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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国家
,

政党虽 然 不 是 国家机关
,

也不是国家

组织
,

许多国家 (如美国 ) 宪法里对政党的地位也未作任何规

定
,

但实际上
,

统治阶级通过政党制度来拄制整个国家的政权

机构
,

控制全国的政治生活
。

这是所有资产 阶级政党制度的共

同特点
。

然而
,

由于各国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不 同
,

它们的政

治制度的形式和特点也往往各不相同
。

英美的两党制就是区别

于一党制和多党制国家的另一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

不管是

英国还是美国
,

两
.

党制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

是英美资产阶级

根据其国情逐渐确立和完备起来的一种统治方法
。

英国 1 6 8 8年 ,’) 七荣革命 ” 后 的 一 年
,

议会通过了限制王

权的 《权利法案》
。

这个法案宣布国王今后不能再破坏议会的

权利
,

规定国王必须宣誓遵守议会的法令
,

必须定期召开议会
;

有关捐税的征收
、

军 队的编制
、

对外政策等重大问题都必须由

议会决定
。

这些规定大大削弱 了英国国王的权力
,

真正掌握政权

的是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议会
。

这就基弓;
_ _

仁确立了英国君

主立宪的政 体
。

在英国历史上
,

虽然早就有了托利党和辉格党
,

但那还不是两党制
。

到 18 世纪末 仆l
一 ,

在英国的资产 阶级政治制度

中逐渐确立了内阁制度
,

当政党制度变成政府制度时
,

两党制

才正式确立
。

英国两党制是由同样忠于英王的保守党 和 工 党

(2 。世纪初期以前是保守党和 自由党 ) 彼此交替轮流执政
。

统

治阶级让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的那个党组成对议会负责的内

阁 (政府 )
,

内阁阁员都参加议会
,

由党魁担任首相
。

这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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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为英王政府的执政党
。

另一个未能获得多数席位的党
,

则

充当英王政府反对党的角色
,

成为在下议院中政府法定的
“
反

对派
” 。

在美国
,

由于对 1 78 7年宪法草案持不同态度
,

出现了两个

党派
:

一派 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
,

主张集中权力于联邦中

央政府
,

它是共和党的前身
。

另一派则反刘
一

把权力集
「
}
,

于联邦

中央政府
。

后者在 1 7 9 1年建党时称为
“
共和党

” , 1 7 9 4年改称

“ 民主共和党
” 。

它是民主党的前身
。

这时的两党还只是政府

和议会内的不同派别
,

还没有和美国的总统制联系起来
,

同资

产阶级两党制是两码事
。

19 世纪初期
,

联邦党解体
,

不久民主

共和党也发生分裂
。

1 8 2 8年
,

拥护杰克逊总统的民主共和党人

正式建立民主党
。

民主共和党的另一集团则称 自己为
“ 国民共

和党
” ,

稍后又称
“ 辉格党

” ( 自由党 )
,

他们是联邦党的继

承者
。

1 8 4 0年
,

民主党和辉格党都召开了全国党代表大会
,

两

大政党在会上推定本党总统候选人
,

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广泛

的政纲宣传
,

进行竞选活动
,

候选人在竞选 中获得二分之一 以

上选举人票即可当选
。

到 19 世纪 50 年代初
,

由于对待奴隶制问

题上的分歧
,

美国政党发生重大改组
。

民主党分化为南北两部

分
,

辉格党也分成南
二!匕两部分

。

南部的辉格党倒向南部的民主

党
,

成为南部奴隶主利益的代表者
。

北部的辉格党联合 原来北

部的民主党和 自由土壤派
,

于 18 5 4年建立了一个新党— 共和

党
,

代表北部资产阶级的利益
。

这样
,

美国原来的辉格党和民

主党被改组后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所代替
。

南北战争以后
,

资本

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
,

美国开始从 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

主义过渡
。

美国的工业化
,

使南部的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
,

种植园主已变成大农业资本家
,

他们的阶级地位同北部工业资

本家已 日趋一致
。

从这以后
,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代表垄 断资产

阶级的利益
,

两大党轮流执政
,

美国的两党制最终形成
。

这种



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
。

由此可以看到
,

英美的两党制是英美两国国情的产物
,

是

英美两国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
。

早在 1 8 5 5年
,

马克思在

评论英国议会斗争时就尖锐地指出
: “

寡头政体不是靠把政权

经常保存在 同样 一些手中而使 自己永存下去的
,

而是采用这样

的办法
:

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
,

又立刻被另一只手

抓住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n 卷

,

第 3 99 页 )这句评语

精辟地揭示了资产 阶级通过两党制实行阶级统治的本质
。

同时
,

两大政党在竞争过程中
,

充分讨论对内对外的各种政策
、

策略
,

并根据形势的变化
,

提出他们认为最有效的各种各样的办法
,

这对
一

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有利的
。

这是第一点
。

其次
,

资产 阶级的两党制是适应资产阶级 内部互相竞争的

需要而确立的
。

资产阶级是资本的化身
。

他们为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
,

可

以不顾一切
,

甚至甘 冒上断头台的危险
。

这就使资产 阶级 内部

处于尔虞我诈
、

勾心斗角的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中
。

经济上的竞

争必然导致政治上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
。

两党制就是为了适应

这种需要而产生 的
。

两党制的出现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在政治

上的反映
,

同时对 协调资产阶级的内部关系又起积极的作用
。

例如英国
,

产业革命 以后
,

经过 18 3 2年和 1 8 6 7年的选举改

革
,

扩大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内的力量
。

在议会中
,

封

建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发展为资产阶级内部代表不

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
。

这时
,

托利党改名为保守党
,

代

表大资产阶级和以地产为 中心的贵族地主集团的利益
,

而 由辉

格党演变而来的门山党则代丧新兴工业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

这

两个党出于本身利益的需要
,

在 自由贸 易还是保护贸 易
,

以及帝

国主义殖民政策等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
。

19 世纪末期
,

英国资

产阶级抛弃了自由竞争和 自由贸 易的政策
,

实行保 护 关 税 政



策
。

原来自由党内的大批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转入保守党
,

先澎

占优势的自由党开始衰落
。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

表面上打着

社会主义招牌而实际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工党博得了英

国资产阶级的信任
,

取代了自由党而成了英国的两 大 政 党 之

再看美国
,

大体说来
,

共和党的后台主要是洛克菲勒
、

摩根
、 ,

梅隆
、

杜邦等东部财团以及西部加利福尼亚财团和中西部财团
。 _

民主党的后台主要是洛克菲勒
、

摩根
、

波斯顿
、

哈利曼
、

南部

得克萨斯等财团
。

有的财团如洛克菲勒和摩根
,

同时是两大政

党的后台老板
。

长期来
,

美国总统的选举都是由东部摩根和洛

克菲勒财团所操纵的
。

战后初期至 50 年代初
,

民主党的杜鲁月

当选总统
,

主要是体现了摩根财团的政治势力
。

共和党的艾森

豪威尔上台
,

反映了摩根与洛克菲勒两大财团相互争夺又相互

妥协的结果
。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
,

民主党肯尼迪上台就是洛克

菲勒财团经济实力增 长在政治上的反映
。

60 年代以来
,

西部和

南部新兴军火财团实力迅速增强
,

以洛克菲勒和摩根为首的东

部财团的地位相对削弱
。

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在两党对总统职位

的追逐上
。

例如
, 1 9 6 3年

,

代表洛克菲勒财团利益的肯尼 迪遇

刺
, 1 9 6 8年和 1 9 7 2年出身于加利福尼亚财团的共和党人尼克松

接任总统
,
1 9 7 4年尼克松的中途垮台以及中西部的福特

_
_

匕台等

等
,

都表现了两党之争实质
_

L反映了财团之间争夺经济和政治

权力的斗争
。

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
: “ 我们在那里可

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
,

他们轮流执掌政权
,

用最肮脏的手

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
,

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

的政客集团
,

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
,

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抢

夺国民的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
,

第 2 27 一 2 28 页 )
;

第三
,

两党制是资产阶级欺骗人 民
、

阻止真正的社会主义

政党产生的工具
。

.
6 0

.



由于两党制表面上可以让人们在两个政党 中自由选择
,

所

以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

特别是每当危机猛烈爆发
,

人民普遍不

满
,

有可能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时
,

两党就互相攻击
,

推卸责

任
,

用虚张声势的争斗
,

来转移人民对 自己切身利益的注意
。

例如 70 年代初
,

美国侵越战争遭到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

民的强烈反对
。

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说
: “ 当我在艾森豪

威尔手下担任八年副总统之后
,

在 1 9 6 1年离开华盛顿的时候
,

在越南没有任何美国的战斗部队
,

当时没有任何人在 战斗中死

亡” , “ 当我在八年之后 回来担任总统的时候
,

在越南有美国

军队 5 4 万人
,

己有 3万 1千人在那里死亡
” 。

尼克松将 发 动战

争的责任一股脑 儿往前届民主党政府身上推
。

曾担任约翰逊的

副总统
、

民主党人汉弗莱马上反驳说
: “ 义务是艾森豪威尔政

府期间承担的
,

尼克松作为副总统支持这种义务
” , “ 我们卷

入的责任是全国的责任
,

不是一党的责任
” 。

这就是说
,

事情

是你共和党惹出来的
,

我 民主党不过是跟着干
。

两党之间的这

种争吵
,

有时甚至激烈到离开常规
,

其目的在于欺骗群众
,

并

借以说服对手
,

以便继续他们 自认为较为聪明而有效的方法
。

但对人民来说
,

这非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

反而可能缓和不满

情绪
,

阻碍工人阶级去组织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
。

正如列

宁所指出
: “ 这个所谓

`
两党制

, ,

是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即

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产生 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
。 ”

