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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南非的反对党主要由种族隔离时期的政治组织转化而来ꎬ 有

着种族身份的深刻烙印ꎮ 新南非诞生后ꎬ 黑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ꎬ 但经济上

依然是白人集团占据主导地位ꎬ 形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匹配的格局ꎮ 在

这样的背景下ꎬ 一方面ꎬ 种族政治与南非的政治理想格格不入ꎬ 黑白种族界

限不断被打破、 被淡化ꎻ 另一方面ꎬ 基于种族划分的利益格局并没有得到根

本性变革ꎬ 种族利益与经济利益依然处于同构状态ꎮ 在选举政治的排他性竞

争中ꎬ 反对党要巩固既有的选民基础ꎬ 不得不在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两个方

向上进行双建构ꎮ 随着社会阶层的重组、 分化和非国大主导党体制的持续弱

化ꎬ 政党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不断聚焦经济体制改革和公共政策领域ꎬ 黑白

之分逐渐转向左右之争ꎬ 种族政治逐渐让位于利益政治ꎮ 经过 ３０ 年的发展ꎬ
南非经济变革与政治转型不相匹配的状况依然未得到根本改变ꎬ ２０２４ 年的大

选结果也表明这种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ꎮ 基于反对党的渊源和演进脉络ꎬ
以及其参与选举政治的实践困境ꎬ 南非要摆脱种族政治的历史束缚ꎬ 建构起

健康、 有序的政党政治生态ꎬ 执政党、 反对党都必须直面与经济体制改革、
自主发展道路选择相关的深层次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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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 南非举行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的第七次大选ꎮ 执政党

非洲人国民大会 (以下简称 “非国大”) ３０ 年来首次失去国民议会多数地位ꎬ
南非迎来 １９９４ 年以来首次联合政府时代ꎮ 反对党何以能够大幅度分流非国大

的选票ꎬ 重创非国大的主导党地位ꎬ 引起国际社会关注ꎮ 在西方民主体制的

话语体系中ꎬ 反对党是民主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ꎬ 是衡量国家民主发展程度

的关键ꎮ 起初ꎬ 反对党被认为仅存在于西欧等少数西式民主成熟的国家ꎬ 但

二战后ꎬ 反对党广泛出现在效仿西方民主的国家中ꎮ① 罗德尼巴克 (Ｒｏｄｎｅｙ
Ｂａｒｋｅｒ) 认为ꎬ 反对党可分为忠诚型与非忠诚型两类ꎮ 忠诚型反对党认可国家

及其合法性ꎬ 是公民或团体有组织地反对和规范国家统治团体的政治组织ꎮ
非忠诚型反对党不仅反对国家现有统治团体及其合法性ꎬ 而且反对国家的体

制基础以及国家权力ꎮ② 通常而言ꎬ 反对党指巴克所说的忠诚型反对党ꎮ 例

如ꎬ 乔万尼萨托利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Ｓａｒｔｏｒｉ) 认为ꎬ 反对党仅反对政府ꎬ 而不反对

国家政治制度ꎮ 就南非而言ꎬ 种族隔离时期ꎬ 从白人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反对

党属于忠诚型ꎬ 源于黑人认同的反对党属于非忠诚型ꎻ 新南非在成立后照搬

西式选举政治模式ꎬ 所有反对党大体均可视为忠诚型ꎮ 当然ꎬ 对反对党的认

知ꎬ 简单划分忠诚型与非忠诚型是远远不够的ꎬ 更为关键的是要通过对反对

党的整体研究ꎬ 反映政党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因素ꎬ 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规律

和趋势等ꎮ③ 但是ꎬ 学界对南非反对党的研究并不充分ꎬ 制约着对南非政党政

治结构和生态的全面认知ꎮ 截至目前ꎬ 尚未见系统研究南非反对党的成果ꎬ 零

散的研究主要有尼尔南 (Ｎｅｉｌ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和肖娜莫蒂亚 (Ｓｈａｕｎａ Ｍｏｔｔｉａｒ)
等研究民主联盟在南非政党格局中的作用④ꎬ 埃德蒙约克 (Ｅｄｍｕｎｄ Ｙｏｒ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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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杨立华等研究祖鲁民族主义在因卡塔自由党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①ꎬ 尼尔
南研究 “自由阵线 ＋ ” 的产生等②ꎮ 这些研究大多关注反对党对非国大主导

地位的影响③ꎬ 很少关注反对党自身的变革和整体上的演进规律ꎮ 鉴此ꎬ 本文

结合反对党参与选举政治的实践ꎬ 从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的角度ꎬ 系统梳理

南非反对党的渊源ꎬ 分析其变革内涵ꎬ 揭示其演进脉络ꎬ 以丰富和深化对南

非政党政治格局的认知ꎮ

一　 种族政治: 南非反对党的身份渊源

种族政治是西方君主专制、 殖民扩张的产物ꎬ 其核心是基于种族身份分

配政治、 经济和文化权利ꎮ 经历过种族隔离统治的南非ꎬ 带有种族政治的典

型烙印ꎬ 深刻影响着南非反对党的政治身份认同ꎮ 截至 ２０２４ 年大选ꎬ 在南非

国民议会中占有席位的反对党数量由 １９９４ 年大选中的 ６ 个上升至 １７ 个④ꎬ 即

民主联盟 (ＤＡ)、 民族之矛党 (ＭＫ)、 经济自由斗士党 (ＥＦＦ)、 因卡塔自由

党 (ＩＦＰ)、 泛非主义者大会 (ＰＡＣ)、 联合民主运动 (ＵＤＭ)、 非洲基督教民

主党 (ＡＣＤＰ)、 好党 (ＧＯＯＤ)、 南非行动党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Ａ)、 非洲转型运动

(ＡＴＭ)、 “自由阵线 ＋ ” ( ＦＦ ＋ )、 阿尔加马 (Ａｌｊａｍａ － ａｈ)、 爱国者联盟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ＰＡ)、 建立一个南非 (Ｂｕｉｌｄ Ｏｎ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ＢＯＳ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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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解放运动” 的复兴和发展»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８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４２ ~ 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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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 «大选落定南非政治走向新变化»ꎬ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１２ ~ １３ 页ꎻ 张凯: «金融

危机以来南非政党政治的发展»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６ ~ ８０ 页ꎻ 张凯: «２０１６ 年地方

选举与南非政党格局的新变化—兼谈执政党非国大支持率下降问题»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６８ ~ ７１ 页ꎻ 杨之桄: «南非第五次全国大选评析»ꎬ 载 «国际研究参考»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４６ ~ ５１
页ꎻ 沈陈: «南非大选背后的纠结与迷茫»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５０ ~ ５１ 页ꎻ 沈陈、 祝

鸣: «２０１６ 年会成为南非政局的临界点吗»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７ 期ꎬ 第 ５２ ~ ５４ 页ꎮ
在南非ꎬ 选举分为大选 (包括国民议会选举和省级立法机构选举) 和地方选举ꎬ 均每五年进

行一届ꎮ 一般来说ꎬ 能够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席位的反对党也能够在地方选举中获得席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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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人大会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ＮＣＣ)、 联合非洲人转型 (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ＵＡＴ) 与南非崛起党 (Ｒｉｓｅ Ｍｚａｎｓｉ)ꎮ 整体上看ꎬ 南非

反对党可分为白人反对党、 黑人反对党及非种族性反对党三类ꎬ 但在南非政

治格局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反对党主要是白人反对党和黑人反对党ꎬ 具有影响

力的黑白反对党又均由种族隔离时期的政治组织转化形成ꎬ 种族身份渊源十

分明显ꎮ ２０２４ 年大选中的新兴政党民族之矛党 (Ｕｍｋｈｏｎｔｏ Ｗｅ Ｓｉｚｗｅ Ｐａｒｔｙ)ꎬ
也是带有鲜明黑人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ꎮ

(一) 源于白人种族认同的反对党

南非白人分为英裔白人和阿非利卡人ꎬ 双方在历史上因争夺开普殖民地

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权而频繁爆发暴力冲突和战争ꎬ 相互难以融合ꎬ 但是ꎬ 二

者在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统治上的目标是一致的ꎬ 分歧主要是围绕如何维护

白人经济利益展开ꎮ
国民党最初是仅代表阿非利卡人利益的政党ꎬ 在黑白分治的过程中ꎬ 白

人种族优势不断得到巩固ꎬ 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之间共同的白人种族认同

逐渐建立起来ꎮ 南非联邦成立后ꎬ 仅代表阿非利卡人利益的南非党 (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ａｒｔｙ) 凭借阿非利卡人的数量优势ꎬ 成为南非政权持有者ꎮ 围绕阿非利

卡人与英裔白人之间的关系ꎬ 阿非利卡人内部分为和解派和反英派ꎮ 前者以

南非党为代表ꎬ 认为南非联邦的经济发展需要借助英国的资金、 技术等优势ꎬ
必须维护英裔白人的经济利益ꎮ 后者以国民党为代表ꎬ 认为黑人与白人之间ꎬ
以及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之间均需要分开发展ꎮ① 由于南非党重视保护英裔

