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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综述 
 

孟军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亨廷顿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迄今国内外学者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

首先，是在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体系的概括上达成共识；其次，是深入研究了其政治稳定思想和政治制度化思

想；第三，是剖析了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变化。然而，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上存在着不足，这体现为亨

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连贯性并没有予以关注；国内对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有简约化处理的倾向；很少学

者去分析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因此，应深入研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批判性地借鉴其政治发展

理论，以构建 21 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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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于 1950 年代，兴盛于 1960 年

代，于 1970 年代衰落。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比较历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

物。他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一

是他出版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难以抉择》等

一系列著作①；二是他与迈隆·韦纳(Myron Weiner)组
织了哈佛——麻省理工的政治发展联合研讨会

(JOSPOD)[1]。该研讨会始于 1964 年，来自剑桥——

波士顿地区的学者们每月聚集到一起，就政治发展的

诸多论题展开讨论。这些论题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农

民、发展和种族关系、发展的外部和国际影响因素、

人口与发展、第三世界民主制度和过程的角色等等。

这对政治发展理论的繁荣起到了关键作用。 
政治发展理论虽然已经衰落，但是政治发展理论

所提出的重要命题、概念以及研究方法对政治学的发

展贡献颇多。那么，批判地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

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诸多裨益。本文

主要对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作研究述评，并

指出存在的问题，以期能够深化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

论的研究。 
 

一、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研究概述 
 

国外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始于 1970

年代。由于亨廷顿的文章和著作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深

远，而且立意新颖，约瑟夫·拉布隆巴拉 (Joseph 
LaPalombara)[2]、马克·克塞尔曼(Mark Kesselman)[3]

等学者对其著作发表书评。政治发展理论衰落以后，

威亚尔达(Howard J.Wiarda)[4]等学者在反思政治发展

理论的时候，高度评价亨廷顿的理论贡献。也有学者

如亚历山大·格劳思(Alexander J. Groth)[5]对亨廷顿的

政治制度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帕特南 (Robert 
Putnam)[6]和卡普兰(Robert Kaplan)[7]撰写的亨廷顿思

想传记，为我们全面了解亨廷顿的思想提供重要素材。

近年来学者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关注相对较少，佛

兰西丝·哈葛扁(Frances Hagopian)[8]等在评论当代政

治发展时提及亨廷顿的理论。 
我国港台的学者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关注在

1980 年代达到高峰。1982 年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

当代政治学巨擘书系，其中彭锦鹏[9]所著《政治安定

的设计家——韩廷顿》(台湾将“亨廷顿”译为“韩廷

顿”或“杭廷顿”)一书，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亨廷

顿的政治发展理理论。陈鸿瑜[10]、江炳伦[11]等学者也

对亨廷顿的理论作了中肯的评价。大陆学者在 1980
年代末期开始研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严博非[12]

在 1989 年的《读书》上撰文指出，亨廷顿的《变化社

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意义就在于抛弃“乌托邦”。

1990 年代，张星久[13]等探讨了亨廷顿政治发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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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王彩波[14]等从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变化角度

来论述。近几年来，岳世平[15]等探讨亨廷顿的政治发

展理论对我国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上述的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论题： 

(一)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体系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涉及到政治现代化、政治

衰朽、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政治参与、革命、改

革等诸多方面。如何概括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体系

是学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彭锦鹏认为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目标是政治稳

定和政治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准是政治制度化，政治

发展的动力在于政治革命和改革。彭锦鹏称亨廷顿为

“政治安定的设计家”[9]。 

张星久认为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包括四个方面

即：政治发展不稳定的根源——现代化；政治发展的

目标取向——政治制度化；传统政治体系实现变革的

着力点——革新与吸收能力；实现发展与稳定的战略

战术——费边式与闪电式战略的结合[13]。王彩波探讨

了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这包括：政治发

展目标(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政

治制度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

的关系[14]。 

余红胜则分别从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及实现目标

的手段(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的动力(政治革命和改

革)、政治发展的组织保证(政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

展的关系、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关系等五个方面

分析了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16]。 

由此可见，在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上，学者的

意见较为一致。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以政治秩序

(政治稳定，前期)和政治民主(后期)为目标的，其政治

发展的手段和标准是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的动力在

于革命和改革。当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非常丰

富，比如亨廷顿对军队、知识分子和农民等阶层在政

治变革中作用的分析也很精到。 

(二) 亨廷顿政治发展的目标——政治稳定和政

治民主 
张桂琳[17]从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视角考察了

亨廷顿的稳定民主观。亨廷顿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政治

不稳定的原因，并提出稳定推进民主与政治现代化的

措施：建立强大政府；强化制度化建构；重视政党在

政治稳定中的特殊作用；重视政治发展中采取灵活的

战略战术。张桂琳认为，亨廷顿的稳定民主观并非说

明他不尊重民主，相反，亨廷顿是一个忠实的民主主

义者，这从他 1989 年出版的《第三波》一书可以得到

印证。所不同的是，亨廷顿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思

想家，他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动荡不安的历史

中感悟到：民主和稳定都是人类弥足珍贵的价值追求，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稳定是民主的前提。 

