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纪 80 年代末，非洲各国的民主宪政改革

首先发端于北非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和西非小国

贝宁，随后便迅速蔓延至整个非洲。从此，非洲国家

的宪政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其规模之大、影
响之深远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次宪政改革的浪潮席

卷了非洲大多数国家，至今还在持续进行之中。非洲

各国的宪政改革主要体现在政党制度、议会制度、政
府组织形式和人权保护等方面。

一、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的改革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非洲宪

政改革的最重要特点之一。直到 1989 年，一党制都

被认为是非洲政党制度的主流。到 1989 年初，非洲

51 个国家中实行一党制的有 27 国———超过总数的

一半，实行多党制的 12 国（未计算 1990 年 3 月独立

的纳米比亚，但包括南非），军人或无党派人掌权的

12 国①。但是，自 1989 年开始，先是阿尔及利亚、贝
宁等国从一党制转向多党民主制，随后又有许多国

家加入到了政党制度改革的行列，纷纷从一党制或

者军政府转为多党制。在非洲的政党改革过程中，由

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非洲的政党制度改革可以

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自上而下”型政党制度改革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非洲的多党制民主浪潮来

临之时，非洲部分国家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执政

党领导人就审时度势，敏锐地觉察到宪政改革的狂

潮已经来临，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于是他们主动采取

修改宪法、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等措施。比较典型

的国家是坦桑尼亚。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民主化

浪潮刚刚抵达非洲大陆的时候，时任坦桑尼亚执政

党———革命党的领导人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就认识到宪政改革不容耽延，于

是在 1990 年 2 月发起了全国性的讨论，探讨坦桑尼

亚是否实行多党制的问题。1990 年，继任的姆维尼

（Mweene） 总统立刻开始了解坦桑尼亚广大民众对

国家政体未来发展方向的意见，并派代表团赴国外

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体运作经验。“199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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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非洲宪政制度改革探析张怀印，等

月，坦桑尼亚革命党郑重召开全国特别代表大会，正

式通过了实行多党制的草案。同年 5 月，坦桑尼亚国

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

提出坦桑尼亚改为多党民主制国家，采行多党制。在
1995 年 10 月进行的多党选举中全国有 13 个政党

参加。”[1]采取这种“自上而下”型改革模式实现多党

民主制宪政的国家在非洲还有很多，如加纳、塞内加

尔、突尼斯和津巴布韦等国家。这些国家在政党制度

改革方面的共同特征是：原执政党领导人审时度势、
主动求变，积极采取宪政变革措施，建立多党民主

制，因此本国政局得以保持和平稳定。
（二）“博弈对抗”型的政党制度改革模式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非洲各国国内经济危

机日益严重，政治上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各国民众对

政府执政能力和方式的不满与日俱增，要求改革政

治体制的呼声因而日趋高涨。一些国家的反对派乘

机发动本国民众来对抗陷入政治危机之中的执政政

府，原执政党及其政府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退
让，最终同意立刻进行西方式的多党民主制政党改

革。比如肯尼亚，“自从 1982 年施行一党制以来，国

家内部积累的社会矛盾颇多。20 世纪 90 年代的多

党民主风潮登陆非洲后，在肯尼亚国内迅速形成了

强大的反对派力量，要求修改宪法，实行多党制。但
是莫伊及其政府坚持一党制，继续把持政权，并对反

对派领导人采取逮捕、监禁等严厉的镇压措施。”[2]

结果反对派并不屈服，反而在肯尼亚发动了更大规

模的群众示威游行运动，尤其是在 1990 年 7 月，肯

尼亚执政党政府不得不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反对派组

织的群众集会活动，从而导致骚乱在肯尼亚各地接

连发生并迅速蔓延到全国。为了能够平息此次骚乱，

同时也是回应美国、法国等国际社会所施加的巨大

压力，莫伊总统及其领导的执政党被迫做出让步。于
是，1991 年 12 月 2 日，“肯盟”全国特别代表大会正

式召开，会议提出要修改 1982 年宪法，并实行多党

制。1991 年 12 月 10 日，肯尼亚国民议会相继召开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 1991 年第 2 号肯尼亚宪法修正

案，删除肯尼亚为一党制国家的相关条款，并宣布实

行多党民主制。至此，肯尼亚在国内外社会的强大压

力下，最终完成法律上的多党民主制改革。非洲国家

中采取这种政党改革方式的主要有贝宁、科特迪瓦、
尼日尔、加蓬、赞比亚、马拉维、多哥等。其主要特征

是：执政党本身并不愿意进行宪政改革，实行多党民

主制，但是迫于国内外社会的巨大压力，执政党又不

得不做出妥协、退让，通过修改宪法等方式，最终实

现该国政党体制由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
（三）“自下而上”型政党制度改革模式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民主化浪潮到来之时，非

