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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主性与新加坡国家构建探析
!

朱
!

雄

摘
!

要!国家自主性理论与国家构建理论存在着内在契合#国家构建包括两个方面的内

容!民族!国家构建与民主!国家构建#新加坡的国家构建过程中"在民族!国家$民

主!国家两个方面都呈现出国家自主性突出的特征#国家自主性理论为分析新加坡国家

构建中呈现的这一特征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国家自主性%新加坡%国家构建

城市国家新加坡以其繁荣$法治$廉洁$高效闻名于世#而在
%"

世纪
!"

年代新加坡独立之初"新加

坡的状况并不乐观"以至荷兰经济学家艾伯特*温斯缪斯对新加坡的前景颇为悲观"他说!&新加坡即将

完蛋"它只是亚洲黑暗角落里的一个狭小市场#'!然而"到了
%"

世纪末"新加坡的状况却大大改观#

&从
$)()

年到
$))#

年"新加坡的人均
I8E

增长了
#'

倍"从一个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变为了世界第四富

国#'"新加坡的成就显而易见"学者对新加坡的称赞也毫不吝啬!&新加坡是另一个亚洲奇迹"一个没有

自然资源的城市小国"偏居马来半岛的末梢%然而经过
&"

年的发展"新加坡却成为一个商业$制造业和

航运业的中心"生活水平足以与日本和其他富裕国家相媲美#'$很多人将之称为&新加坡之谜'#不过"

在政治学研究中"学者们特别是西方的学者们往往给新加坡贴上&威权主义'的标签#&他(李光耀)的政

权是一种威权主义的或专制的形式运作的#'%国内也有政治学者对新加坡的威权政治进行了专题研

究&#

一方面"新加坡是&东南亚各新兴国家中政治最清廉稳定$经济最繁荣进步$社会最和谐安定的国

家''%另一面"新加坡又被政治学者贴上非民主国家的标签#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被福山看作是

&历史的终结'"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非西方国家向西方靠拢的过程#新加坡的经验让人们看到了非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呈现出的不同景象#

现实中的政治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并没有让众多的新兴民主国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不少新兴民主国家陷入政治混乱$国家机构虚弱$社会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等发展困境#新兴民主国家的

发展困境"与新加坡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福山对其&历史终结论'也进行了深刻反思"+国

家构建///

%$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国家构建,就是其反思的学术成果#福山在该书中重新重视国家的作

用"以摆脱失败国家所出现的种种弊端#

一$国家自主性与国家构建理论的内在契合

&国家自主性'概念是
%"

世纪
,"

年代以来开始流行的概念#&国家自主性'概念可以溯源到马克思

对国家问题所进行的分析#马克思在分析中认为国家权力自主性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对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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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相对自主"&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

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二是国家对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相对独立#新马克思主义者普朗查斯和密利

本德等人系统地论证和发展了国家自主性理论#

回归国家学派认为"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系统"本身就具有自主性#回归国家学派表现了社会科学研究从&社会中心

主义'向&国家中心主义'的&回归'#斯考切波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斯考切波在其名著+国家与社会革命,中认为"原有革

命理论的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忽视了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仅仅将国家作为社会经济力量及其冲突的因变量#

斯考切波认为"国家不仅仅是社会斗争的舞台"必须将国家视为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主体"才能理解政治危机的爆发

和革命过程#斯考切波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进行比较革命研究"其主要理论观点包括以下方面!