Mark Kesselman 认为，亨廷顿把政治稳定放在中

心地位，政治衰朽意味着被统治者对政治秩序的瓦解。

亨廷顿没有考虑统治者引发的政治动荡。实际上，发

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可能更容易受到来自统治者阶层

的破坏。他质疑亨廷顿的政治稳定观，认为亨廷顿所

提出的政治稳定优先于自由的理由不充分。秩序必须

优先于自由可以从逻辑上和经验立场上加以质疑。即

使我们同意秩序在逻辑上先于自由，这并不必然要求

秩序在时间上先于自由。实际上，那些早期有强大权

威的国家(如普鲁士)证明，他们并不比秩序和自由同

时发展的国家(如英国)更自由[3]。  

Joseph LaPalombara 也认为，亨廷顿提供政治稳

定的解决方案是先验的和抽象的。亨廷顿的中心论证

有两个相关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力量和公共利益。亨

廷顿对二者的分析都不能令人信服[2]。 

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于亨廷顿政治稳定的研究

主要是梳理和阐释，寻找其政治稳定观中能够为我国

政治现代化建设所用的理论营养，而批评性不足。而

国外的学者对亨廷顿的政治稳定观进行了详尽地批

评，从亨廷顿政治稳定的理论基础和存在的理由进行

了评价。 

(三) 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思想及其标准 

亨廷顿寻求政治稳定的路径是政治制度化。他对

政治制度化的论证非常充分而且有力。可以说，亨廷

顿是从传统的制度研究到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过渡性

人物。不过，其政治制度化思想也遭到了很多批评。 

Mark Kesselman 认为政治制度化体现了诱人的价

值，并且有助于推进公众利益。但是，这些价值是靠

不住的、难以操作的，而且制度化和秩序都是包含代

价的。实际上，政府尽力扩大这些价值，但是它们的

要求有分歧。例如，自主性和适应性之间的冲突。强

大的政府比弱小的政府更能够创造公众利益，但是它

同样也更能够阻碍公众利益[3]。 

Alexander J. Groth 使用了房间的例子来说明亨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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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的政治制度化的四个变量之间并非是能够互相调适