白人的经济利益ꎬ 阿非利卡人在白人选举中逐步转向国民党ꎮ 到 １９３３ 年ꎬ 南

非党与国民党联合得以赢得选举ꎬ 并于 １９３４ 年合并成为统一党 ( Ｕｎ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ｙ)ꎬ 试图建立英裔白人与阿非利卡人之间的联盟ꎬ 引发反英派的分裂ꎮ
１９３４ 年ꎬ 原国民党内部以马兰为首的反英派脱离国民党ꎬ 组建纯洁国民党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ꎬ 坚持独立的阿非利卡人认同ꎮ
二战期间ꎬ 南非战时经济的繁荣改变了白人种族认同政党的政治格局ꎮ 一

方面ꎬ 统一党放松对黑人的限制ꎬ 从事技能、 半技能型工种的黑人数量激增ꎬ
满足了英裔白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ꎬ 但与阿非利卡人形成竞争ꎮ 另一方面ꎬ

２５

① 这一时期的国民党与 １９４８ 年成立的国民党不同ꎮ 马兰和赫佐格于 １９１３ 年共同组建的国民党

主要代表阿非利卡人以及反对与英国保持密切联系的英裔白人的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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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反种族隔离斗争组织提出 “非洲属于非洲人” 的政治主张ꎬ 将白人视为

“外来者”ꎬ 要求结束种族隔离统治ꎬ 黑人与白人平等享有公民权利ꎮ① 相应地ꎬ
纯洁国民党主张白人与黑人在经济、 政治上彻底隔离ꎬ 以维护阿非利卡人的

种族优势ꎻ 统一党则强调黑人在南非经济增长中的作用ꎬ 拒绝黑白分治ꎮ
１９４８ 年ꎬ 纯洁国民党更名为国民党ꎬ 利用白人对黑人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恐惧

心理ꎬ 获得议会多数席位ꎮ 之后ꎬ 国民党不断强化黑白分治ꎬ 维护白人集团

的种族优势和整体利益ꎬ 英裔白人与阿非利卡人的白人种族认同意识随之得

到增强ꎬ 白人内部的种族认同分歧逐步被阶层分化代替ꎮ
国民党上台后ꎬ 得益于廉价且充足的黑人劳动力和外资投入ꎬ 南非经济

高速增长ꎮ 但黑人的低工资反过来又遏制了白人技术更新的动力ꎬ 导致南非

经济严重依赖外国投资ꎬ 增长出现不可持续性ꎮ 同时ꎬ 黑人虽融入现代经济

生产活动ꎬ 但继续遭受严苛的种族歧视和经济剥削ꎬ 致使黑人主导的反种族

隔离斗争日趋激烈ꎮ １９７６ 年索韦托起义爆发ꎬ 迫使国民党放宽部分种族隔离

政策对黑人的限制ꎮ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国民党试图与有色人、 南非印度人

创建新的种族统治联盟ꎬ 以维系种族隔离统治ꎮ 但国民党的改革既难以获得

保守派白人的支持ꎬ 又无法让黑人改进经济地位ꎬ 也疏远了自由派白人ꎮ 底

层白人尤其是极端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优势地位受到威胁ꎬ 引发白人集团自身

发生分裂ꎮ 在国民党对阿非利卡人经济的扶持下ꎬ 阿非利卡人内部出现阶层

分化ꎬ 中上层阿非利卡人不再依赖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为保护ꎬ 其经济优势地

位客观上要求变革种族隔离制度ꎬ 以释放南非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ꎻ 相反ꎬ
中下层阿非利卡人则只有依附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上才能够保持其现有的经济

地位ꎬ 因此极力反对改革种族隔离制度ꎮ 结果ꎬ 阿非利卡人对国民党的支持

率从 １９７７ 年的 ８５％ 下降到 １９８１ 年的 ６３％ ꎮ②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ꎬ 以特鲁尼赫特

(Ａｎｄｒｉｅｓ Ｔｒｅｕｒｎｉｃｈｔ) 为首的极右翼阿非利卡人从国民党分裂出来ꎬ 组建保守

党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ｙ)ꎬ 主张通过黑白分治ꎬ 以维系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优势ꎮ
在之后的白人选举中ꎬ 保守党逐步代替进步联邦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ꎮ 到

１９８９ 年选举ꎬ 国民党首次得票率不足 ５０％ ꎬ 这意味着种族隔离统治在白人中

的合法性受到挑战ꎮ 同年ꎬ 进步联邦党与其他较小的白人政党合并成为民主

３５

①
②

郑家馨著: «南非史»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２５５ 页ꎬ ２６１ 页ꎮ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Ｄ Ｓｉｓｋꎬ “Ｗｈｉ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ｄａｙꎬ Ｖｏｌ ３６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９ꎬ 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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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ꎬ 认可黑人在南非经济发展中的作用ꎬ 主张赋予黑人经

济权利ꎬ 但拒绝给予黑人任何政治权利ꎮ 以康斯坦特维尔约恩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ｔ
Ｖｉｌｊｏｅｎ) 为首的极右翼阿非利卡人组建自由阵线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ｎｔ)ꎬ 反对白人

与黑人组建非种族的、 统一的南非ꎬ 主张建立独立的阿非利卡人国家ꎮ
未融入阿非利卡人的英裔白人保持了独立的身份认同ꎬ 以民主党及其前

身———进步联邦党为基地进行有限反种族隔离斗争ꎮ １９４８ 年后ꎬ 国民党政府

通过阿非利卡人垄断政治权力ꎬ 缩小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之间的经济差距ꎬ
并确保英裔白人难以对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优势构成威胁ꎮ 自此ꎬ 除了政治决策

之外ꎬ 国民党允许其他所有特权在白人间平等分享ꎬ 促使英裔白人分为保守派

和自由派ꎮ 前者以底层英裔白人为主ꎬ 主张通过黑白分治维系白人至上的种族

优势ꎻ 后者主张在白人垄断政治权力的前提下给予黑人一定的经济权利ꎬ 以消

解黑人的反抗ꎮ 随着国际制裁的推进ꎬ 黑白分治成为维持白人种族优势的主要

途径ꎬ 保守派英裔白人转向国民党ꎮ 为了避免失去白人选民的支持ꎬ 统一党消

极反抗黑白分治ꎬ 引发自由派英裔白人的分裂ꎮ 到 １９７５ 年ꎬ 以海伦苏斯曼

(Ｈｅｌｅｎ Ｓｕｚｍａｎ) 为首的自由派成员组建进步联邦党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Ｐａｒｔｙ)ꎬ
主张在维持白人种族优势的前提下ꎬ 赋予黑人部分权利ꎮ① 随后ꎬ 统一党解

散ꎬ 进步联邦党成为英裔白人利益的代表ꎮ
南非白人反对党的渊源和演进脉络表明ꎬ 南非种族等级制的建构过程也

是南非白人种族认同的建构过程ꎮ 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深入ꎬ 阿非利卡人与

英裔白人之间的分歧逐步缩小ꎬ 形成统一的白人种族认同意识ꎬ 以实现白人

集团经济利益的最大化ꎮ 新南非成立后ꎬ 白人政党经历了从确立种族优势到

维护既有经济利益格局的转型过程ꎬ 虽然地位发生攻防转换ꎬ 但构建、 维护

经济优势地位这一南非白人的认同纽带ꎬ 始终是白人反对党凝聚共识的根本

性力量ꎮ
(二) 源于黑人种族认同的反对党

种族隔离初期ꎬ 白人统治者对非洲土著、 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②实行不同

４５

①

②

联邦进步党的形成主要由进步党和改革党组成ꎮ 因反对联合党对国民党的消极反抗态度ꎬ 进

步党和改革党先后从联合党分裂出来ꎬ 并进行合并ꎮ
作为阿非利卡人与黑人的混血ꎬ 有色人在文化上与阿非利卡人相近ꎬ 并以融入南非白人为目

标ꎮ 南非印度人源自英国殖民政府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前十年期间带到英属纳塔尔殖民地的印

度籍契约劳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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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族隔离政策ꎬ 分而治之ꎮ 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系统化ꎬ 非洲土著、 有色

人及南非印度人就建立非种族的、 统一的南非则达成共识ꎬ 一致主张推翻种

族隔离统治ꎬ 形成统一的黑人种族认同意识ꎮ
白人统治者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ꎬ 将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视为白人

与非洲土著之间的缓冲带ꎬ 赋予其优于非洲土著的经济地位ꎮ 有色人获得优

于非洲土著的就业、 教育等机会ꎬ 以及融入白人的可能性ꎮ① 南非印度人仅在

自由迁徙以及与白人的竞争、 融合方面受到严格限制ꎮ 有色人和南非印度人

在与非洲土著的经济竞争中总体上处于优势地位ꎮ
南非联邦建立之前ꎬ 非洲土著主要以部落、 酋长王国的形式存在ꎬ 既缺

乏统一的身份认同ꎬ 也缺乏联合斗争意识ꎮ １９１２ 年ꎬ 以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的成立为标志ꎬ 非洲土著开始强化明

