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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非洲的治理问题

摩洛哥政党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张玉友　 孙德刚

摘　 　 要： 多党制是摩洛哥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自独立以来，摩洛哥

王室集团与进行政治参与的政党之间的关系总体稳定，且政党在维护摩洛

哥民主形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与摩洛哥多年来高效的政党治理有很大

关系。 本文通过对摩洛哥三个历史阶段进行考察，得出了以下结论：摩洛

哥政党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四个路径”的鲜明特点：一
个核心是维护摩洛哥君主立宪制的政权稳定；两个基本点是实现“权力共

享”与“民主形象”构建；四个路径为“分而治之”、军事威逼、政治多元化、笼
络与平衡。 摩洛哥政党治理做到了分权与集权相结合，政权与王权相结

合，君权与民权相结合。 这种治理模式既维护了摩洛哥王国的政权稳定和

社会发展，又促进了摩洛哥的渐进式改革，还有效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

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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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洛哥是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唯一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８ 日，摩洛

哥众议院选举结果揭晓，正义与发展党（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获得 １２５ 个议

席，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其党首阿卜杜拉·本·基兰（Ａｂｄｅｌｉｌｌａｈ Ｂｅｎｋｉｒａｎｅ）再次

当选首相，负责组建政府。 然而仅 ５ 个月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以本·基兰组

建政府不力为由解除了其首相职务，重新任命萨阿德丁·奥斯曼尼（Ｓａａｄ⁃Ｅｄｄｉｎｅ
Ｅｌ Ｏｔｈｍａｎｉ）为首相，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５ 日组建新的联合政府。 从新政府成员构成

来看，除首相一职外，正义与发展党的影响力已远不如 ２０１２ 年。 事实上，这一现象在

摩洛哥政党历史上曾多次上演，即每当一个政党占主导地位时，在下一次政府组阁

时就会因出现“钟摆效应”而逐渐式微。
１９５６ 年独立后，摩洛哥实行君主立宪制，被西方国家称为中东地区民主化程度

最高的国家之一。 与该地区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一党制不同，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摩洛哥就实行多党制和定期举行选举，并持续至今。 这种制度安排为摩洛

哥赢得了包括法国和美国等西方的支持与认可。 多党制的存在必然需要对国家的

政治权力进行分享，因此势必会威胁到国王作为摩洛哥最高权力中心的权威。 然

而，从摩洛哥独立后 ６０ 多年的历史来看，政党不仅是摩洛哥民主政治的体现，而且

“国王—政党”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基本维持不变。 本文探讨的“政党治理”是指

摩洛哥独立建国后，以国王为代表的王室力量通过必要的政治手段，鼓励各政党参

与政府事务，维护国家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巩固君主立宪制的理念和机制的总和，
藉此将摩洛哥各种政治势力纳入到国王设定的战略发展轨道中。 基于此，本文试图

从摩洛哥政党的历史发展与治理路径来探讨摩洛哥政党治理的模式。

一、 摩洛哥独立后政党治理的历史演变

自独立以来，摩洛哥国内政治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独立初期至第

二次未遂军事政变的国家重建时期（１９５６～１９７２ 年）、第三次成功修宪至第四次成功

修宪的“政治多元化”时期（１９７２ ～ １９９２ 年）、开启“政权改组”至今的深化改革时期

（１９９２ 年至今）。 政党治理也随着摩洛哥政治发展发生演变。
（一） 国家重建时期（１９５６～ １９７２ 年）
１９１２ 年《非斯条约》签订后，法国开启了对摩洛哥长达 ４０ 余年的委任统治。

１９４４ 年，摩洛哥独立党发表独立宣言，独立党与法国委任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迅速成

为摩洛哥的主要矛盾。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摩洛哥脱离法国的委任统治正式独立，其后民

族主义运动的内部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 独立初期，摩洛哥国内有两大政治力

量主导国家政局，一派是以国王为中心的王室集团，即“麦赫赞”（Ｍａｋｈｚｅｎ），另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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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民族主义特色的独立党。①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摩洛哥的国内政治以这两大