( 《列宁全

集》 第 18 卷
,

第 39 8页 )两党制的存在往往被资产 阶级所豢养和

收买的工贼和叛徒所利用
,

成为工人 阶级没有必要建立真正的

社会主义政党 的理 由
。

1 94 4年
,

美国工人阶级 的叛徒白劳德认

为两党制是支配着大多数美国人心理的老传统
,

而美国共产党

也包括在这两大觉之中
。

于是在这种修正主义思想的指导下
,

当时关国共产党被解散了
,

另立名为
“

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
”

的非党组织
,

使美国工人运动遭到重大损失
。



另外
,

值得注意的是
,

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政党产生于资产

阶级革命之后
,

形成了军队不介入 选 举
、

不介入政 党 政治的

历史传统
。

而且
,

美国规定在职军人不可参加总统竞选
,

美国的

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是在脱下军装
,

当了几年的哥伦比亚大学

校长之后才被选为总统的
。

在英美两国
,

军队属于整个资产阶

级国家
,

维护全体资产 阶级的利益
。

它不属于某一个政党
,

不

属于某一个资产 阶级政治集 团
,

而 是维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

工具
。

这是英美能够推行两党制的一个稳定因素和重要前提
。

我们今天研究和了解英美两党制的产生和实质
,

对于进一

步明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制度的区别
,

明确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

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

有人以为
,

两个政党轮流执政
,

一个在台上
,

一个在台下
,

可以互

相批评
、

监督
,

比一党制民主
。

其实
,

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

因为如前所说
,

英美的两大党都是垄断资产阶级 的代理人
,

它

们之 间的互相攻击
,

互相争夺
,

都是资产 阶级利益的需要
,

并

不反映和代表人民的利益
,

而恰恰是欺骗人 民的手段
。

两党的

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竞选执政地位进行的
,

而竞选活动都是由

金钱开路的
。

如美国
,

每届总统竞选时
,

候选人及其政党必须

设立专门的机构
,

拟定竞选的政纲
,

策划竞选的策略
,

了解和

研究种种有关动态
,

采取相应措施
。

为了传播自己的政纲
,

争

取选 民的选票
,

必须有众多的顾问和拍客等专职人 员 到 处 游

说
,

特别要利用报刊
、

广播和电视等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为

之鼓吹
。

还要反复搞五花八门的民意测验
,

寄发无数直接邮件
,

印刷大批不惜工本
、

精心设计的彩 色小册子等宣传品
。

此外
,

还要搞密探
、

伪造竞选材料
、

窃听等勾当
。

凡此种种
,

无一不

要 花钱
,

钱花少了是不行的
。

美国的这种政党民主和它的议会

民主一样
,

是完全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资产 阶级 内部的民主
。

这种民主虽然对封建专制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

然而对于被



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来说
,

充其量不过是侮隔几年享受一 次

选举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衷对 自己实行统治的权利罢了
。

它同我

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根本不能比拟的
。

两党制为巩 固英美两国的资产阶级统治立下 了汗马功劳
,

然而前景也并不美妙
。

除了两党之间的争夺越演越烈外
,

两党

内部的派别之争也 日趋突出
。

例如
,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在

国内问题上都有 自由派和保守派之分
,

或再加上介乎二者之间

的温和派
;
在国际问题上

,

有所谓
“

国际派
” 和 “ 孤立主义派

”

(战后一般称
“
新孤立主义派

” ) 之分 ;
在对苏关系上

,

又有
“

缓和派
” 和 “ 强硬路线派

” 之分
。

党内的派别之争直接影响

到两党对总统职位 的追逐
。

1 9 7 6年
,

共和党 内部分裂加剧
,

西

部保守派代表里根与在职总统福特进行激烈竞选
,

这种局而促

使了民主党卡特的上台
。

1 9 8 0年
,

民主党内出现分裂局而
,

在

职总统卡特受到肯尼迪的严重挑战
,

双方在竞选 中互不相让
。

这种情况有助于共和党里根 的当选
。

另一方而
,

美国人民对资

产阶级两党几年一度的政治表演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

美国的选

民投票率 已逐渐下降
。

例如 1 9 7 6年 H 月大选中
,

适于投票年龄的

选民有 l亿 5千万
,

实际参加投票的只有 8千 l 百万
,

只 占选民总

数的5 4%
。

在中期国会选举中
,

没有投票的人数则更多
。

从英美两党制的产生 及其阶级实质来看
,

一个国家的政党

制度的形成和特 点
,

是和这个国家的社会性质
、

政 治制度和历

史传统分不开的
。

不能离开 阶级性质来抽象地看待一种政党制

度的优劣
。

不同的国情
,

不 同的社会
,

产生不 同的政党制度
。

任何企图机械照搬别国的政党制度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

也是行

不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