洲部分原执政党及其领导人顽固不化，坚持原有政

党体制，不愿意主动推行多党制民主制改革，最终民

怨沸腾，致使反对党采取武力措施推翻原执政党的

政权，而后进行宪政改革。这种“自下而上”型的非洲

国家有乍得、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国，上述国家都

是反对党通过武力斗争，推翻原执政党的统治，迫使

原执政党下台，进而组织产生新政府，从而得以进行

宪政改革，并转行多党制。在 1991 年 5 月，埃塞俄比

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的武装力量占领首都，结束一

党制政体，并于同年 7 月成立了埃塞俄比亚临时政

府。1994 年 12 月，埃塞俄比亚制宪会议通过新宪

法，规定其实行多党制。“自下而上”型改革模式的主

要特征是：非洲部分国家的反对党通过武力推翻原

执政党的政权后上台，重新组织政府并进行宪政改革。

二、选举制度的改革

随着非洲国家的多党制改革，非洲国家的选举

制度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西方的民主语境中，选

举往往被视为实现民主的重要手段之一。约瑟夫·熊

彼特开创了这种程序性民主界定的开端，他说：“民

主的方法是为做出这种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

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

到作出决定的权力。”[3]遵循这一传统，亨廷顿对二

十世纪的政治体制民主与否的评判标准就是看其中

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

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

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4]。
按照这一标准，非洲国家的选举制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可谓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自 1990 年开始，非

洲至少有 30 多个国家引入了竞争性的多党选举制

度，在 2000 年一年，非洲就有 24 个国家举行多党选

举。到目前为止，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多党选举已经举

行了三次到四次，有少数国家举行了五次多党民主

选举。下面我们将对非洲国家独立后的选举和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的竞争性多党选举进行比较，以期更

好地认识其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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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洲国家独立后的选举

选举制度不是非洲的政治传统，它随着殖民主

义治理的发展而逐步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

民地的宪政改革进程就是由定期选举推动的。如英

属殖民地的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北罗德西亚、乌
干达等就曾出现过两党或者多党的竞争性选举。在
法属非洲殖民地，选举的次数和投票率都高于英属

非洲殖民地。当然，与英属非洲国家不同，这些选举

并非他们走向独立的标志，而是非洲人作为法国公

民争取平等权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5]。
非洲国家独立后，选举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

这一时期非洲的选举由于受到一党制、军政府、部族

主义等因素的制约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国家领导

人害怕在竞争性的选举中失利，这也是很多国家推

行一党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赛义德·阿德贾姆布

所说：“后殖民时代，非洲选举制是一种政治高压下

的无竞争模式。多哥、贝宁、塞拉利昂、肯尼亚、赞比

亚、坦桑尼亚、安哥拉、苏丹等国的选举是在法定一

党制下组织起来通过政府法令的工具；冈比亚、博茨

瓦纳、津巴布韦和 1976 年后的塞内加尔等国，尽管

名义上定期选举，但事实上仍是一党统治。”[6]