政治力量争夺中央政权为主要特征。 虽然国王和独立党在民众心目中都具有一定

的合法性，但它们对独立后权力追求的目标却存在差异，国王寻求维持自始至终至

高无上的权力，而独立党深知国王的历史地位从而寻求分享权力。② 从原则上讲，国
王作为摩洛哥的象征性权力代表，所拥有的权力要远远大于独立党。 但现实并非如

此简单，因为在民族主义运动期间，以国王为首的整个王室家族被流放至法国数年，
且自法国委任统治以来，阿拉维王朝的政治动员能力早已大不如前，而独立党则在

民族主义运动期间给民众留下了积极的形象。 此外，对于通过民族解放斗争实现独

立的新生国家来说，一党制国家也符合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以独立党自认为

可以在独立后与国王共享权力。③

在摩洛哥独立后仅一年，独立党就开始针对摩洛哥未来的国家建设目标展开了

内部讨论，党内学者还撰写了《二十一世纪黎明时的摩洛哥政府》一书。④ 该书重点

阐述了“苏丹 ／哈里发”（事实上是代指“国王”）在未来政府中的角色，认为“独立前

苏丹的使命是保卫法律和国家”。 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在重大事务中与乌里玛

进行协商，然后才能发布诏令。 该书指出，苏丹 ／哈里发是“管理者”，而非“立法者”，
政府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手中，如果苏丹没有完成这一使命，那么

他应该被替换。⑤ 独立党的另一位领袖阿拉·法西（Ａｌｌａｌ Ｅｌ⁃Ｆａｓｓｉ）也在公开场合表

示，“目前，摩洛哥只有三支力量，首先是独立党，其次是自由军，最后是王室力量。
考虑到自由军的后台是独立党，实际上摩洛哥只有两股力量，即国王与独立党。”⑥事

实上，当时自由军并非自愿受独立党控制。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自由军领袖阿卜杜拉·卡

里姆·哈提卜（Ａｂｄｅｌｋｒｉｍ ａｌ⁃Ｋｈａｔｉｂ）和马赫朱比·阿赫尔敦（Ｍａｈｊｏｕｂｉ Ａｈｅｒｄａｎｅ）开
始着手建立人民运动党（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当时该党实际上已站到了王室集

团的一边。
１９５８ 年，独立党要求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为该党在政府中安排包括内政大臣和政

府首相在内更多的职位。 国王穆罕默德五世满足了独立党的诉求，如任命独立党成

员阿卜杜拉·易卜拉欣为第三届政府首相，任命本·巴尔卡（Ｂｅｎ Ｂａｒｋａ）为全国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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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大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主席等。 由此可见，国王在 １９５８ 年就已找

到了应对独立党的方式。① １９５８ 年底，独立党内部实际上已分裂成以巴尔卡为代表

的激进势力和以法西为代表的保守势力。 此前，除王室力量外，摩洛哥国内没有任

何力量可以与独立党抗衡。② 但 １９５８ 年后，独立党的分裂以及其他政党的兴起，特
别是 １９６２ 年宪法允许多党存在后，民族主义力量便逐渐淡出摩洛哥的历史舞台，被
更为激进的左翼势力取代。 １９５８～１９７２ 年间，左翼势力包括从独立党中独立出来的

人民力量全国联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Ｆｏｒｃｅｓ）和摩洛哥共产党（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等社会主义政党。

综上所述，１９５６～１９７２ 年间，摩洛哥国王在推动国家政治建设时，需要在不同时

期平衡不同的政治力量，即 １９５６ ～ １９５８ 年主要以抗衡民族主义力量独立党为主，
１９６９～１９７２ 年则侧重对抗以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为首的左翼势力。

（二） “政治多元化”时期（１９７２～ １９９２ 年）
自摩洛哥第一部宪法出台后，摩洛哥的政党开始趋于多元化。 在摩洛哥政党政

治中，政党主要分为两大派（１９９２ 年以前）：反对派和保皇派。 在国家重建时期，随着

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和摩洛哥共产党的成立，摩国内基本上形成了三大反对党派力

量。 １９７０ 年，哈桑二世国王主导的宪法草案依然将国王的权力置于最高地位，引起

了反对党派的不满。 因此，在宪法公投通过之后，主要反对派独立党和人民力量全

国联盟决定组建反对派联盟，并形成正式协约，成立“全国行动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
ｔｉｏｎ Ｂｌｏｃ）③，旨在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摩洛哥。④ 在“政治多元化”时期，摩洛哥国

内的反对派势力基本上是以“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开展行动的。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哈
桑二世国王举行第三次宪法公投，希望通过新宪法的出台达成更多的政治共识，但
新成立的反对派联盟“全国行动委员会”号召所有党内外人士进行抵制。⑤ 反对派联

盟对这次公投的抵制使哈桑二世首次感到政治孤立，在 １９７２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这
种政治孤独感变得更加强烈。⑥