确的身份认同意识ꎬ 开始团结开展反种族隔离斗争ꎮ② 随着白人加剧对非洲土

著选举权、 土地所有权等基本权利的剥夺ꎬ １９３５ 年ꎬ 南非出现建立非种族性

南非的主张③ꎬ 但并未得到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的认可ꎮ
１９４８ 年选举后ꎬ 国民党对非洲土著、 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的限制进一步

系统化ꎬ 南非黑人的团结意识、 认同意识随之增强ꎬ 反种族隔离力量明确提

出实现多数统治的政治主张ꎮ １９５０ 年ꎬ 国民党政府颁布 «人口登记法»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ꎬ 将南非人口分为白人、 南非印度人、 黑人和有色

人ꎬ 将种族等级制度合法化———白人位居上层ꎬ 非洲土著位居下层ꎬ 南非印

度人和有色人处于中间层ꎬ 对各种族的权利和活动范围进行严格限定ꎬ 禁

止黑人内部的融合ꎬ 取消非洲土著、 有色人和南非印度人在白人议会中的

象征性代表ꎮ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ꎬ 为反对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法令ꎬ 非国大与南

非印度人、 有色人联合发起 “蔑视运动”ꎮ 在此基础上ꎬ １９５５ 年ꎬ 非国大

进一步团结南非印度人、 有色人及开明白人主导的反种族隔离政治组织ꎬ
共同颁布 «自由宪章»ꎬ 主张南非属于所有生活在南非的人民ꎬ 各种族都应

平等地享有各项政治、 经济和社会权利ꎮ 但是ꎬ 围绕是否将白人视为未来

南非的一部分这一问题ꎬ １９５９ 年ꎬ 以罗伯特索布奎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ｂｕｋｗｅ) 为

５５

①

②
③

Ｋｅｎｄｒｉｃｋ Ｂｒｏｗｎꎬ “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Ｒａ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ꎬ
Ｍａｃａｌｅｓ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０００ꎬ Ｖｏｌ ９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３ꎬ ｐ １９９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ꎬ 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ꎬ １９２３ 年更名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ꎮ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ｓｈｅ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 Ｃｏꎬ １９７０ꎬ ｐ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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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泛非主义者从非国大分离出来ꎬ 组建泛非主义者大会 ( Ｐ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ｓｔ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ꎮ 泛非主义者大会是融合泛非主义及黑人种族主义的政党ꎬ 该党

认为强调南非的多种族特征是在肯定白人的地位、 贬低了黑人ꎬ 但认可将

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纳入南非黑人的范畴ꎮ① 泛非主义者大会拒绝接受 «自
由宪章»ꎬ 主张南非只属于非洲人ꎬ 白人不属于未来的南非ꎬ 致力于推翻白

人统治ꎬ 将土地归还给黑人ꎮ 自此ꎬ 南非黑人成为南非土著、 有色人及南

非印度人的统一称呼ꎮ
在国民党统治下ꎬ 黑人反种族隔离力量进一步分离出因卡塔自由党

(Ｉｎｋａｔｈａ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ａｒｔｙ) 及阿扎尼亚人民组织 (Ａｚａｎ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ꎮ
因卡塔自由党是仅代表祖鲁人利益的黑人种族主义政党ꎮ 在遭到白人入侵后ꎬ
祖鲁民族意识逐步分裂为部落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ꎮ 前者以祖鲁部落精英为

主ꎬ 被英国殖民政府利用ꎻ 后者以祖鲁普通民众为主ꎬ 受到种族隔离统治的

直接压迫ꎬ 主张用激进方式进行反种族隔离斗争ꎮ １９７２ 年ꎬ 夸祖鲁班图斯坦

成立ꎬ 与间接统治相关的国家权力转移到祖鲁部落精英手中ꎬ 导致祖鲁部落

精英对国民党的政治依赖进一步增强ꎬ 与祖鲁普通民众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增

大ꎮ １９７５ 年ꎬ 为了弥合祖鲁人内部的分裂ꎬ 布特莱齐 (Ｍａｎｇｏｓｕｔｈｕ Ｂｕｔｈｅｌｅｚｉ)
建立因卡塔ꎬ 主张废除种族隔离制度ꎬ 维护祖鲁人自决及民族独立的权利ꎮ②

实质上ꎬ 因卡塔的目标是在一个南非的前提下实现祖鲁人自治ꎬ 试图在祖鲁

部落精英与祖鲁普通民众、 种族隔离政权与反种族隔离力量之间形成中间立

场ꎮ 随着结束种族隔离统治成为必然ꎬ 因卡塔于 １９９０ 年更名为因卡塔自由

党ꎬ 以维护祖鲁部落精英既有政治权力为目标ꎮ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是融合泛非主义和黑人种族主义的政党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南非

爆发索韦托起义ꎬ 国民党取缔了以黑人意识为基础的反种族隔离组织ꎮ③ １９７８
年ꎬ 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ꎬ 黑人意识支持者成立阿扎尼亚人民组织ꎬ 主张以

６５

①

②

③

Ｍ Ｆ Ｒａｍｕｔｓｉｎｄｅｌａ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Ｈａｒｍｏｎｙ”ꎬ Ｇｅ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１０２

Ｒｏｇｅｒ Ｓｏｕｔｈａｌｌꎬ “Ｂｕｔｈｅｌｅｚｉꎬ Ｉｎｋａｔｈ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８０ꎬ
Ｎｏ ３２１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４５４

１９７５ 年ꎬ 国民党颁布法令规定南非荷兰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ꎬ 遭到黑人教师、 家长和学生的反对ꎮ
南非荷兰语是荷兰语、 德语和法语混合形成的语言ꎬ 强调阿非利卡人语言的独立性ꎮ 在黑人看来ꎬ 南非荷兰

语具有侵略性ꎮ 基于黑人意识形成的南非学生运动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发起示威和抗议活动ꎬ
反对在黑人学校中引入南非荷兰语ꎮ 由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血腥镇压ꎬ 南非爆发索韦托起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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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工人阶级为核心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及白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ꎬ 建立非

种族的、 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ꎮ① 与泛非主义者大会相同ꎬ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

拒绝将白人视为未来南非的一部分ꎬ 进而否定了因卡塔自由党的中间立场ꎮ
在这一时期ꎬ 由于对建立非种族的、 统一的南非存在不同的主张ꎬ 非国大与

因卡塔自由党、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疏离ꎬ 导致黑人反种族隔离力量难以对国

民党构成威胁ꎮ
在种族隔离时期ꎬ 南非白人政权按照种族身份分配政治、 经济和社会

公共资源ꎬ 导致黑人与白人产生相互排斥的种族认同ꎬ 均认为对方不属于

南非ꎬ 形成黑白对立的格局ꎮ 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ꎬ 南非黑人反对党的团

结意识、 认同意识不断得到巩固和拓展ꎬ 非洲土著、 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

形成共同的南非黑人认同ꎮ 但是ꎬ 在种族隔离政权的压制下ꎬ 基于种族认

同的反对党也在分化ꎮ 新南非成立后ꎬ 非国大成为执政党ꎬ 但要在种族政

治根深蒂固的南非建立非种族性的、 真正平等的国家ꎬ 推翻种族隔离政权

只是第一步ꎮ

二　 种族与利益的双建构: 南非反对党

１９９４ 年的选举政治参与

　 　 历史地看ꎬ 相对于道德主义政治注重政治的价值取向和现实主义政治注

重政治权力斗争而言ꎬ 利益政治以社会经济关系为核心ꎬ 观察、 分析、 解释

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力ꎮ② 马克思主义原理表明ꎬ 利益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集

中表现ꎬ 因而是构建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因素ꎮ 恩格斯指出ꎬ “每一既定社会的

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ꎬ “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③ꎮ
因此ꎬ 本质上ꎬ 一切政治都是利益政治ꎬ 种族政治也不过是利益政治的表现

形式之一ꎮ 但从南非现实国情看ꎬ 区分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ꎬ 有助于洞察南

非政党政治演进中基本矛盾的变迁与转化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南非举行首次民主选举ꎬ 这标志着南非各种族实现政治平等ꎮ

７５

①

②
③

Ｄａｖｉｄ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ｎꎬ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１ － ２２

王浦劬: «利益政治分析的模型建构»ꎬ 载 «政治学评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４ ~ ２５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３ 卷第 ２５８ 页、 第 ４ 卷第 ２５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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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ꎬ 在推翻种族隔离政权、 实现种族政治平等这一主题压倒一切的前提之

下ꎬ 南非不得不做出妥协ꎬ 承袭旧的经济体制ꎬ 以维持平稳过渡ꎮ 这一现实

选择的结果是种族隔离统治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的旧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改