的。测量房子的空间时，我们使用的是长、宽、高三

个变量。三者的乘积就是房子的空间。那么，如果我

们希望比较不同组织或程序的制度化的水平，我们使

用“适应性”来对比“连贯性”；或者“复杂性”对比

“自主性”。这些变量能否互相补足？是否是同时需要

的？是否要达到同一水平？这些都值得怀疑[5]。 

陈鸿瑜认为亨廷顿所列举的衡量政治制度化的尺

度很难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譬如，组织制度要存续多

久才能制度化？政治组织和程序能不受其他社会因素

之影响吗？能够测度制度的自主性吗？[10]张星久认

为亨廷顿提出制度化这一重要概念，并列出自主性、

复杂性、适应性和凝聚性四个衡量指标，但是难以操

作，令人生疑：一个政治体系到底怎样才是具备这四

个条件，达到了制度化呢？岳世平也考察了亨廷顿政

治制度化思想的缺陷：很难适合各国的国情；使人感

到难以操作，有些地方令人费解；在亨廷顿列出的四

个指标中，用时间存续的长短作为衡量组织适应性高

低的标准，有失偏颇。当然，亨廷顿政治制度化思想

对构建和谐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和对维护中央领导权

威具有启示意义[13]。 

国内外学者对亨廷顿政治制度化思想的批评也主

要集中在其四个指标的内部调适性、是否具有可操作

性等问题上。毕竟，亨廷顿为发展中国家所开出的稳

定的药方就是基于政治制度化的，如果政治制度化不

具有操作性，那么其政治发展理论的大厦根基就会不

稳固。 

(四) 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变化 

亨廷顿自 1965 年发表《政治发展和政治衰朽》一

文以来，其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很多

研究者注意到了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从早期

关注政治发展，到关注政治民主，再到强调文化在政

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邱国成从亨廷顿早期政治发展观的缺点入手来分

析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观的重大变化：即民主取向的政

治发展观取代了威权取向的政治发展观。亨廷顿早期

的政治发展观的核心要素渗透着稳定目标的规制。但

是，要保持政治的稳定，就必须对政治参与进行限制，

但限制政治参与，又破坏了政治参与的动力。正是由

于威权取向的政治发展观存在着上述的缺点，亨廷顿

对政治发展观作出修改。这一修改过程首先是从政治

发展的定义开始的。在 70 年代，他抛弃了制度化的定

义，到 80 年代，他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分析。到 90 年

代初期，民主的目标代替了稳定的目标[18]。 

李淑艳考察了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和变

化。她认为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

中为发展中国家确定的政治发展的目标是三个：即公

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而在《难

以抉择》中确立了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模式与选择。

而发展模式的选择要根据政治精英的需要和态度来决

定。在《发展的目标》一文中，亨廷顿提出了重要的

观点：发展中国家要根据本民族、本国的文化来制订

和选择社会、政治的发展模式[19]。 

可以看出，亨廷顿引领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方向。

随着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变迁，亨廷顿也适时地对政

治发展理论作出修正。学界对亨廷顿政治发展变化的

概括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亨廷顿政治发

展理论的变化作深入的分析。 

 

二、几点展望 
 

国内外学者对于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已经

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其不足也是很明显的，这体现为：

一是没有关注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连贯性，仅仅考

察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变化，而没有分析亨廷顿政

治发展思想中的不变主题；二是国内学者在研究亨廷

顿思想时，往往对其思想作简约化处理，引用者多，

而深入分析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内涵的研究较少；三

是没有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考察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

来源，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脉络应当如何梳理，没

有分析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背景。 

鉴于亨廷顿是美国 20 世纪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活

化石，也是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我们对亨廷顿

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应当扩大视野，应当从思想史、

比较研究等角度来深入研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

未来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领

域展开： 

第一，要考察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渊源。我们

认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主要来源于三位学者：

一是基督教神学家尼布尔。Kaplan 在访谈亨廷顿时，

亨廷顿谈到他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孩子。亨廷顿

对秩序和稳定的关注主要是基于尼布尔的人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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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马基雅维里。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曾经提及自

己就是现代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对现代国家建构

的分析，正是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源泉。三是

路易斯·哈茨。作为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

哈茨对自由主义和美国建国理论的研究深深影响着亨

廷顿。作为保守主义者的亨廷顿在多部著作中提及哈

茨及其研究。当然，联邦党人、托克维尔、当时的政

治发展理论家如阿尔蒙德、多伊奇等也是亨廷顿政治

发展思想的重要来源。 

第二，要探寻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中不变的主题。

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从前期强调稳定和权威，

到后期强调民主和参与。我认为，亨廷顿政治发展理

论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亨廷顿政治思想仍然具有连

贯性，这就是作为保守主义者的亨廷顿对秩序的关注。

早在《士兵与国家》中，亨廷顿通过对美国军民关系

的研究表现出对秩序的偏爱。这在《变化社会中的政

治秩序》中表现更加明显。而后来的《难以抉择》和

《第三波》，虽然是从政治参与和民主化角度去探讨发

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道路，但是亨廷顿的终极关怀仍

是秩序。他试图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寻找秩序

与民主的平衡。 

第三，要比较研究亨廷顿与其它政治发展理论家

的理论。政治发展理论云集了当时大多数优秀的政治

学家，也形成了结构功能学派、社会进程学派和比较

历史学派等三派。亨廷顿是比较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其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分析颇具特色。比较才能

够鉴别出各种学派的优缺点，便于我们借鉴和运用。

应当把亨廷顿的政治发展思想同比较历史学派的其他

学者如布莱克、巴林顿·摩尔等的思想作比较。 

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

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阶段。因此，深入

研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并批判地借鉴其政治发

展理论，这对于构建 21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理论而言，

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 亨廷顿关于政治发展理论的著作有：《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 ,1968)；《现代社会的权威政

治：一党制的动力研究》(与摩尔合著)(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1970 ) ；《难以抉择》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76)与琼·纳尔逊(Joan 

M. Nelson)合著；《第三波》(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1991)。其文章主要有《政治发展和

政治衰朽》(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1965)；

《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The Change to 

Change，1971)；《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1975)(与

乔治·多明格斯合著 ) ；《发展的目标》 (The Goal of 

Development,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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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Huntingt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MENG Jun 
 

(Politics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China) 
 
Abstract: Samuel P. Huntingt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cholars in west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on hi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such as obtaining the consensus on the 

generalization of Huntingt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system, investigating his political stability theo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ory, analyzing the change of Huntingt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However, the 

deficiency lies in the fact that few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oherence of his theory, the simplicity tendency of 

domestic scholar’s research and few reviews on his theory origin. Therefore, to further research and critically apply 

Huntington’s political theory is the task to construct 21st century’s political theory in china. 

Key words: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view of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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