１９７３ 年，西撒哈拉问题开始升温，为国王提供了与反对派达成政治共识的契机。
１９７４ 至 １９８０ 年间，反对派与国王开展了长达 ７ 年之久的合作。⑦ １９７５ 年爆发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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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进军行动”（Ｇｒｅｅｎ Ｍａｒｃｈ）①使摩洛哥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异常高涨，这种情绪进

而演变为该时期反对派主要的政治主张，并促使反对派首次加入了国王主导的政府

组织。 民族主义情绪的持续高涨令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内部出现了分裂，该党派在拉

巴特的分支机构独自成立了更加务实和更具民族主义特点的政党———人民力量社

会主义联盟（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Ｆｏｒｃｅｓ）。 １９７４ 年，该党加入摩洛哥政府，并担

任国家的诸多重要职位，参与“绿色进军行动”。② 至 １９７６ 年，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

盟几乎完全取代了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在摩洛哥的影响力。③

１９７７ 年的摩洛哥议会选举使得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与国王的关系再次出现

破裂，因该党与新成立的政府存在较大分歧，导致党内多数成员退出政府，再次回到

了反对派阵营。④ 至 １９８０ 年修宪公投时期，包括独立党和进步与社会主义党在内的

反对派再次站在了国王势力的对立面。 在为期两天的宪法公投过程中，人民力量社

会主义联盟和进步与社会主义党都对公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尤其是人民力量

社会主义联盟甚至召回了该党在议会中的成员，这一举动令哈桑二世国王大怒，国
王对此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最终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答应部分党员回归议

会，才使风波得以平息。⑤ １９８３ 年，摩洛哥举行了久违的地方选举与议会选举，但选

举的结果再次点燃了反对派的愤怒之火，尤其是引起反对派党内的强硬派的不满。
在 １９８４ 年的新一届政府中，由于党内强硬派的反对，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拒绝了

哈桑二世参加议会的邀请。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两次选举之后，虽然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和独立党拒绝加

入政府，但“全国行动委员会”并没有按预期实现复兴。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７ 年间，反对派集

团主要的关切是经济改革和西撒哈拉问题。 １９８７ 年后，随着西撒哈拉问题公投成为

板上钉钉的事，反对派内部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制度改革问题上，开始考虑民主化议

题。⑦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反对派内部出现了大量温和派力量，提倡与国王进行

一定程度的“合作”，因此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成立的“全国行动委员会”一直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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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 然而到了 １９９２ 年，原反对派党成员组建了新“民主联盟”（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Ｂｌｏｃ），
旨在推动哈桑二世国王进行民主改革。①

（三） 深化改革时期（１９９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虽然哈桑二世领导下的摩洛哥进行了宪法修订和两次选举，但

结果却令反对派大失所望，主要体现在国王与议会权力改革、选举制度、选举公平性

等方面，②再加上经济不景气，民众对政府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再次给反对派极大的

勇气向保皇派叫板。 １９９２ 年，独立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和摩洛哥共产党联合

其他左翼小党重新组建了所谓的民主联盟“库特拉”，标志着独立党和人民力量社会

主义联盟又重新站在了国王和政府的对立面。 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组建的“库特拉”
与 ７０ 年代时形成的“库特拉”存在本质区别：

第一，从内部构成来看，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库特拉”有更多的政党同盟，不仅仅

有独立党和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还包括摩洛哥共产党、社会主义与进步党、民主

工人联盟等。 相对于 ７０ 年代的“库特拉”，９０ 年代“库特拉”的主导者已是独立党和

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而后者仅占很小部分。
第二，从形成动因来看，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库特拉”其实在 １９７０ 年议会选举前

就已形成，其目标是为了联合左翼政党抗衡国王以及保皇党；而 ９０ 年代初反对派并

没有面临来自王室威逼的压力，所以这一时期“库特拉”虽存在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

的目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左翼政党自身能够在其后的议会选举中获得更多席

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两次选举后，左翼政党已在摩洛哥政坛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在
国家政治活动中拥有的话语权也逐渐减少。 相反，由于王室的幕后支持，中立和右

翼党派已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对摩洛哥国内反对派形成了一定挑战。 在此情况下，
左翼政党很难推行其政治目标，更不可能在议会投票中取得优势。

第三，从行动目标来看，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库特拉”更多是为了推进摩洛哥的政

治改革，包括法治建设、司法独立、增强议会和政府的独立性以及限制国王的权力

等。 事实上，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的“库特拉”直到 １９９２ 年才真正引起摩洛哥政界的关