变ꎬ 导致形成种族不平等结构与经济不平等结构仍然处于同构状态、 白人主

导的经济基础与黑人执政的上层建筑不匹配的新格局ꎮ 从反对党参与 １９９４ 年

选举的情况看ꎬ 一方面ꎬ 为了稳住既有选民的基本盘ꎬ 反对党不可能轻易放

弃种族渊源ꎻ 另一方面ꎬ 随着追求种族经济平等的议题不断凸显ꎬ 反对党还

得依托种族纽带维护选民的经济利益ꎮ 于是ꎬ 反对党不得不在种族政治和利

益政治两个方向上同时进行建构ꎮ
(一) 种族政治的渊源难以割断

种族隔离末期ꎬ 国民党与以非国大为代表的反种族隔离政治组织之间形

成政治力量平衡ꎬ 前者垄断国家机器ꎬ 后者占据国际及国内合法性的制高点ꎮ
国民党、 民主党主张以政治和谈的方式结束种族隔离统治ꎬ 保守党则认为英

裔白人、 阿非利卡人、 黑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的民族意识ꎬ 应各自独立建国ꎮ
政治和谈时期ꎬ 非国大谈判的基础是主张多数统治ꎬ 但不排斥白人参与国家

管理ꎮ 出于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政治逻辑要求ꎬ 非国大与国民党就南非未来

的制度安排形成妥协: 以权力分享为原则ꎬ 非国大放弃立即实现黑人多数统

治的追求ꎬ 实行多种族共治ꎬ 即非国大、 国民党及其他政党联合执政ꎻ 国民

党放弃白人拥有否决权的诉求ꎮ①

在选举过程中ꎬ 非国大作为潜在的执政党ꎬ 遭到白人政党的猛烈抨击ꎮ
国民党将非国大以暴力方式为主的反种族隔离斗争视为对民众人权的侵犯ꎬ
并将非国大视为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不安全的根源ꎮ② 国民党认为ꎬ 自身在政治

和谈及结束种族隔离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且至关重要的作用ꎮ③ 民主党

则在非国大与国民党之间持中间立场ꎬ 既强调国民党在种族隔离统治中的负

面作用ꎬ 又将非国大视为白人的 “敌人”ꎬ 以赢得自由派白人的支持ꎮ 极右翼

阿非利卡人主导的自由阵线主张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ꎬ 维护阿非利卡人的种

８５

①
②

③

郑家馨著: «南非史»ꎬ 第 ３５９ 页ꎮ
Ｔｏｍ Ｌｏｄｇｅꎬ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ꎬ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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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９９４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１９９６ꎬ Ｖｏｌ ９５ꎬ Ｎｏ ３７９ꎬ ｐｐ ２２５ － ２５２

Ｋａｒｅｎ Ｅ Ｆｅｒｒｅｅꎬ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Ｒａｃｉａｌ － Ｃｅｎｓｕ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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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优势ꎮ 泛非主义者大会、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则坚持拒绝认可白人属于南非

的一部分ꎬ 反对保护白人权利ꎬ 反对以政治和谈方式建立南非ꎬ 反对非国大

与国民党进行权力分享ꎮ 因卡塔自由党以祖鲁人为主ꎬ 要求获得夸祖鲁 － 纳

塔尔省以祖鲁王国的形式成为南非的省份ꎬ 并要求省级政府拥有特别的政治、
经济权利ꎮ①

总体看ꎬ 在 １９９４ 年民主选举中ꎬ 反对党虽然认同非种族的、 统一的南

非ꎬ 但为了巩固政党与选民同属于 “我们” 的阵营ꎬ 政治定位、 政策主张依

然以服务于特定的种族群体为基调ꎮ
(二) 利益政治诉求不断凸显

１９９４ 年的民主选举ꎬ 既是种族政治旧传统的延续ꎬ 也是利益政治新议题

的开端ꎮ 事实上ꎬ 经济利益是人们进行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动力ꎮ② 经济利益

分配的失衡ꎬ 必然激起人们内心的愤怒ꎬ 进而演化为外在的暴乱或冲突ꎬ 甚

至导致政权、 政体的颠覆ꎮ 现代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ꎬ 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

冲突都是通过代表特定阶层利益的政党表现出来的ꎮ 因此ꎬ 在利益政治中ꎬ
选民的身份、 政治主张和行为跟随选民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发生改变ꎻ 在人的

诸多身份中ꎬ 经济身份是人最根本的身份ꎮ③

种族隔离时期ꎬ 黑人与白人之间区分的重要标识是种族身份ꎬ 这一现象

遮蔽了种族认同多与不利的经济或社会地位共生的现实ꎮ 在 １９９４ 年选举中ꎬ
种族隔离统治导致的经济不平等的效应凸显出来ꎮ １９９４ 年的南非ꎬ 白人拥有

南非土地的 ８０％ ꎬ 其中ꎬ ５ 万白人农民占有全部农耕用地的 ８５％ ꎻ④ ５％ 的白

人拥有南非 ８８％的财富ꎬ 黑人拥有不到 ２％的国家资产⑤ꎬ ６８％的黑人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ꎬ 而鲜有白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⑥ꎮ 鉴此ꎬ 黑人主张对白人资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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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有化ꎬ 并要求获得住房、 电力和水源等社会基本福利供给ꎬ 白人则以保

护既有经济地位为目标ꎮ 国民党、 民主党、 自由阵线以维护白人既有经济利

益为主ꎬ 将非国大追求黑人多数统治的诉求视为对白人私有财产的威胁ꎬ 并

主张未来南非实行有利于白人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ꎮ 同

时ꎬ 国民党还将自身塑造成为少数族裔 (包括白人、 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
经济利益的代表ꎬ 极力反对取消少数族裔既有经济优势地位并对其私有财产

进行重新分配的主张ꎮ 与白人反对党相反ꎬ 多数黑人反对党要求对白人资产

进行不同程度的重新分配ꎬ 以实现种族经济平等ꎮ 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张重新

分配土地和国家财富ꎬ 尤其将土地置于优先重新分配的地位ꎮ 阿扎尼亚人民

组织主张对白人财产进行国有化ꎬ 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南非ꎮ 因卡塔自由党

是唯一一个支持南非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黑人反对党ꎬ 也不认可实现种

族经济平等的目标ꎮ 在黑白对立的形势下ꎬ 非国大放弃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

化改革ꎬ 提出 «重建与发展计划» (ＲＤＰ)ꎬ 承诺通过大规模的公共支出ꎬ 改

善历史上被边缘化的贫困群体的社会经济条件ꎻ 重新分配土地ꎬ 以及实施平

权行动计划ꎬ 降低经济权利的集中度ꎬ 同时兼顾黑人、 白人的经济利益ꎮ 面

对经济不平等与种族因素难以脱钩的现实ꎬ 反对党之间的政治竞争越来越聚

焦经济利益之争ꎮ
(三) 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的双重建构

在 １９９４ 年选举中ꎬ 反对党利益政治的诉求与种族政治的话语同时出现ꎬ
且具有高度重合性ꎬ 促使选举政治呈现种族普查特征: 黑人支持非国大、 因

卡塔自由党、 泛非主义者大会ꎬ 白人支持国民党、 民主党及自由阵线ꎮ 非国

大凭借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集聚的丰厚政治资产获得 ６２ ６５％的选票及 ６ 个省

份的多数席位①ꎬ 由民族解放运动组织转变成南非占据主导地位的执政党ꎻ 因

卡塔自由党的主要支持基础在夸祖鲁 － 纳塔尔省ꎬ 在其他省份的立法机构选

举中的得票率不足 １ ５％ ②ꎻ 国民党的主要支持基础在有色人和白人主导的西

开普省ꎻ 其余反对党的得票率均不足 ３％ ꎮ
由此可见ꎬ 由于经济体制变革滞后于政治体制的转型ꎬ 这种结构性的矛

０６

①

②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１９９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ｅｄｆｉｌｅｓ / ＮＰＥ％２０１９９４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２０ꎮ

Ｒｏｇｅｒ Ｓｏｕｔｈａｌｌꎬ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７ꎬ Ｎｏ ３８９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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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迫使反对党在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力ꎬ 并相互借力ꎮ 以

既有的种族排他性身份认同为基础ꎬ 反对党将自身塑造为特定选民利益的代

表ꎬ 继续建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对立ꎬ 并对非国大—国民党以政治和谈

的方式结束种族隔离统治进行抨击ꎮ 同时ꎬ 反对党不断强化经济议题ꎬ 迎合

选民对经济利益的关切ꎬ 把种族身份与经济身份直接挂钩ꎬ 迫使执政党选择

中间道路ꎮ 通过这种范式ꎬ 反对党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身份对立广泛应

用于争取选民利益、 巩固选民基础的政治行动之中ꎮ

三　 利益政治: １９９４ 年后南非反对党的选举政治实践

非国大政府提出 “一个民族ꎬ 多种文化”、 建立 “彩虹国度” 的口号ꎬ
所指即出生于南非的所有人均属于同一个民族ꎮ 一方面ꎬ 在非国大的倡导

下ꎬ 种族排他性有所削弱ꎬ 反对党难以凭借种族身份进行选民动员ꎻ 另一

方面ꎬ 随着经济不平等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尖锐性不断凸显ꎬ 反对党必须对

不同种族选民的利益关系进行整合ꎬ 以扩大选民基础ꎮ 在这两种趋势的共

同作用下ꎬ 利益政治逐渐占据主导ꎬ 反对党的黑白之分逐渐向左右之争

转化ꎮ
(一) 争取选民的利益之争

非国大政府保留了白人的经济主导地位ꎬ 并通过宪法第 ２５ 条确保不会进

行激进经济变革ꎬ 同时ꎬ 运用行政手段积极改善黑人参与国家经济的能力ꎮ
非国大政府对黑人的倾斜政策ꎬ 直接威胁到白人、 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既有