（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非洲国家的竞争性多

党选举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多党制选举很快成

为非洲政治的潮流。当然，在不同的非洲国家，多党

制选举的改革过程也不尽相同：一种情况是有的国

家虽然声称改行多党制选举，但选举制度与此前相

比并未出现实质性改变。如肯尼亚、扎伊尔和多哥

等。第二种情况是确有一些非洲国家的选举制度发

生实质性改变。随着国内经济政治危机的加深，一些

非洲国家的民主化呼声极高，在市民团体的组织和

鼓舞之下，深陷政治危机下的政府不得不通过选举

法的修改，并进行公平和自由的多党选举。这种情况

的非洲国家有刚果、贝宁、佛得角、马拉维、赞比亚

等。第三种情况是部分国家虽然推行多党选举，但当

政者设法控制、操纵、利用选举，并把自己的意志强

加于选举过程。如喀麦隆、尼日利亚、冈比亚和阿尔

及利亚等国。
随着多党选举制在非洲的推广，非洲的选举制

度也在不断完善，其表现是：一是选举文化得到培

养。自 1992 年起，加纳开始由军政府治理向“宪法统

治”过渡，从此开始了西方宪政意义上的“宪政民主

治理”时期。加纳采行民主宪政体制的成果在该国的

1996、2000、2004 和 2008 年四次总统大选中均经受

住了考验。尤其是，“在 2008 年底的总统大选中，加

纳最大在野党全国民主大会党候选人约翰·米尔斯

（John Evans Atta Mills）以 50.23%的微弱优势获胜，

而其主要竞争对手、加纳执政党新爱国党候选人纳

纳·阿库福－阿多（Nana Akufo-Addo）在选举结束后

亦坦然承认竞选失败，此举成为非洲国家民主选举

中的又一个光辉典范。”[7]这说明，随着选举制度在

非洲的发展，非洲的选举文化逐渐得到培养，一些国

家的领导人已经能够坦然接受选举结果。二是非洲

各国选民的参与意识也在增强。从大选中的投票率

来看，加纳大选时各年的投票率分别如下：1992 年

第二轮选举的投票率为 48.3%[8]、而 1996 年大选时

是 77.9%、2000 年 大 选 时 的 投 票 率 略 有 下 降 为

61.7%、2004 年大选中投票率则达到 83.2%。加纳大

选中稳中有升的投票率表明：加纳选民参与选举的

意识不断提高。非洲很多国家大选的投票率情况莫

不如此。选举意识的增强当然得益于非洲选民受教

育程度的提高，也离不开公民社会组织的辛勤培训。
如 2007 年的尼日利亚大选中，就有很多 NGO 组织

参加。他们的作用是在选举中派出观察员，然后就选

举中的问题向独立选举委员会报告，争取修改选举

法和有关规定。他们还给选民作培训工作。就是类似

这样的 NGO 推动了选举的培训和选民参与意识的

提高[9]。三是选举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在提高。当然，

尽管非洲各国的选举制度日趋成熟，但由于诸多因

素和条件的限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选举中的

操纵问题、选举引发的暴力冲突问题等。在 2007 年

底的肯尼亚大选中，由于反对派领袖奥廷加不服选

举结果，认为总统选举计票中严重舞弊，该党的支持

者同总统的支持者和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最终导致

近 500 人丧生，25 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10]。笔者认

为，这些现象不足以说明非洲选举制度存在严重的

弊端，只是在个别国家的选举中存在一定的不足。总
体上看，非洲国家的选举制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政府组织形式

在 20 世纪 90 年代非洲实行民主宪政改革之

前，各国政体主要采行民主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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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体形式。除摩洛哥、加纳等少数几个国家外，

非洲各国普遍实行一党制政体或者是虽然存在几个

政党而一党独大的局面，尤其是在非洲一些实行“社

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国家中，其党的领导人通常担任

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党的领导机关往往就是国

家最高权力机关，采行一党制的专制统治。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宪政改革后，非洲各国的

政府组织形式有了较大变化。
（一）非洲各国的国家元首制度得到改革

各国对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那种执政党主席或

革命委员会主席当然担任国家元首的制度进行改

革，遵循西方国家国家元首的产生方式，开始通过普

选的方式产生或者经议会选举产生。20 世纪 90 年

代初开始的非洲宪政改革之后，大多数国家举行通

过全民选举产生总统；也有的国家采取由议会选举

产生总统的制度。如在刚果，其新宪法废除了刚果劳

动党主席是当然的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和部长会

议主席的条款，规定刚果总统必须经选举产生，国名

也由“刚果人民共和国”修改为“刚果共和国”。在南

非，“1993 年临时宪法规定，第一届总统的产生是由

国民议会从其议员中选举的，该议员当选总统后必

须辞去其议员的席位，另设两位副总统，由在国民议

会中获得 80 个席位以上的政党推荐产生。”[11]

非洲各国的宪政改革前，国家元首的任期一般

是从 4 年到 8 年不等，部分国家的总统可以连选连

任，有的甚至规定可以任期没有届数限制，如马拉

维、埃及和突尼斯等国。但是经过本轮的宪政改革以

后，各国均采行西方国家总统任期方面的惯例，通常

规定总统等国家元首每届任期为 4 到 5 年，且最多

可以连任一次。如加纳的 1992 年新宪法中规定：加

纳实行总统内阁制，总统同时兼任政府首脑和武装

部队总司令，任期四年，最多不能超过两任。再如

1999 年 5 月尼日利亚颁布的新宪法规定，“尼日利

亚实行总统负责制；总统是尼国家元首、联邦首席执

行官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每届任期四年，得连任一

次。”此外，马拉维、坦桑尼亚、塞内加尔、赞比亚等很

多非洲国家的宪法中都做出类似规定。
（二）在部分非洲国家中，过去政府由国家唯一

政党组成的制度得到改革

在 20 世纪 90 年代非洲各国的宪政改革之后，

大多数国家实行多党民主政治，其宪法普遍规定政

府由选举获胜的政党组织来组织或由多个党联合组

织政府[12]。目前，非洲各国的政府组织方式主要有以

下两种。
1.“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之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宪政改革后，有阿尔及利亚、加
纳、加蓬、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肯尼亚、几内亚、塞舌