注，当时该集团采取了一系列向王室和政府施压的行动，希望 １９９２ 年的宪法修订能

够朝着更为民主化的方向发展。③

第四，从与王室的关系来看，２０ 世纪 ７０ 年形成的“库特拉”可以被视作“敌意反

对派”，这是因为摩洛哥的反对派经历了 ６０ 年代王室的镇压后，形成的联盟阵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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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心理上还是从行动上都具有一定的攻击性；而 ９０ 年代形成的“库特拉”虽时常

谴责王室和政府缺乏民主，但此时已无意无力公开对抗君主政权，已然成为“忠诚反

对派”，更多地是扮演“温和改革派”的角色。①

从政党治理议题的角度来看，虽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反对派的威胁不如 ６０ 年代，
但是反对派激进改革的思想若不加以控制，对君主政体和王权统治将产生一定的威

胁。 诚然，摩洛哥是北非地区乃至中东地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以国王

为核心的政权结构在意识形态上仍呈现出保守主义的特征。 进入 ９０ 年代后，哈桑二

世国王深知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能维持多久，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顺利登基且使国家政

权平稳过渡，如何应对反对派的改革诉求便成为哈桑二世晚年治理国家政治的重要

议题之一。②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统治摩洛哥长达 ３８ 年之久的哈桑二世逝世，其长子穆罕默德六世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ＶＩ）继承王位。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１ 年，由于穆罕默德六世在即位之初采

取了开放政策，摩洛哥政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已有政党的政治参与度

不断提高，新政党的注册数量大幅度增加。 在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全国选举中，参选政

党的数量均超过 ３０ 个，获得议会席位的政党超过 ２５ 个。 与此同时，政党政治参与的

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 一方面，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公开化，导致民众逐

渐丧失了对政党的信心，摩洛哥民主开始受到质疑，其直接后果是投票率从 ２００２ 年

的 ５１％锐减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７％；另一方面，由于政党精英的老龄化趋势，加之政府诸

多要职均掌握在独立党和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等手中，大大限制了摩洛哥国家治

理的人才队伍建设。③

二、 摩洛哥政党治理的主要途径

数十年来，摩洛哥国王为推动国家政治治理，将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到自身发展

轨道，把拥有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的政党作为国家政治治理的重要对象，并采

取了诸多措施。
（一） “分而治之”
“分而治之”是摩洛哥开国君主穆罕默德五世开创的遏制政党力量无序扩张、威

胁君主政体的重要策略。 １９５６ 年摩洛哥独立后，导致独立党势力逐渐压过国王，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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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独立党因而成为穆罕默德五世的当务之急。 独立党内部分裂最重要的原因是独

立党内部年轻的激进派和传统的保守派之间存在严重分歧。① 对于国王来说，只要

运用一定的策略就可以加速独立党的分裂。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任命独

立党保守派艾哈迈德·贝拉弗里杰（Ａｈｍｅｄ Ｂａｌａｆｒｅｊ）为第二任政府首相，而在 ７ 个月

后任命更加激进的阿卜杜拉·易卜拉欣代替贝拉弗里杰为第三任政府首相。 国王

的这一举动加剧了独立党的分裂。②

１９５９ 年，由激进派人士巴尔卡和易卜拉欣领导的人民力量全国联盟成立后，独
立党正式宣告分裂，民族主义力量遭受重挫。 独立党分裂不久后的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国
王穆罕默德宣布解除易卜拉欣的职务，任命自己为政府首相，集大权于一身。 到了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政府中所有的民族主义势力几乎全部被清除，代之以亲王室势力。③ 自

此，“独立党的分裂为王室的攻势扫清了障碍，所有政府的政策立场都逐渐直接或间

接地偏向于王室”④。
哈桑二世和穆罕默德六世期间，“分而治之”的策略常被用来遏制各类政党势力

的挑战。 第一，针对左翼政党。 在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下，摩洛哥一些左翼政党

开始出现离心离德的趋势。 １９７２ 年逐渐坐大的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分裂成人民力量

社会主义联盟和其他若干小党派。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社会主义政党“民主与人民行动

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Ａｃｔｉｏｎ）和摩洛哥共产党均未摆脱分裂

的结局。 第二，针对保皇党。 １９９１ 年，人民运动党开始出现分离倾向，分裂出了全国

人民运动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再如 ２００６ 年，宪法联盟党分裂出了摩洛

哥民主联盟党（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第三，针对中立政党。 该类政党的

典型代表是势力一直较大的全国独立人士联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ｌｌｙ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由
于党内人士背景复杂，组织涣散，常年存在分歧，１９８２ 年和 ２００１ 年该联盟经历了两