的经济优势ꎮ 为了拓展选民基础ꎬ 白人反对党极力主张有利于少数族裔选民

的经济政策ꎬ 拉拢有色人及南非印度人ꎮ
自 １９９４ 年以来ꎬ 非国大政府通过一系列劳工立法ꎬ 如 «劳动关系法»

«就业基本条件法» «技能发展法案» «就业公平法案» «平权行动» 等ꎬ 对黑

人雇员权利、 就业条件及技能发展做出明确规定ꎮ 其中ꎬ «就业公平法案»
«平权行动» 要求公共服务部门及私营部门中的人员配置必须反映种族人口比

例ꎮ 国民党作为白人利益的代表ꎬ 成为民族团结政府的一部分ꎬ 但既左右不

了非国大政府的政策走向ꎬ 也难以提出反对意见ꎮ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ꎬ 非国大在新

宪法中用多数统治代替权力分享原则ꎬ 国民党退出民族团结政府ꎬ 于 １９９７ 年

更名为新国民党 (Ｎｅ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ꎬ 以摆脱种族隔离历史的负面影响ꎮ 在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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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国民党的选民中ꎬ 近 ８０％ 是白人和有色人ꎮ① 基于这一选民基础ꎬ 新国

民党着手改变南非白人的身份界限ꎬ 着重从语言、 文化而非种族的角度界定

白人ꎬ 将有色人纳入白人阵营ꎬ 试图成为白人、 有色人经济利益的代表ꎮ 在

１９９９ 年大选中ꎬ 新国民党把维护白人的经济主导地位放在首位ꎬ 全力阻止非

国大在议会单独获得能够修改宪法第 ２５ 条所需的 ２ / ３ 多数席位ꎬ 这与代表有

色人选民利益的身份相左ꎬ 于是ꎬ 白人与有色人出现不同的声音ꎮ 与新国民

党模棱两可的利益身份不同ꎬ 民主党通过在国民议会中进行提案的方式参政ꎬ
赢得建设性反对党的声誉ꎬ 为吸引对非国大和新国民党不满的少数族裔选民

奠定了基础ꎮ 为了与非国大和新国民党争夺少数族裔选民ꎬ 民主党抨击非国

大在治理犯罪、 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缺乏治理能力ꎬ 吸引对非国大治理失望

的少数族裔选民ꎻ 明确反对非国大政府提出的 «就业公平法案» 及 «平权行

动» 对劳动力市场的限制ꎬ 支持更加灵活的劳工政策ꎬ 提倡减税、 增加私有

化ꎬ② 以此吸引属于新国民党的少数族裔选民转向民主党ꎮ 如表 １ 所示ꎬ 新国

民党在少数族裔中的选票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ꎬ 尤其是白人、 有色人的选票

下降尤为明显ꎬ 得票率仅为 ６ ８７％ ③ꎮ 相比之下ꎬ 民主党在白人、 有色人和

南非印度人的支持下ꎬ 得票率上升至 ９ ５６％ ④ꎮ 但是ꎬ 新国民党、 民主党都

不可能阻止非国大获得国民议会 ２ / ３ 多数席位ꎮ 当时的统计预测表明ꎬ 到

２００４ 年大选ꎬ 白人选民占总选民人数的百分比将下降约 ３％ ~ ６％ ꎬ 基础选民

将持续缩小ꎮ⑤ 在这样的形势下ꎬ 民主党呼吁白人反对党建立反对非国大的联

合阵线ꎮ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ꎬ 新国民党、 民主党合并为民主联盟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ꎮ 但是ꎬ 新国民党与民主党竞争的目标都是争取少数族裔选民ꎬ 无论

哪一方获胜都会进一步凸显自身白人政党的色彩ꎬ 再加上二者意识形态不同ꎬ
新国民党与民主党的合并进一步增强了民主联盟排他性的政党形象ꎬ 对谁都不

利ꎮ 这种结构性矛盾促使民主联盟很快发生分裂ꎬ 新国民党退出民主联盟ꎮ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ꎬ ｉｎ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ｅｄꎬ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９９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ｄｅｌａ ｔｏ Ｍｂｅｋｉ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１８４

Ｋａｒｅｎ Ｅ Ｆｅｒｒｅｅꎬ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Ｒａｃｉａｌ － Ｃｅｎｓｕ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９９ － １００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１９９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ｈｏｍｅ /
ＮＰ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１ /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２０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２９ꎮ

同上文ꎮ
Ｅｄｄｙ Ｍａｌｏｋａꎬ “ ‘Ｗｈｉ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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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国民党、 民主党在 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９ 年大选中的选票构成 (单位: 万张)

国民党 民主党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９ 年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９ 年

白人 １９０ ３４ ３０ １２０

有色人 １２０ ４８ ０ ７ ５

黑人 ５０ ２０ ０ １ ８

南非印度人 ３０ ８ ０ ９

　 　 资料来源: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ꎬ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９９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ｄｅｌａ ｔｏ Ｍｂｅｋｉ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１８２ － １８４

退出民主联盟后ꎬ 新国民党将其与非国大的联盟关系视为维护政治影响

力的主要途径ꎬ 民主联盟则蜕变成为少数族裔的政治家园ꎮ 在 ２００４ 年全国大

选中ꎬ 新国民党高度重视与非国大的合作ꎬ 将其视为参与国家政策决策及国

家资源分配的关键性作用ꎬ 这与捍卫白人经济主导地位的目标出现偏差ꎬ 因

而失去白人选民的强有力支持ꎬ 结果仅获得 １ ６５％ 的得票率①ꎮ 相比之下ꎬ

自 １９９９ 年大选起ꎬ 民主联盟不断提出有利于少数族裔经济优势地位的经济议

题ꎬ 如要求对 «平权行动» «就业公平法案» 等限制性劳动法规进行修改ꎬ

主张建立出口加工区ꎬ 反对黑人经济赋权政策ꎬ 降低税率及实施税收优惠政

策ꎬ 消除贸易壁垒和延长自由贸易协定ꎬ 取消外汇管制等等ꎮ 民主联盟的得

票率不断上升ꎬ② 如表 ２ 所示ꎬ 民主联盟在各省份少数族裔选民中的得票率出

现不同程度的上升ꎬ 得票率上升至 １２ ３７％ ③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新国民党解散ꎬ 成员

分别加入非国大、 民主联盟ꎮ 自此ꎬ 民主联盟成为白人、 有色人及南非印度

人利益的代表ꎬ 极端的政治主张得到进一步修正ꎬ 如反对以种族为基础的经

济配额政策ꎬ 主张进行有偿土地改革ꎬ 修改限制性劳动法规对少数族裔选民

经济优势地位的威胁等ꎮ 如表 ２ 所示ꎬ 截至 ２０２４ 年ꎬ 民主联盟在东开普省、

自由省、 夸祖鲁 － 纳塔尔省、 西北省、 豪登省、 普马兰加省及林波波省的得

票率均超过少数族裔人口在各省总人口中的比例ꎮ

３６

①

②

③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２００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ｈｏｍｅ /
ＮＰ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４５ /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２０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２９ꎮ

“ＤＡ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２００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ｓｐ ｃａｃｈｅｆｌｙ ｎｅｔ / ａｓｓｅｔ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 ０１１０７＿ ｄａｍ
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２５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２００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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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０４ ~ ２０２４ 年国民议会选举中民主联盟在各省的得票率 (单位:％ )

少数族裔选民人口比例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４

东开普省 １３ ４０ ７ ２５ ９ ９７ １５ ８７ １５ ０１ １４ ６２

自由省 １２ １０ ８ ８７ １２ １０ １６ ２４ １７ ０５ ２１ ３１

豪登省 ２１ ９０ ２０ ３３ ２１ ２７ ２８ ５２ ２４ ５３ ２６ ６５

夸祖鲁—纳塔尔省 １２ ９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３３ １３ ３５ １４ ２４ １３ ６８

林波波省 ３ １０ ３ ８１ ３ ７１ ６ ６０ ５ ３７ ６ ０８

普马兰加省 ９ １０ ７ １７ ７ ６０ １０ ０４ ９ １２ １１ ８４

西北省 ９ ９０ ５ ４７ ８ ７０ １２ ５９ １１ ３１ １３ ４８

北开普省 ４８ ００ １１ ６１ １３ ０８ ２３ ３６ ２４ ３３ ２１ ２２

西开普省 ６５ ５０ ２６ ９２ ４８ ７８ ５７ ２６ ５２ ４１ ５３ ０５

　 　 说明: 本表格中少数族裔选民的人口比例采用的是 ２０１１ 年南非政府的数据ꎮ
数据来源: 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ｈｏｍｅ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ｎｐｅ －