$7

关于国家的本质#斯考切波认为"&国家应该适当地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经济冲突展开战斗的一个场所#

毋宁说"它是一套以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国家是通过抽取社会资源来维持组织运转的#

%7

关于国家的职能#斯考切波认为国家具有两项基本职能!一是要维持秩序"二是要同其它实际的或潜在的国家

竞争#

&7

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表现#与国家的职能相联系"国家提取社会资源后"资源的投向目标与现存支配阶级的利益

可能并不重合"&这些资源可能大部分都会用来强化国家自身的自主性///这就必然会威胁到支配阶级的利益#'$

'7

关于国家自主性的限制因素#斯考切波认为"&国家自主性的实际程度和后果"只能从特定的政治系统和特定的

历史性国际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

国家构建就其基本含义来说"就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是&现代性在国家这种制度体系上的集中体现'&#

有学者将现代国家构建的特性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民族/国家"即居住在具有明确主权边界里的集体为统一的国家

机器所控制"并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二是民主/国家"即居住在国家内的人民居于主权地位"国家机器的权威来源于公

民授予#''笔者在文中对国家构建概念的使用也基于此"即民族国家$民主国家是现代国家构建的两大方面#

国家构建理论研究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失败国家(

]=:92J16=62

)的出现#限制国家作用"鼓励自由市场的新保守主义

的一套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稳步走上现代化之路"贫困$腐败$艾滋病$毒品和恐怖主义等问题却一再困扰着失败国家#

这其中"政府软弱无能被认为是重要原因"因而重视国家自身作为"以&回归国家'为主要特点的国家构建理论成为学者

研究的又一热点#斯考切波的研究"是对社会中心论的一种&批判'"她指出&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冲突理论家也犯了格

尔和詹森一样的错误#他们基本上还是将国家看成是解决社会冲突的舞台'(#这里的错误指的就是一种社会/结构

决定论的视角#斯考切波主张一种更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将国家视为&一套自为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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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标志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重要转变"即由&社会中心'向&国家中心'研究视角的转变#

国家自主性理论是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一种理论视角"强调重新审视和发现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国家构建理论的

兴起是为了应对失败国家的出现"重新重视国家作用#因此"国家构建理论与国家自主性理论存在着内在的契合#

二$国家自主性在新加坡国家构建中的突出体现

从现代国家构建的两个方面!民族/国家$民主/国家来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自主性在新加坡国家构建中的

突出体现#

(一)国家自主性在新加坡民族"国家构建中的突出体现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统一的&国族认同'并非易事#新加坡的国民构成相当复杂"&新加坡是一

个多民族(

#!7)̀

的华人$

$'7"̀

的马来人$

#7#̀

的印度人和
$7'̀

的其他族裔)$多语言(有四种官方语言!英语$汉语$

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以及华人和印度人中的多种方言)$多宗教(

(&7,̀

的佛教徒和道教徒$

$'7)̀

的穆斯林教徒$

$'7(̀

的无信仰者$

$%7)̀

的基督教徒与
&7&̀

的印度教徒)'*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民构成如此复杂的国家进行民族国家构

建"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李光耀这样说到当时的难处!&怎么盖房子$怎么修理引擎$怎么写书"都有专著教导#但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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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见过有这样的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

那么"新加坡又是如何破解民族国家构建难题的呢. 国家自主性的概念提供了合适的分析视角#从民族构成上来

看"华族占了绝大多数"但是新加坡从治国理念到治国政策都极力避免倾向于华族利益"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制定国

家政策"以实现统一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7

在政治领域"确立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价值"通过政治制度设计保证少数族裔政治权益#

西方学者在探究东亚的现代化成功之路时"将目光投向了东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如果东亚各国确有一些共同特

征"更多的可能是文化的而不是经济的或政治的#在关于0亚洲价值1的讨论中"常常将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亚洲的集体主

义做对比#'"在新加坡尤其如此"用李光耀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养成习惯"先照顾集体利益"然后才照顾个人的利

益'$#在这里"集体利益实际上就是新加坡的国家利益#

$))$

年"新加坡国会发表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国家

的核心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

容#'%新加坡国会所主张的&国家至上'的核心价值观"以国家自主性的理论视角来看"就是将国家利益置于社会族群$

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之上#

政治理念需要政治制度支撑才能得以实现#新加坡创制了一整套的政治制度"保证少数族裔的利益得以表达和保

护#这其中"最为明显的一项制度安排即为集选区制#早在
$),"

年"李光耀就提出设立集选区的建议#当年创立这一

制度的目的在于增加少数族裔的代表性#李光耀的原始构想是设立两人一组"其中一名候选人必须是少数种族的集选

区"以确保国会中永远都会有少数种族当选为议员"从而保障少数族群的代表权#

%"$$

年新加坡大选时"对集选区组成

结构的要求是!