次分裂。⑤

（二） 军事威逼

军事威逼是君主政治惯用的强制治理手段，摩洛哥也不例外。 从 １９５７ 年被正式

封为王储开始至 １９７２ 年，哈桑二世国王的政治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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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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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王储任皇家军队总参谋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国王进行宪法改革阶段，第三个阶

段是国家处于紧急状态阶段。
早在哈桑二世作为王储和军队总参谋时期，就曾多次运用军事威逼的手段。①

摩洛哥独立初期，全国各地特别是中阿特拉山脉（Ｍｉｄｄｌｅ Ａｔｌａｓ）和里夫（Ｒｉｆ）山区频

繁爆发民兵暴动，且大多是带有分裂主义倾向的暴乱。 皇家军队成立后，哈桑二世

开始亲自领导军队在上述区域打击叛乱武装，维护国家统一。② 正是由于哈桑二世

对里夫地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威逼，才导致他多年后数次突然缺席安排好的前往该

地区考察的计划。③ 除武力打压叛乱分子外，哈桑二世还对反对派中的极端分子采

取强制处置措施。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官方报纸的两位编辑穆罕默德？
巴斯里（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Ｂａｓｒｉ）和阿卜杜勒·拉赫曼·尤素福（Ａｂｄｅｒｒａｈｍａｎｅ Ｙｏｕｓｓｏｕｆｉ）
因发表攻击国王的文章，遭警方逮捕。④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人民力量全国联盟领袖本·巴

尔卡被迫流亡至法国，最终甚至惨遭谋杀。⑤

哈桑二世登基后，着手进行民主改革。 在改革过程中，由于独立党、人民力量全

国联盟和摩洛哥共产党等反对派力量在政府和社会影响力较大，哈桑二世为充分掌

握议会选举进程，不惜动用武力威逼的手段强行让效忠于王室的宪法机构“防御阵

线”获得更多的席位，从而组建亲国王政府。⑥ 由于哈桑二世国王没有按照“民主”
的方式组建“民主政府”和进行“民主选举”，１９６３ 年成立的巴赫尼尼政府并没有获

得反对派的认可。 １９６５ 年，摩洛哥局势进一步恶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公然支持卡

萨布兰卡反政府的激进分子，甚至支持反对派领导的政变等等，哈桑二世被迫宣布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从 １９６５ 年起至 １９７０ 年，哈桑二世国王将其政治治理策略从较

为温和的手段转为更为暴力手段———威逼，以此来维持和巩固政治权力。 １９６５ 年年

底，哈桑二世任命强硬派人物穆罕默德·乌夫基尔（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Ｏｕｆｋｉｒ）为内政大臣

以代替失宠的政治操纵者艾哈迈德·圭迪拉（Ａｈｍｅｄ Ｒéｄａ Ｇｕéｄｉｒａ），同时给予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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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仅次于自己的权力，以此来平衡军队的影响力。① 此外，国王继续加强对军队的

控制，甚至完全掌控了军队的领导权。② 由此可见，内政大臣和军队是国王制衡反对

派的两大工具，哈桑二世不但要平衡两者的力量，而且要防止其内部特别是军队的

失控。 这一时期，哈桑二世威逼的对象主要是左翼势力和部分民族主义残余势力，
其间发生的事件主要包括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党首本·巴尔卡的暗杀事件，政府监禁

独立党党报记者、禁止游行、逮捕和审讯反对党的领导人等，如人民力量全国联盟的

附属机构———摩洛哥工人联盟（Ｍｏｒｏｃｃｏ Ｌａｂｏｒ Ｕｎｉｏｎ）领袖曾遭严酷审讯。③ 但独立

党和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作为受害者并没有就此停止斗争，他们继续对政府表达不满

情绪，甚至不顾在政治上遭到越来越多的胁迫。 最终，在政府的威逼之下，反对派特

别是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已出现了分裂，元气大伤，甚至反对派内部也出现了诸多亲

政府的派别。④

１９７０ 年，哈桑二世国王取得了预期的结果。 左翼倾向的政党势力在这轮威逼中

已丧失了往日的动员能力，大多数摩洛哥人，特别是地方贵族和军队对于国王的忠

诚度已大幅提升。 虽然反对派已无力再与国王缠斗，但利比亚的军事政变令哈桑二

世国王看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军队领袖与传统君王之间存在的潜在问题。 因此，１９６９
年至 １９７２ 年间，国王几乎放弃了威逼措施，转而通过解除国家紧急状态来减少对军