ｒｅｓｕｌｔｓꎬ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１８ꎬ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２ꎻ 南非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ｓａ ｇｏｖ ｚａ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０
３０１４ / Ｐ０３０１４２０１１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１９ꎮ

在 ２０２４ 年大选中ꎬ 民主联盟的得票率略有上升ꎬ 为 ２１ ８１％ ①ꎬ 少数族裔

选民基础稳定ꎬ 表明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选民其经济身份牢固ꎮ 反观作为

执政党的非国大ꎬ 得票率仅为 ４０ １８％ ②ꎬ 除非国大内部分裂的因素外ꎬ 也表

明非国大折中、 调和黑白经济对立的方略逐渐失势ꎮ
(二) 提高黑人经济能力的左右之争

根据 ２０２２ 年南非人口普查数据ꎬ 南非总人口为 ６ ２００ 多万ꎮ 从族群归属

来看ꎬ 非洲黑人占比为 ８１ ４％ ꎬ 白人占 ７ ３％ ꎬ 有色人占 ８ ２％ ꎬ 南非印度人

占 ２ ７％ ꎮ③ 在黑人人口占多数的人口结构中ꎬ 提高黑人参与经济的能力成为

反对党在选举政治中无法绕开的议题ꎮ
国民党退出民族团结政府后ꎬ 泛非主义者大会、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接受

白人成为南非的一部分ꎬ 但认为大多数黑人尚未享受到实现政治平等应带来

的经济利益ꎬ 反对南非财富以种族为基础的分配方式ꎬ 主张对土地及国家财

富进行重新分配ꎮ 随着非国大主导党地位的巩固ꎬ 泛非主义者大会内部的改

４６

①

②
③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２０２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ｈｏｍｅ /
ＮＰ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１３３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Ｂａｌｌｏｔ / Ｒｅｓｕｌｔｓ％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２ꎮ

同上文ꎮ
参见南非政府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ｃｅｎｓｕｓ ｓｔａｔｓｓａ ｇｏｖ ｚａ / ａｓｓｅｔ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２２ / Ｐ０３０１４＿Ｃｅｎｓｕｓ＿２０２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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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派主张避免在经济变革领域与非国大竞争ꎬ 引发泛非主义者大会分裂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改革派脱离泛非主义者大会ꎬ 在德里尔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ｄｅ Ｌｉｌｌｅ) 的领导下

另立新党———独立民主党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ꎬ 主张在非国大的非主要

优先领域改善黑人经济地位ꎮ 在 ２００４ 年全国大选中ꎬ 独立民主党设法避开与

非国大进行直接竞争ꎬ 竞选议题集中在非国大的非主要优先事项ꎬ 如艾滋病、
腐败、 虐待儿童和妇女等ꎬ 获得 １ ７３％ 的选票①ꎬ 成为国民议会第六大反对

党ꎮ 这一结果刺激独立民主党在实现经济平等领域与非国大展开竞争ꎮ 到

２００９ 年全国大选ꎬ 独立民主党开始与非国大在主要优先事项ꎬ 尤其是实现种

族经济平等领域进行竞争ꎬ 主张经济发展成果共享ꎬ 各种族平等拥有工作技

能和机会ꎮ② 在首次发生分裂后ꎬ 泛非主义者大会在 ２００４ 年选举中主张废除

宪法中使种族经济不平等合法化的第 ２５ 条ꎬ 为重新分配土地创造条件ꎬ 这一

主张引发再次分裂ꎮ ２００７ 年ꎬ 非洲人民大会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从泛非主义者大会分裂出来ꎬ 主张泛非主义、 社会主义是解决南非难题的关

键ꎬ 应建立非种族的、 社会主义性质的南非ꎮ 然而ꎬ 泛非主义者大会、 阿扎

尼亚人民组织、 独立民主党及非洲人民大会未能提出建立实现自身目标的有

效途径以取代非国大的政治议程ꎬ 在选举中难以持久获得选民支持ꎬ 仅泛非

主义者大会在 ２０２４ 年的国民议会中获得 １ 个席位ꎮ
在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９ 年选举中ꎬ 因卡塔自由党逐步放弃祖鲁人自治的政治诉

求ꎬ 将竞选主题集中在艾滋病、 腐败、 犯罪、 失业和贫困领域ꎮ 由于没有将

实现种族经济平等作为主要目标ꎬ 既难以继续获得祖鲁选民支持ꎬ 也难以拓

展黑人选民数量ꎬ 该党得票率不断下降ꎮ 到 ２０２４ 年全国选举ꎬ 因卡塔自由党

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仅获得 ３ ８５％的支持率ꎮ③

民主联盟主张南非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ꎬ 通过经

济增长消除种族经济不平等ꎮ 同时ꎬ 在意识到黑人选民的重要性后ꎬ 民主联

盟承认种族隔离制度是导致黑人处于不利地位的关键原因ꎬ 主张对黑人提供

补助措施ꎮ 在 ２００４ 年选举中ꎬ 民主联盟提出设立基本收入补助的主张ꎬ 但强

５６

①

②

③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ｓｐ ｃａｃｈｅｆｌｙ ｎｅｔ / ａｓｓｅｔ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
０１１３４＿ ｉｄ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２３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２００９”ꎬ Ａｌｌ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ｍａｉｎ / ｍａｉｎ / ｉｄａｔｃｓ / ０００１１７６０: ９８２ｂｆ４０４６０２１９ｅｅ４２１ｆ４９８０３ａ９８８ｆ８６９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２３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２０２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ｈｏｍｅ /
ＮＰ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１３３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Ｂａｌｌｏｔ / Ｒｅｓｕｌｔｓ％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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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应通过促进私有部门发展及实现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①ꎬ 该党没有能够获

得大量黑人选民的支持ꎮ 到 ２００９ 年选举ꎬ 民主联盟认为仅取消种族隔离统治

时期的歧视性法律不足以赋予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南非人以应有权利ꎬ
１９９４ 年以来黑人经济地位并没有明显改善ꎮ② 这种认识标志着民主联盟仅代

表少数族裔经济利益的政治态度在慢慢转变ꎮ 但同时ꎬ 民主联盟拒绝通过剥

夺白人的既有财产对黑人进行经济补救ꎬ 拒绝以牺牲现有白人财产所有者的

权利为代价对国有土地进行重新分配ꎬ 因此ꎬ 在广大黑人选民看来ꎬ 民主联

盟依然是代表白人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ꎮ 如表 ２ 所示ꎬ 民主联盟得票率在各

省份的分布比例中ꎬ 超过少数族裔人口的占比较少ꎬ 意味着民主联盟获得的

黑人选民依然有限ꎮ
自政治和谈时期起ꎬ 非国大内部就如何实现种族经济平等ꎬ 一直存在左

右之争ꎮ 左派主张直接进行激进经济变革ꎬ 右派主张南非经济增长是实现种

族经济平等的前提条件ꎮ 姆贝基时期ꎬ 虽然非国大政府转向新自由主义经济

政策实现了南非宏观经济的稳定ꎬ 但牺牲了底层黑人经济状况的改善ꎬ 导致

非国大内部祖马代表的左派与姆贝基代表的右派之间的斗争公开化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祖马成为新一任非国大主席ꎬ 姆贝基被非国大提前 “召回”ꎬ 引发姆

贝基派系脱离非国大ꎮ ２００８ 年ꎬ 莫司奥莱科塔 (Ｍｏｓｉｕｏａ Ｌｅｋｏｔａ) 为首的姆

贝基派系脱离非国大ꎬ 组建了人民大会党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ꎬ 力图成为

非国大的替代政府ꎮ 但在反对非国大的同时ꎬ 人民大会党没有提出替代非国

大的方案ꎬ 主张通过 «就业公平法案» 和黑人经济赋权政策提高黑人参与经

济的能力ꎬ 与非国大主导的经济去种族化变革无异ꎮ 为此ꎬ 人民大会党能够

短暂分流非国大的选民基础ꎬ 但难以持久获得选民支持ꎮ ２００９ 年全国大选中ꎬ
人民大会党的得票率为 ７ ４２％ ꎬ 成为非国大失去国民议会 ２ / ３ 多数席位的主

要原因ꎮ③ 之后ꎬ 人民大会党的得票率持续下降ꎬ 到 ２０２４ 年全国大选ꎬ 得票

率仅为 ０ ０９％ ④ꎮ

６６

①

②

③
④

“ＤＡ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２００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ｓｐ ｃａｃｈｅｆｌｙ ｎｅｔ / ａｓｓｅｔ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 ０１１０７＿ ｄａｍ
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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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２: ｃ６３ｂ９０５６６１ｃｄｆ３７ｂｃ８１ｂｄ３７５１１９ｂ１０４４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２５

刘中伟: «南非非国大的分裂及其影响»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２３ ~ ２４ 页ꎮ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２０１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ｄａｓ

ｈｂｏａｒｄｓ / ｎｐｅ / ａｐｐ / 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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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非成立 ３０ 年来ꎬ 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经济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ꎮ
比如ꎬ 在土地占有方面ꎬ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０ 年ꎬ 南非政府仅完成了 ３ ７％ 的土地重