$

$竞选集选区议席的候选人必须以
&

人至
!

人组成一队#

%

$每一个集选区必须至少有一名属于少数族

群的候选人#

&

$每一队之成员须属于同一政党"或同属独立人士&#

%7

通过经济上的平等"在根本上保障和实现民族平等#

经济上的平等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关键所在#建国初期"新加坡的马来人在收入上要低于华人和印度人#长此以往

势必会影响新加坡的民族和睦"形成民族间的隔阂"难以形成&国族认同'#新加坡的主要对策是提高马来人的文化水

平"从而提高马来人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正如李光耀所言"&我们竭尽所能使马来人懂得学习科学技术和参加现代

企业经营"是实现他们改善生活的理想的唯一途径''#新加坡在具体的教育政策上向马来人倾斜#

$)!"

年新加坡政府

规定"在新加坡出生的马来人"或其父母已成为新加坡市民的马来人"在公立及政府援助的学校就读"从中学到大学的学

费全部免除#通过在教育上向马来人倾斜"从而提高马来人的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功!

$)#"+$)#)

年"马来人中学毕业后进入职业学校的比例从
$7(̀

增加到
'̀

%接受职业训练的马来人从
$)#(

年的
$&̀

增加到
$)#)

年的
%%̀

%马来人在公务员中的比例从
$)!#

年的
$#7$̀

上升到
$)##

年的
%"̀

(#

&7

在社会领域"通过制度安排保护少数族裔权益"促进各族裔间的融合#

首先"在语言上"并没有实行语言同化政策#新加坡建国后"将英语与华语均列为官方语言#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

完全是从实用主义的目的出发"增强新加坡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优势地位#从促进国家认同的角度来看"英语作为官方

语言打破了各民族间的语言隔阂"使得语言与民族不再是一一对应关系"使得语言不再是强化民族差异的外在的明显标

签"消融了民族间的截然区分"有利于各民族沟通融合#

其次"在居住组屋的配置上"采取巧妙的各民族共同居住形式"促进民族融合#

$),)

年
%

月新加坡实施强制性的种

族居住比例政策"即各族群按照一定的比例在每一个组屋区或组屋大楼内居住#各族群在一个组屋区的比例"大致是依

照各族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华人在每一栋组屋大楼不得超过
,#̀

"马来人不得超过
%(̀

"印度人不得超过
$&̀

%在每一

个组屋社区中"华人不得超过
,'̀

"马来人不得超过
%%̀

"印度人不得超过
$"̀

)#这样就使得在空间上为民族融合提

供了条件"避免由于不同种族相互独立的居住状态而产生民族分化#

最后"新加坡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宽容政策#正如李光耀所言"&宗教团体必须把人民的经济和政治需要留给非宗

教团体"如政党"去处理#'*新加坡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另一面"新加坡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人民具有信教与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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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自由"有信仰不同教派的自由"避免了各民族因不同的宗教信仰而引发宗教矛盾进而引发民族矛盾"无法达成对新

加坡的国家认同的情况#

通过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制度安排和良好运转"新加坡在增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新加

坡大学社会学系对民众国家认同的调查显示(

$)#$

年)!

)"̀

的人称自己为新加坡人"

#'̀

的人表示更愿意被别人称为

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是欧亚人%

',̀

的人认为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对新加坡是有益的"

&%̀

的人未决"

只有
%"̀

的人倾向于马来亚认同%

,"̀

的听到过或看到过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新加坡国家的象征%

!!̀

的人表示对于上

面的三种或三种以上的国家象征有积极感受%

(,̀

的人能指出建国日期$说出这些象征的名字"或能正确地形容三种或

更多的国家象征%

#(̀

的人表示对于新国家发展的两种或者三种象征有积极感受%

#'̀

的人坚决表示他们非常愿意为新

加坡而战甚至为新加坡而死#'!