队依赖，⑤同时开启新一轮民主改革，试图解除潜在危机。
虽然威逼不是穆罕默德六世执政期间的重要手段，但却是其树立个人形象和巩

固统治地位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和 ２００３ 年卡萨布兰卡恐怖

袭击发生后，穆罕默德六世宣布加入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中，这也使得王室

集团的威逼手段合法化。 威逼手段在这一时期主要体现在对各反对政党旗下的媒

体加强控制，禁止传播有损国王形象的内容。
（三） 政治多元化

纵观摩洛哥 １９５６ 年独立至 １９７０ 年中期政治反对派的发展历程，该国经历了由

起初的独立党一党独大，到人民力量全国联盟的成立后各政党力量“全面开花”，再
到 １９６５ 年国家紧急状态的执行，使得政党活动（特别是反对派）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１９７２ 年军事政变后，以及“绿色进军行动”的执行，使哈桑二世国王逐渐意识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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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反对派的支持，脆弱的国家政治系统将难以应对内部和外部威胁。① 因此，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哈桑二世通过政治开放和政治多元的治理策略来重新推动治

理体系的改革。
１９７４ 年，摩洛哥的政治开放步入正轨。 摩洛哥共产党得以重新活动，并改名为

进步与社会主义党（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独立党通过新一届的全国党代会选

出了他们的新领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卡萨布兰卡分支将自己的政党更名为“人民

力量社会主义联盟”。 从表面上看，虽然政治开放导致了更多反对派的出现，但事实

上，哈桑二世通过“绿色进军行动“和撒哈拉问题这一国家统一大业驯服了上述反对

派，这些反对派毫无保留地支持国王的国家统一行动。 相反，只有一些极端青年学

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支持者拒绝支持国王的行动，但他们最后都遭到严厉的打压。②

哈桑二世看到了政治开放的积极成效，于是便着手进行国家政治多元化进程。
政治多元化或者政治多元主义主要是指政府致力于扩大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

允许多党并存，提高选举的透明度等行动。③ 政治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存在基

础是允许多党共存，因此无论是公民社会还是其他组织，一开始都是依靠政党而存

在的。 作为摩洛哥国王的治理策略，多党制是其政治多元化进程的核心部分。 通过

政治多元化，国王一方面可以吸引反对派加入由国王主导的政府，从而对其实行有

效控制，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一党独大局面的出现。
政治多元化策略在 １９７７ 年的议会选举中得到了运用。 实际上，哈桑二世国王在

１９７６ 年组建的新一届内阁中就已吸收了来自各大主要党派的代表，这似乎表明，在
新一届参议院中将会有更多来自不同政治力量的摩洛哥精英参与其中。④ １９７６ 年

底，哈桑二世与主要反对派领导人进行了一次面谈，对话期间，哈桑二世同意进行一

定程度的自由化改革，包括提高新闻媒体的自由度，改革选举制度以及修订选举名

单等。⑤ 为提高反对派的选举参与率，哈桑二世命令政府认真组织 １９７７ 年的议会选

举，并且规定所有政党都要得到一定的席位（包括新成立的进步与社会主义政党）。
最终选举结果显示，亲政府的独立人士获得 ２６４ 个席位中的 １３８ 个，独立党获得政党

中最多的 ５０ 个席位，人民运动党获得 ４７ 席位，而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仅获得 １５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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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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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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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Ｒ． Ｐｅｎｎｅｌｌ，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３０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 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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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ｅｄｎｉｃｏｆ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ａｂ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ｐ．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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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席位。① 据此，哈桑二世组建了新一届政府，其中独立党同意加入政府，人民力量

社会主义联盟和进步与社会主义党则继续在政治系统中扮演反对派的角色②。 也就

是说，在以艾哈迈德·奥斯曼（Ａｈｍｅｄ Ｏｓｍａｎ）③为首相的新一届政府中，只存在唯一

大党———独立党。 这种情形当然不是哈桑二世所希望看到的。 为了能够继续掌控

政府，１９７８ 年哈桑二世鼓励奥斯曼联合亲王室的独立人士组建新的政党———全国独

立人士联盟党。④

虽然 １９７７ 年的议会选举和随后的奥斯曼政府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民主改革，但对

于哈桑二世国王来说，政治多元化的治理策略为摩洛哥带来了更加稳定的政治系

统。 在该系统中，国王始终处于主导地位。⑤ 然而，西撒哈拉战争的高额支出、国际

磷酸盐价格的下降以及奥斯曼政府国家治理的糟糕表现，导致了 １９８１ 年的卡萨布兰

卡暴乱。 这次暴乱使得哈桑二世认识到现有的政治系统已不符合他所提倡的“政治

多元化”理念，遂决定于 １９８１ 年重启与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的对话与合作。 但