新分配ꎮ① 在财富占有方面ꎬ 截至 ２０１１ 年ꎬ 占南非人口 ９％的白人所拥有的私

人资产是占南非人口 ８０％ 的黑人所拥有的私人资产的 ２ ９ 倍ꎮ② ２０１３ 年ꎬ 马

勒马及其支持者成立了经济自由斗士党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ꎬ 该党认

为非国大背叛了 «自由宪章»ꎬ 主张进行无偿土地改革及白人资产国有化的激

进经济改革ꎬ 彻底实现黑人经济解放ꎮ 为了积极顺应底层黑人渴望被关注的

心态和反对经济不平等的诉求ꎬ 经济自由斗士党猛烈抨击南非经济的不公平

问题ꎬ 要求黑人财富的直接增加ꎬ 推出最低工资法案ꎬ 而且必须将白人占有

的土地和财富进行国有化ꎬ 平等分配给所有黑人ꎮ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选举中ꎬ
经济自由斗士党凭借激进经济变革的主张迅速获得新南非青年选民的支持ꎬ
得票率由 ６ ３５％攀升至 １０ ８０％ ③ꎮ 如表 ３ 所示ꎬ 在除东开普省以外的所有省

份ꎬ 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得票基本与非国大得票的减少部分持平ꎬ 甚至在某些

省份超过非国大得票率的下降幅度ꎬ 这表明经济自由斗士党分流了原本属于

非国大的选民基础ꎬ 成为黑人选民仅次于非国大的选择ꎮ 之后ꎬ 激进经济变

革成为黑人选民的主要诉求ꎬ 加速非国大左翼力量的分裂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ꎬ 追

求激进经济变革的祖马及其支持者组建民族之矛党ꎮ ２０２４ 年大选中ꎬ 黑人左

翼民粹主义政党与民主联盟之间的左右之争最为激烈ꎮ 民族之矛党主张恢复

祖鲁人认同ꎬ 加速进行土地分配ꎬ 对银行、 矿山等关键行业进行国有化等ꎬ
获得 １４ ５８％的选票ꎮ④ 虽然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得票率略有下降ꎬ 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０ ８０％下降到 ２０２４ 年的 ９ ５２％ ꎬ⑤ 但如果把民族之矛党和经济自由斗士党联

系起来看ꎬ 黑人政党中激进的左翼力量成倍增长ꎬ 民族之矛党与经济自由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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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Ａｒｋａｄｉｕｓｚ Ｚｕｋｏｗｓｋｉꎬ “Ｌ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ｒ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ꎬ
Ｗｅｒｋｗｉｎｋｅｌ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７１ － ８４

参见马正义: «南非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及其根源»ꎬ 载 «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３７ 页ꎮ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２０１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ｈｏｍｅ /
ＮＰ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６９９ / Ｒｅｓｕｌｔｓ％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２５ꎮ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２０２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ｈｏｍｅ /
ＮＰ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１３３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Ｂａｌｌｏｔ / Ｒｅｓｕｌｔｓ％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２ꎮ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２０１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ｈｏｍｅ /
ＮＰ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６９９ / Ｒｅｓｕｌｔｓ％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０５ －２５ꎻ “２０２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ｈｏｍｅ / ＮＰ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１３３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Ｂａｌｌｏｔ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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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党的得票率加起来是 ２４％ ꎬ 比民主联盟的得票率高出 ２ ３２％ ꎮ 这意味着黑

白经济对立加剧ꎬ 非国大在后续的联合执政中ꎬ 延续具有中间道路性质的经

济去种族化变革阻力越来越大ꎬ 势必进一步将激进经济变革的议题纳入南非

未来经济发展战略ꎮ

表 ３　 ２００９ ~ ２０２４ 年非国大、 经济自由斗士党及民族之矛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的选票分布

(单位:％ )

省份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４ 年

非国大
经济自

由斗士党
非国大

经济自
由斗士党

非国大
经济自

由斗士党
非国大

经济自由
斗士党 / 民
族之矛党

东开普省 ６９ ７０ － ７０ ７５ ３ ７８ ６９ ２６ ７ ７２ ６２ ４７ １０ ０７ / １ ６３

自由省 ７１ ９０ － ６９ ７２ ７ ８９ ６２ ９４ １１ ６０ ５２ ８８ １３ ０９ / ２ ２６

豪登省 ６４ ７６ － ５４ ９２ １０ ２６ ５３ ２０ １３ ５３ ３６ ４７ １２ ４６ / １０ ６５

夸祖鲁 － 纳塔尔省 ６３ ９７ － ６５ ３１ １ ９７ ５５ ４７ ９ ９６ １７ ６２ ２ ５６ / ４５ ９３

林波波省 ８５ ２７ － ７８ ９７ １０ ２７ ７７ ００ １３ １４ ７４ ２３ １２ ９７ / １ ００

普马兰加省 ８５ ８１ － ７８ ８０ ６ １５ ７２ ２３ １１ ５１ ５１ ８９ １２ ７１ / １７ ２４

西北省 ７３ ８４ － ６７ ７９ １２ ５３ ６３ ６９ １７ ０９ ５８ ５３ １６ ４０ / ２ ２０

北开普省 ６１ １０ － ６３ ８８ ５ ０６ ５８ ２３ ９ ７１ ４９ ３０ １２ ８９ / ０ ９４

西开普省 ３２ ８６ － ３４ ００ ２ ３２ ３１ ２３ ４ １９ ２１ ３４ ５ ８８ / ０ ７９

　 　 数据来源: 根据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ｈｏｍｅ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ｎｐｅ －
ｒｅｓｕｌｔｓ) 数据制作ꎮ

(三) 大都市的政治主导权之争

自 ２０１４ 年起ꎬ 民主联盟和经济自由斗士党成为反对党的主力ꎬ 但二者所

代表的选民结构存在根本不同ꎮ 民主联盟捍卫白人利益的政策主张ꎬ 并没有

把实现种族经济平等作为目标ꎮ 经济自由斗士党则刻意迎合黑人要求进行激

进经济变革的诉求ꎬ 主张对白人资产进行国有化ꎮ 民主联盟和经济自由斗士

党的左右之争ꎬ 加剧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经济矛盾ꎬ 扩大了南非社会的撕裂ꎬ
同时也削弱了两党与非国大的竞争能力ꎮ 在这种情势下ꎬ 以非国大失去大都

市多数席位为契机ꎬ 反对党开始在大都市组建联合政府ꎬ 以增加黑人获得基

本社会服务的机会ꎮ 这种避重就轻的选择ꎬ 可暂时缓解左右之争的激化、 升

级ꎬ 也可大大增强针对非国大的竞争力量ꎮ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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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隔离时期ꎬ 黑人极少能够获得基本社会服务ꎬ 非国大政府弥补欠账

的任务非常艰巨ꎮ １９９４ 年民主选举过后ꎬ 非国大政府在为黑人提供基本社会

服务上取得重大进步ꎬ 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地方选举中没有反对党能够对其主导

地位构成威胁ꎮ 受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影响ꎬ 祖马任期内ꎬ 非国大政府向黑人提

供基本服务的能力锐减ꎬ 引发持续的抗议ꎬ 导致非国大主导党地位在地方选

举中出现弱化的迹象ꎮ 在 ２０１６ 年地方选举中ꎬ 非国大的得票率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１ ９５％下降至 ５３ ９１％ ꎬ 失去约翰内斯堡、 曼德拉市、 茨瓦内和伊库古莱尼 ４
个大都市的多数席位ꎮ 首次参加地方选举的经济自由斗士党则获得 ８ １９％ 的

选票ꎬ 成为非国大失去大都市席位的主要原因ꎻ 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上升至

２６ ９０％ ꎬ 在大都市的得票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ꎮ① 经济自由斗士党趁机支

持民主联盟在约翰内斯堡、 茨瓦内及曼德拉市组建反对党联合政府ꎮ 在民主

联盟的主导下ꎬ 反对党联合政府以增加黑人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为目标ꎬ 并

取得积极成效ꎮ 在曼德拉市ꎬ 地方政府实施有利于穷人的预算ꎬ 用于改善基

础设施、 援助贫困人口、 解决住房问题ꎻ 在茨瓦内ꎬ 地方政府财政由持续赤

字转向盈余ꎻ 在约翰内斯堡ꎬ 全面提供基本供水服务ꎬ 为反对党整合不同种

族之间的利益分歧开辟了新途径ꎮ②

随着非国大主导党地位的持续弱化和经济自由斗士党在全国选举及地方

选举中得票率的持续上升ꎬ 非国大被迫回应部分黑人选民要求进行激进经济

变革的诉求ꎬ 以抵御经济自由斗士党对其选民基础的侵蚀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在

经济自由斗士党的支持下ꎬ 非国大政府通过了无偿征用土地的修宪法案ꎮ 经

济自由斗士党还主张在银行、 矿业和医疗保险等领域实施国有化ꎬ 彻底清除

白人资本对黑人民众的剥削和排斥ꎬ 导致民主联盟分裂和极右翼白人主导的

“自由阵线 ＋ ” 复苏ꎮ
“自由阵线 ＋ ” 是南非独立后极右翼阿非利卡人的集合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保守