(二)国家自主性在新加坡民主"国家构建中的突出体现

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一种政治方法'"是&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的方法"#虽然在新加坡

是否是民主政体这一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议"但从熊彼特的民主概念出发"新加坡显然是民主国家#新加坡的民主在实际

的运行中"又明显存在着自身的特色#国家自主性是理解新加坡民主政治运行的有效视角#

$7

新加坡一党独大区别于西方政党政治的轮替执政"人民行动党以国家利益承担者的角色成为新加坡政治的核心#

新加坡民主政治最明显的特色就在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人民行动党自
$)()

年大选以压倒性

胜利上台执政以来"一直保持执政地位"并且在
$)!,

年$

$)#%

年$

$)#!

年$

$),"

年的大选中赢得全部议席"处于垄断地

位#新加坡并没有出现西方的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的现象#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政治形态是与其独特的制度设计密不可分的#新加坡的选举制度中有三

项迥异于西方的制度安排#一是强制性投票%二是非选区议员制%三是集选区制度#自
$)()

年大选以来"新加坡大选实

行强制性投票#此举是为了解决选民对选举漠不关心的问题"以及防止在选举期间出现腐败行为#非选区议员制主要

是指"在各自的选区中得票最多的(超过总票数的
$(̀

)的三个反对党候选人也可以在议会中拥有议席#三是集选区

制#由相邻三个选区组成一个市镇理事会"各个政党选派自己的三位候选人组成的小组参加竞选#这三个选区的选民

从这些小组中选出一组"赢得最多选票的那个小组将赢得选举"该小组的
&

位成员将成为议员"并集体负责管理他们所

在的市镇理事会#李光耀表示集选区制将会保证少数种族"尤其是马来人在议会中继续拥有代表权#

$),#

年通过的宪

法修正案"规定三名议员当中必须有一名议员是马来人"或印度人"或者来自其他少数民族#

新加坡政治运作中出现了典型的&党高府低'现象"即人民行动党成为国家的权力中心"人民行动党的地位事实上远

远高于政府#人民行动党成为新加坡国家构建的主导力量#李光耀曾如此评价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的关系!&自
$)()

年以来的
%&

年里"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

%7

新加坡以逆向参与$协商合作有别于西方正向参与$分化竞争的民主运行机制"以保证更好地实现国家整体利益#

房宁等人的+民主在东亚!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调研报告,%"对新加坡的政治运作模式集中概括为逆向参与机

制"以有别于西方政治正向参与方式#所谓逆向参与机制"是指决策者走出来"深入人民大众"与人民打成一片"了解民

情"听取民意"吸取民智#在制度上通过人民协会$劳资政三方委员会$民情联络组等组织形式"通过下乡访问$逐户遍访

居民$定期接见选民$全面照顾居民需求等行动来保证逆向参与的有效性"保证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由此"新加坡避

免了西方政党政治中所出现的民众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特殊利益而投票选择不同政党"实现政党轮替的情况#人民行

动党的长期执政保证了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保证了国家整体利益的更好实现#

新加坡民主政治的运作中强调协商合作"不迷信西方的政治竞争#新加坡通过实现充分就业和和谐的劳资关系维

持秩序#

$)!#

年"政府颁布+工业扩展法,#政府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和大力扶持那些技术先进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实现社会充分就业#新加坡通过建立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促进劳资政三方良性互动"减少社会内耗#全国职工总会$

雇主联合会与人力资源部之间建立了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在这一机制中"政府居间主导"推行集体谈判制度"既限制

劳方的罢工权利"又防止资方任意解雇劳动者"保障劳动者就业权#李光耀在主张议会的非选区议员制时"其中一个理

由就是&教育年轻选民(占选民的
!"̀

)"不要迷信反对党在议会中的作用"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
%"

世纪
("

和
!"