是，该联盟内部存在的分歧最终导致一部分极左分子分裂出去，成立新政党———民

主与行动党（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同时亲王室政党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党也

因内部分歧，一部分代表农村势力的独立人士出现分裂，成立了全国民主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⑥ 在 １９８３ 年和 １９８４ 年的选举中，哈桑二世运用了同样

的策略，维持了国家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

（四） 笼络与平衡

在摩洛哥政治中，笼络（Ｃｏ⁃ｏｐｔａｔｉｏｎ）与平衡的策略是王室统治集团最为常用的

手段与策略之一。 摩洛哥独立后，该手段已成为摩洛哥历任国王惯用的政治治理策

略。 在国家重建时期，国王穆罕默德五世将笼络策略运用到了由国王构建的庇护系

统（Ｐａｔｒｏｎ⁃Ｃｌｉｅｎｔ）中。 其中，亲王室政党和国家安全系统的建立均是得益于这一策

略的合理运用。 进入到政治多元化时期，哈桑二世国王在应对左翼政党势力和伊斯

兰复兴运动时均采用了该策略。
在应对左翼政党势力坐大方面，哈桑二世的笼络与平衡策略运用恰当。 ２０ 世纪

７０ 和 ８０ 年代，左翼政党在摩洛哥社会中的势力达到历史最高点。 从主要组成部分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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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 ｐ． ４１．

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一开始在参议院和新一届政府中均有担任职务，后因与国王和联合政府无法

达成共识而退出了该政府和参议院。
哈桑二世国王的妹夫。
Ｃ． Ｒ． Ｐｅｎｎｅｌｌ，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３０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 ３４８．
Ｄａｖｉ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ｅｄｎｉｃｏｆ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ａｂ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ｐ． ８４．
Ｉｂｉｄ．， ｐ．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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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这些左翼政党包括独立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以及后来新成立的进步与

社会主义党。 其中，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的左翼倾向以及规模都超过其他两党，
因此对于哈桑二世来说，支持独立党，并将其笼络入由其所掌控的政府是其考虑的

重要策略之一。 １９７７ 年议会选举结束后，独立党以最多席位的大党身份进入参议

院，并最终获得 ５ 个大臣和 ３ 个秘书长职位。① 反观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只获得

了 １５ 个席位，最终只有极少数党内成员进入内阁，后来因无法达成共识而退出政

府。② 哈桑二世通过上述方式将独立党成员纳入政府，一方面是为了制衡人民力量

社会主义联盟的势力，另一方面是为了给政府注入新的活力。 当独立党在政府中的

势力膨胀时，哈桑二世通过自己的亲信组建政党去平衡独立党，同时主动与人民力

量社会主义联盟进行面对面对话、寻求合作，反过来平衡独立党。③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应对反对派政党方面，摩洛哥国王通过政权改组对其进

行平衡与笼络。 政权改组（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ｃｅ）是一种两极民主（Ｂｉｐｏｌａ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两大集

团基于各自的选举成果轮流执掌政府。 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

英国的政治制度。④ 政权改组模式的直接目的就是吸纳反对派政党进入王室所控制

的政府中，进而寻求政治共识。 １９９２ 年，哈桑二世国王进行了政权改组的尝试，如在

宪法改革中，增加了给予政府更多权力的条文，然而这一次反对派政党并没有积极

回应。 相反，当哈桑二世主动邀请反对派组建联合政府时，反对派持怀疑态度，认为

这可能又是一个笼络的陷阱。 即便如此，以“库特拉”为代表的反对派还是积极参加

了 １９９３ 年的议会选举，取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议会席位。⑤ 其中，“库特拉”取得了 ９９
个席位，占总席位数的 ４５％，看似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由于议会中三分之一的席位

是通过间接选举产生，而间接选举往往都是由内政大臣控制，因而在最终选举结果

中，保皇党和中间派获得的席位占总席位的 ７６．６％。 对此，反对派极为不满，并提出

解除内政大臣巴里斯职务的要求，而处于执政晚期的哈桑二世并未答应这一诉求。
因此，“库特拉”委婉地拒绝了组建 １９９５ 年联合政府的请求。⑥

１９９５ 年政权改组尝试失败后，哈桑二世于次年就宣布进行宪法改革。 这次宪法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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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最重要的变化就是重新建立两院制，其中众议院通过间接选举，共有 ２７０ 个席

位，参议院通过直接选举，产生 ２９９ 个席位。① 在 １９９７ 年的选举中，“库特拉”取得了

参议院中 １０２ 个席位，成为当之无愧的优势集团，最终加入了 １９９８ 年的联合政府。
“库特拉”选择加入政府，最主要的推动者是这次选举中的最大党派———人民力量社