党、 自由阵线及阿非利卡统一运动合并成为 “自由阵线 ＋ ”ꎬ 主张维护阿非利

卡人的民族自决权ꎬ 以及其他少数族群的自决权ꎮ③ 由于 “自由阵线 ＋ ” 的

９６

①

②

③

张凯: «２０１６ 年地方选举与南非政党格局的新变化———兼谈执政党非国大支持率下降问题»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６８ ~ ７１ 页ꎮ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ｄｎ ｄａ ｏｒｇ ｚａ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２１６０８４９ / Ａ４ －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 Ｂｏｏｋｌｅｔ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２５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ｎｔ Ｐｌｕｓꎬ 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ｆｐｌｕｓ ｏｒｇ ｚａ / 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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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主张与捍卫白人经济主导地位的诉求不相关ꎬ 在国民议会选举中的得票

率不足 １％ ꎮ 到 ２０１９ 年选举ꎬ “自由阵线 ＋ ” 反对黑人经济赋权及无偿进行土

地改革的主张获得保守派白人选民认可ꎬ 得票率由 ０ ９０％ 上升至 ２ ３８％ ꎮ①

而民主联盟因保守白人选民转向 “自由阵线 ＋ ”ꎬ 得票率由 ２２ ２３％ 下降至

２０ ７７％ ꎮ② 随后ꎬ 民主联盟的主要领导人均由白人担任ꎬ 保守主义倾向进一

步增强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 以马沙巴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ａｓｈａｂａ) 为首的黑人领导人退出

民主联盟ꎬ 组建南非行动党ꎬ 主张建立非种族的南非ꎬ 打破种族与社会经济

地位的相关性ꎮ③ 不断分裂的民主联盟ꎬ 既面临保守派白人流失的冲击ꎬ 又无

法满足黑人要求激进经济变革的诉求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ꎬ 南非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ꎬ 就业困

境加剧ꎬ 导致非国大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ꎬ 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持续削

弱ꎮ④ ２０２１ 年地方选举中ꎬ 非国大的得票率仅为 ４５ ５９％ ꎬ 失去了约翰内斯

堡、 茨瓦内、 伊库古莱尼、 曼德拉市和特克维尼 ５ 个大都市的多数席位ꎮ⑤ 经

历两次分裂后ꎬ 民主联盟的得票率由 ２６ ９０％ 下降至 ２１ ６６％ ꎬ 在大都市的得

票率也在下降ꎻ 经济自由斗士党成为唯一一个得票率持续上涨的反对党ꎬ 获

得 １０ ３１％的选票ꎮ⑥ 针对经济自由斗士党允许进行无偿土地改革的主张ꎬ 民

主联盟与 “自由阵线 ＋ ”、 南非行动党、 因卡塔自由党等在约翰内斯堡、 伊库

古莱尼和茨瓦内建立联合政府ꎮ⑦ 在非国大失去地方政府选举多数席位的前提

下ꎬ 反对党组建联合政府虽带有党争色彩ꎬ 但选择增加黑人基本服务供给作

为突破口ꎬ 不失为现实之选ꎮ
在 ２０２４ 年大选中ꎬ 共有 ７０ 个政党和 １１ 个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ꎬ 其中 ５２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２０１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ｈｏｍｅ /
ＮＰ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９１ / Ｒｅｓｕｌｔｓ％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ｄｆꎻ “２０１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ｈｏｍｅ / ＮＰ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６９９ / Ｒｅｓｕｌｔｓ％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２７

同上文ꎮ
参见南非行动党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ｃｔｉｏｎｓａ ｏｒｇ ｚａ / ａｂｏｕｔꎬ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２３ꎮ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３ 年ꎬ 南非外债总额保持高位ꎬ 分别为 １７５４ 亿美元、 １７００ 亿美元、 １６４９ 亿美元和

１７０７ 亿美元ꎮ Ｓｅｅ ＢＭＩ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ꎬ ｐ ５
参见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网站: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ｚａ /

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ｓ / ｌｇｅ / ꎬ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６ꎮ
同上文ꎮ
在约翰内斯堡、 伊库古莱尼ꎬ 民主联盟与非洲基督教民主党、 自由阵线 ＋ 、 人民大会党、 南

非行动党、 因卡塔自由党及爱国阵线组建联合政府ꎮ 在茨瓦内ꎬ 民主联盟与非洲基督教民主党、 自由

阵线 ＋ 、 人民大会党、 南非行动党及联合民主运动组建联合政府ꎮ



从种族政治到利益政治: 反对党参与南非选举政治的嬗变　

个政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支持票ꎬ 有 ４４ 个政党的得票率不足 １％ ꎮ① 虽

然ꎬ 民主联盟、 “自由阵线 ＋ ”、 因卡塔自由党等反对党将南非的困题归咎于

非国大治理能力的不足ꎬ 呼吁反对党联合起来削弱非国大的执政地位ꎬ 但选

票分散的事实表明ꎬ 反对党以黑人基本服务为由展示治理能力、 回避黑白经

济对立的策略难以获得选民的坚定支持ꎮ
新南非成立后ꎬ 由于黑人与白人经济利益之间存在零和状态ꎬ 种族经济

平等难以一蹴而就ꎮ 反对党虽然在努力摆脱种族身份的政治束缚ꎬ 转向选民

普遍关心的经济议题ꎬ 并就黑人没有获得经济自由形成共识ꎬ 但受经济体制

的限制ꎬ 难以通过有限改善选民经济地位的手段达到取消经济不平等与种族

之间相关性的目的ꎮ

四　 结语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ꎬ 发展中国家政治的首要问题是

“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ꎮ② 南非的情况则相反ꎬ 是经济

变革跟不上制度转型的步伐ꎮ 新南非成立前ꎬ 白人政权用种族身份定义经济

身份ꎬ 种族政治占据主导地位ꎮ 新南非成立后ꎬ 各种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得到

确立ꎬ 利益政治博弈逐渐凸显ꎮ 但是ꎬ 由于新南非经济上沿袭旧制ꎬ 人们的

经济身份与种族身份依然处于同构状态ꎮ 这种经济体制不适应政治结构转型

的格局ꎬ 与选举政治缠搅在一起ꎬ 导致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并存、 共生ꎬ 利

益政治常常被还原为认同政治ꎮ 面对经济不平等呈现种族特征的现实ꎬ 南非

反对党始终在追求本民族狭隘利益与放弃种族身份、 扩大选民基础的漩涡中

挣扎ꎬ 非国大主导党体制失稳ꎬ 政党生态碎片化ꎬ 阻塞了政党政治通往规则

政治的秩序化轨道ꎮ 恩格斯指出ꎬ “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ꎬ 而不是

为了原则ꎬ 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ꎮ”③ 南非反对党参与选举政治的嬗变

表明ꎬ 重返种族政治的泥沼是开历史倒车ꎬ 是没有前途的ꎻ 尽管种族政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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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时隐ꎬ 但隐蔽化趋势越来越明显ꎬ 黑白之分逐渐转向左右之争ꎬ 利益政治

逐渐占据主导地位ꎻ 利益分化正在催生新政党ꎬ 反对党的实力和影响力在逐

步上升ꎬ 非国大主导党体制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ꎮ 事实上ꎬ 种族主义是殖

民主义、 资本主义构建出来的ꎮ 南非左右之争实质是体制之争、 道路之争ꎮ
非国大努力运用政治手段推动经济结构重心向黑人阶层偏移ꎬ 但这种治标不

治本的做法ꎬ 难以扭转黑人经济地位与黑人执政不匹配的困局ꎮ① ２０２４ 年大

选结果表明ꎬ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越来越趋于尖锐化ꎮ 其一ꎬ 非国大主导党地

位空前弱化ꎻ 其二ꎬ 民族之矛党迅速崛起ꎬ 民主联盟趋于稳定ꎬ 显示左翼民

粹主义力量快速壮大ꎬ 左右之争加剧ꎻ 其三ꎬ 政党政治格局进一步碎片化ꎬ
选票大幅度分散ꎬ 追求种族经济平等的途径将持续分化ꎻ 其四ꎬ 选民更加关

注各政党的经济变革和治理能力ꎬ 迫使主要反对党如经济自由斗士党、 民主

联盟继续抱持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相互借力的传统ꎬ 针对非国大主导党地位

的颓势ꎬ 进一步强化联合策略ꎬ 以增强削弱非国大执政地位的实力ꎮ
当前ꎬ 受全球发展转型和内部经济结构矛盾的影响ꎬ 南非经济增长乏

力②ꎬ 非国大尚未找到改善选民经济处境的强有力措施ꎬ 反对党亦缺乏系统提

供替代方案的能力ꎮ 由此观之ꎬ 南非经济上的去种族化道阻且长ꎬ 但政党政

治已步入直面深层次矛盾的深水区ꎬ 回避的空间越来越有限ꎬ 未来的不确定

性在加速上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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