年代的

政治冲突'&#换言之"新加坡的民主并不崇尚政治竞争"尽量避免政治冲突#通过制度设计"克服多民族$多语言$多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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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所造成的社会分化"达成共识"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整体利益#

三$新加坡国家构建中呈现国家自主性突出这一特征的原因分析

从民族/国家$民主/国家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自主性突出是新加坡国家构建的重要特征#斯考切波从

国家的本质$功能$表现$限制因素等几个方面概括了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基本内容#这些基本内容为分析新加坡国家构

建中国家自主性突出的原因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视角!

$7

从国家的本质来看"新加坡在进行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国家并非只是因变量"只是由社会经济条件诸多因素共同

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国家自身也成为了自变量"国家作为一套权威机构"有着自身的利益与运行规律"对社会经济生活

产生作用"国家利益至上成为新加坡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构建中的重要原则#

%7

从国家的职能来看"新加坡在进行国家构建的过程中"突出体现了国家在维持秩序与国家竞争方面的主导作用#

新加坡政治社会稳定"与亚洲国家在政治转型中普遍出现政治动荡截然不同#新加坡在民族/国家构建中避免偏袒华

族利益"更有力地保障少数族裔利益"实现民族融合"促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在民主/国家构建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成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者"并长期处于执政地位"保证了国家整体利益很好地实现#通过逆向参与$协商合作"新加坡

避免了政党轮替所带来的政策更迭甚至是政治动荡"避免了因政治竞争可能造成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动荡#

&7

从国家自主性的表现来看"新加坡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并未将社会资源投向特定的占优势地位的阶级或阶层#华

人占新加坡的绝大多数"但是新加坡在国家建设中极力防止华人取得特权地位"在教育$就业$组屋配给上都照顾少数族

裔%以英语和华语作为官方语言"降低因语言而形成华人取得事实上的特权地位的可能性%通过集选区制度"保证少数族

裔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当选"实现政治表达#人民行动党取得了长期执政地位"但是"人民行动党也并没有成为社会资源

的特殊占有者#新加坡的政治运作具有集权性的特征"但是法治是新加坡政治运作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保证了人民行动

党的政治品质"清正廉洁成为新加坡政治清明的标签#&

$)((

年的资料显示"新加坡全国
#

万多名公务员中"犯贪污罪

的仅
)

人22总部在柏林的国际透明机构发表的
$)),

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7

从国家自主性的限制因素来看"新加坡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自主性功能的发挥受其社会阶级结构和国家外部秩

序的制约#新加坡大力引进外资"外向型经济成为新加坡的主要经济形态#这样"新加坡政府从根本上削弱了国内利益

集团对政治生活的干预"保证了新加坡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的自主性#另一方面"新加坡是被迫与马来西亚联邦分离而

独立的#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资源匮乏"与马来西亚联邦关系紧张而复杂#新加坡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极为不利的

国家外部环境下开始其国家构建的#也正是利用这种极为不利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强大压力"新加坡政府以强调新加

坡的&生存危机'来增强内部凝聚力"实现&新加坡认同'"赢得民众强大的合法性基础#

四$结
!

语

新加坡的国家构建之路"呈现出明显的自身特征#国家自主性理论为剖析其特征提供了有益视角#国家自主性突

出的特征为新加坡在其国家构建过程中实现国家认同"减少政治冲突#当然"国家自主性突出也可能产生侵害自由$危

害人权等负面作用"由于本文主题和篇幅所限并未展开#

新加坡虽为一个城市国家"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相比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从另外的视角来看"新加坡与

中国同属亚洲"有着相似的儒家文化传统"都经历着现代化进程#再者"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在诸多方面借鉴新加坡经验"

例如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政府的主导性作用等等#因此"新加坡与中国也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

新加坡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自主性突出"但是其实现了选举民主"保证了法治"达到了清廉$高效的政治绩效"这对中国

的国家构建之路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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