会主义联盟。② 该党领袖阿卜杜拉·优素福于 １９９８ 年成为政府首相，标志着反对派

被正式纳入到王室的控制之下，也标志着政权改组模式的开启。③ 对于王室政权来

说，政权改组不仅成功笼络了最大的反对派政党，而且还限制了其他传统反对派的

发展，特别是独立党。
哈桑二世晚年想通过政权改组的方式解决因武力威逼导致的政治与社会的问

题，但不幸的是在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就逝世了。 １９９９ 年穆罕默德六世上台后延

续了前任的政策，在政权改组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因政治压迫导致的所谓人权问题。
在上台后的前 ３ 年里，穆罕默德六世的政党策略是在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安抚。 但

２００２ 年全国选举后，摩洛哥出现了政党势力过大、政党之间裂痕加剧的局面。 为应

对这一情况，穆罕默德六世果断抛弃政权改组模式，任命亲国王的非党派人士德里

斯·杰图（Ｄｒｉｓｓ Ｊｅｔｔｏｕ）为首相，平衡政党势力以及化解政党之间的分歧。 ２００７ 年全

国选举后，由于独立党和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长期主导摩洛哥议会，政党名声逐

渐下降，加之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穆罕默德六世重新回归政权改

组模式下，任命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独立党领袖阿巴斯·法希（Ａｂｂａｓ ａｌ⁃Ｆａｓｓｉ）为

首相。
穆罕默德六世任命独立党领袖为政府首相被认为是对抗正义与发展党的权宜

之计。 但以独立党为首的“库特拉”持续坐大，成为国王的心病。 ２００８ 年，在穆罕默

德六世的默许下，国王的亲密政治顾问福阿德·希玛（Ｆｏｕａｄ Ａｌｉ Ｅｌ Ｈｉｍｍａ）独自领

导成立了新的政党———真实与现代党（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ｙ）。 一方面，
其旨在平衡伊斯兰政党势力，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新的政党改善摩洛哥政党形象。④

２０１０ 年中东剧变后，摩洛哥紧急进行了全国选举，于 ２０１２ 年组建了新一届联合政

府，正发党领袖本·基兰任政府首相。 即使在伊斯兰政党成为政府议会主导政党

后，国王仍然牢牢掌握着实权和国家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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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ｅｏｒｇｅ Ｊｏｆｆé， “Ｔｈｅ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 １１１．
关于为何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在 １９９８ 年加入政府，参见 Ｌｉｓｅ Ｓｔｏｒ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ｐ． １１６－１１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Ｗｉｌｌ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ｐ． １４２．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Ｅｉｂｌ，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ＰＡＭ）：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ｕｓ Ｅｘ

Ｍａ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ｐｐ． ４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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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语

纵观摩洛哥独立后 ６０ 多年的历史，作为摩洛哥最高统治阶层的王室与政党之间

的互动是理解摩洛哥政治重要的维度。 从摩洛哥政党发展历程来看，政党的出现伴

随着摩洛哥独立战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独立后，受国内与国际社会思潮的影

响，摩洛哥出现了一大批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 无论是民族主义性质的独立党，还
是左翼倾向的政党组织，抑或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出现的伊斯兰政党，均有深入参政

的政治诉求。 为满足这一需求，摩洛哥国王不仅要进行权力下放，达到权力共享的

效果，而且要维护作为中东民主典范的形象，做到分权与集权相结合，政权与王权相

结合，君权与民权相结合。 自 ２０１０ 年底中东剧变以来，由于摩洛哥进行了有利于民

主发展的宪法修订，摩洛哥的政治权力，尤其是国王的权力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分享，
因此，政党的活动空间以及话语权较之前出现了明显的提升，政党在政府中的作用

更是得到了明显提升。 这一时期，政党的政治表现主要为争取选票以获取最多的议

会席位，从而导致政党内部以及政党间的无序斗争，政府效率也随之下降，但国王仍

然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治理手段维持政党之间的平衡关系。 摩洛哥的政党治理模式

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四种手段”。 “一个中心”即维护王室的统治；
“两个基本点”是权力共享与民主形象；“四个手段”是“分而治之”、军事威逼、政治

多元化、笼络与平衡。 摩洛哥政党治理模式形成于穆罕默德五世和哈桑二世，发展

于穆罕默德六世。 从成效看，摩洛哥的政党治理维护了王国的政权稳定和社会发

展，促进了摩洛哥渐进式改革，有效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三角关系。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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