林 ？ 海伊称为迎合政治 （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ｓｏ ｆａｃ ｃｏｍｍｏ ｄａ

ｔ １〇ｎ ） 。

① 这样的选举政策纲领脱离 了工党最坚定 的核心支持者 工

会和工人阶级 ，并将选举动员 的主要对象放在 了英 国 中产阶级的身上 ，

使工党在保守党表现极度糟糕的情况下在 １ ９９７ 年的选举 中获胜 。

“

新

工党
”

政策纲领的市场原教 旨主义化虽然使工党重新执政 ，但是也使工

党在政策层面与保守党只有非常细微的差别 。 这也导致 了工党在 ２０ １ ０

年下台之后 ， 即使保守党在
“

脱欧
”

议题上的表现近乎灾难性 ，也无法重

新动员起英 国 民众对于工党的支持热情 。 英 国 民众在执政能力上对保

守党本就比对工党更有信心 ，

？工党 的政策纲领 向保守党靠拢 ， 使工党

一定程度上失去 了在政策层面和保守党竞争的能力 ， 使保守党在执政

能力上的印象优势更为明显 。

①Ｃｏｌ ｉｎＨ ａｙ ，Ｔｈｅ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ＮｅｗＬａｂｏｕｒ ： 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Ｆａ ｌ ｓｅＰｒｅ ｔ ｅｎｃｅ ｓ ？ ，

Ｍａｎ ｃｈ ｅｓ ｔｅ ｒ ： Ｍａｎ ｃｈ ｅｓ ｔ ｅ ｒ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Ｐ ｒ ｅｓ ｓ

，１ ９９ ９
，

Ｃｈ ａｐ ｔ ｅｒ５ ．

②Ｐａ ｔ ｒ ｉ ｃｋＳｅｙｄ ，
“

Ｔｏｎｙ 
Ｂｌ ａ ｉ ｒａｎｄ Ｎ ｅｗ Ｌ ａｂ ｏ ｒ

， 

”

 ｉｎ Ａｎ ｔｈｏｎｙ 
Ｋ ｉｎｇ ，ｅｄ ．

 ，Ｎｅ ｚｖ Ｌａｂｏｕ ｒＴｒ ｉ

ｕｍｐｈ ｓ ： Ｂｒ ｉ ｔａ ｉｎ ａ ｌ ｔｈ ｅ Ｐｏ ｌ ｌ ｓ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ＣＱ 

Ｐ ｒｅｓ ｓ
， １ ９ 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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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总结与启不

英 国工党百年
“

三起三落
”

的历史展现了左翼政党从外生型政党逐

渐体制化的过程 ，折射出社会主义政党在西方竞争性选举体制下 的机

遇和挑战 。 在 以往的研究 中 ， 学者们总是倾 向于在结构论或能动论 中

各执一端 ，分析和解释工党政治发展 中 的盛衰沉浮 。 本文 的上述分析

表明 ，无论是政治或社会经济结构 ，还是政党精英的领导能力或意识形

态选择 ， 均不是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的 。 毋宁说 ， 结构 因素与能动 因素

本来就是互相依存 、互相影响 的 ，
二者共 同发挥作用 ， 推动 了工党 的发

展 ，并形成了工党百年历史 中 的
“

三起三落
”

。 这就是一种结构论与能

动论的整合逻辑 。

结合工党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 ， 如果
一个政党要上 台执政并在政

治发展 中发挥主要作用 ， 以下三点特别值得引起重视 。 首先 ，政党意识

形态和政策纲领不能极端化 ，必须与时俱进 ，并在各种政治势力 中保持

竞争优势 。 工党在 １ ９７９ 年之后 的连续 四次大选失利证明 了党 内左翼

极端势力无法用激进的意识形态获得选举的胜利 ， 而科尔宾激进的 国

有化改革纲领在选举 中的失败也再次证明 自 我极化在竞争性选举中 的

脆弱性 。 布莱尔的
“

新工党
”

虽然通过
“

迎合政治
”

重夺 了政权 ，但是
“

迎

合政治
”

的后续不 良效应也导致了工党最近十余年的在野 。 迎合让工

党失去和保守党的根本区别 ， 因而只有在保守党表现十分糟糕时 ，工党

才能重新夺 回政权 。 作为左翼进步政党 ， 工党只有通过理论创新提 出

替代新 自 由 主义的新治理范式 ，才能持续保持英 国建制政党的地位 。

其次 ，政党组织必须不断进行改革 以提升 自 我调适和革新的能力 。

政党 自 我革新 以适应变迁的能力取决于党 内 民 主程序 的完善发展程

度 ，取决于政策与意识形态讨论的理性展开程度 ， 取决于党 内 干部的多

元选拔程度 。 在 ２０ １ ０ 年失去政权之后 ，工党并非没有想过通过革新来

重新获取政权 。 但是米利班德和科尔宾的改革都没有转换成政党的适

应性 ，前者无力唤起工党支持者的热情 ， 后者则无法被党 内 现代化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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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 党的组织结构设置不仅要扩大党 内 民 主 ， 也要树立权威 。 工党

的经验表明 ， 民主不仅是重要的理想追求 ，也是非常有效的信息获取工

具 。 党 内 民主作为优化党 内决策的工具 ， 使政党具有理性面对 问题的

能力 ，但是如果将民主作为政党发展的唯一 目 标而不加节制 ，政党就会

成为党 内不 同利益团体纷争的场所 ，从而无法形成有机团结的整体 ，更

遑论实现 良好的执政 。 党 内 民主建设的核心在于维持 民主和权威的巧

妙平衡 。 在现有的政党竞争体制和选举制度下 ， 只要工党加强组织 团

结并提出适应时代的政策主张 ，就存在重新上台和轮流执政的可能性 。

最后 ，政党必须不断提 筒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的能力 。 最近十年 ，

虽然遭遇了连续 四次大选失利 ，工党并非没有机会击败保守党 ， 重新执

政 。 两次选举所出现的
“

悬浮议会
”

说明保守党 因为
“

脱欧
”

等议题也并

未得到英国 民众完全的信任 。 工党在保守党失误连连 的情况之下 ， 依

旧没有重返执政舞台 的原因在于工党在面对最新 的不稳定 因 素时 ， 无

法做出有效的应对 。 在最热 门 的
“

脱欧
”

议题上 ， 工党模棱两可 的立场

使其失去了击败保守党最重要的机会 。 缺乏对 国 内最热 门议题的 明确

立场 ，使工党失去 了和保守党做出 区隔 的机会 ， 也失去 了在保守党处理

“

脱欧
”

问题进退失据之时 ， 在该议题上获取民意支持的可能性 。 虽然

英国 已经在法律意义上正式
“

脱欧
”

，但是长期而言 ，如何处理
“

脱欧
”

的

后续影响依然是英 国政治重要 的议题 ， 也是工党要想重返执政舞台无

法绕开的话题 。 在苏格兰公投议题上 的糟糕表现 ， 也使工党失去 了 在

苏格兰地区 的优势地位 。 如果米利班德采取一种更 中立 、 非激进化 的

选举策略 ，工党可能就不会失去在苏格兰地区 的主导地位 。 在保守党

民粹化和英 国既有 的两党制格局下 ， 工党应该密切关注保守党 的组织

改革和政策调整 ，并进行有效应对 ，这样才有重新执政的机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