尔、莫桑比克等大多数非洲国家实行这一制度[13]。比
如在肯尼亚，莫伊所领导的“肯盟”在 1992 年和

1997 年多党选举中连续两次获胜，莫伊也得以蝉联

总统。由于肯尼亚采取的是“一党组阁制”，所以在

1992 年至 2002 年之间的肯尼亚政府中，“肯盟”组
织的政府并没有其他政党成员加入，而是依然保持

了一党执政之局面，其他政党只参加议会选举，通过

议会参与国家管理[14]。
2.“一党主导、多党联合执政”之模式

这种政府组织模式通过多党联合并分享权力的

方式，既能够有效实现政府中各政党之间的力量平

衡，又可以抑制各国的地区分裂主义和部族主义势

力，从而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和政局的持续稳定。1994
年经过选举产生的新南非政府就采用了这种政府组

织形式，即非国大党领导下的多党联合执政，多党合

作组成民族团结政府。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非

洲各国经过探索总结出来的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团结

统一的政府组成方式。
又如在卢旺达，1993 年 8 月 4 日，在国际社会

的斡旋下，卢旺达爱国阵线 （the Rwanda Patriotic
Front）和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共同签署了《阿鲁沙协

议》（the Arusha Accord），根据该协议的规定：卢旺

达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具有广泛基础的过渡政府（the
Broad-based Transition Government,即 BBTG）手里。
过渡政府共由六个政党联合组成。阿鲁沙协议对过

渡政府的 21 名成员的分配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卢

旺达爱国阵线（RPF）和前国家唯一党（MRND）各拥

有 5 个席位，而其他各政党分别占有 1 到 4 个席位

不等。还规定了内阁在第一次审议草案的时候需要

取得共同一致，在通过草案时则需要三分之二的多

数同意，这意味着至少要有三个政党的同意，法律草

案才能得以通过。这种权利的分配是典型的政党联

合，并且努力实现在政党间分配权力以达到制衡权

力的目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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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权保护

人权保障是宪政精神的核心体现，是世界各国

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早在 1981 年时，非洲统一组

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简称 OAU）的各国

元首和政府首脑就达成并签订《非洲人权和人民权

力宪章》。①夏吉生教授指出，“《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

宪章》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和显著的发展中国家特

征，同时又吸收了联合国和其他区域性国际组织如

欧洲人权组织在人权方面具有普遍性的积极成果，

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非洲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

场，体现了非洲人民对世界人权事业的独特贡献。”[16]

鉴于乌干达前总统伊迪·阿明野蛮地践踏人民

权利和赤裸裸的铁腕统治，导致大量的乌干达人被

杀；中非皇帝博卡萨（Jean-Bédel Bokassa）曾经在其

国内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极为残暴，动辄对犯人施

以割耳朵、砍手等酷刑，非洲各国在第三次宪政改革

中吸取了教训，纷纷在宪法中加强对人权的保障。尽
管非洲各国宪法中承认人权保护方式及范围各不相

同，但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保护已成为非洲各

国普遍承认和接受的宪政内容，如阿尔及利亚、埃
及、安哥拉、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大多数非洲国家都

在宪法中专章规定了“基本权利和自由”。为了强调

基本权利保护的重要性，大多数非洲国家宪法规定

了执行这些权利的特别程序，当违反基本权利保障

条款、侵害他人权利时，权利人可以诉诸法院寻求救

济[17]。下面笔者将以南非宪法中规定的人权保护措

施为例进行介绍。
在立法方面，1996 年颁布的《南非宪法》第二章

“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

保障做出具体规定。第 7 条第一款写道：“本章权利

法案是南非民主制度的基石。”南非权利法案的主要

内容②在宪法第 7-39 条一一列举。

（一）政治权利

根据南非宪法中的权利法案规定，全体国民都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有自由地做出政治选择之

权利，也有自由地参加和组织政党之权利，还拥有招

收政党新成员之权利，此外南非宪法还规定信仰自

由，宗教自由，以及结社自由、集会、游行示威和居住

自由等。
（二）人身权

有鉴于在南非历史上安全保卫力量曾经滥用手

中权利，所以南非宪法对涉及拘留、逮捕和接受公正

审判方面的条款尤其重视。③当今社会中各国国家行

政机构的权力日益扩张，对行政权的限制也日益重

视，因此南非共和国宪法要求官员应当严格在法律

规定的尺度内履行自己的职责。
（三）经济权利

南非宪法中的经济权利包括行动自由权和居住

权。④经济权利中最具争议的是私人财产权利，特别

是土地产权问题。南非宪法规定的处理方法相当简

单，即虽然财产的取得、所有和处分权利是明确规定

的，但是又规定以公共目的没收财产仅需给予公正

相当的赔偿即可。因此宪法特别规定，成立一个“土

地权利赔偿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有权接受并处理任

何公民和团体对政府土地权利赔偿的请求，并有对

其进行调查和调节的权力。
（四）社会和文化权利

南非宪法中规定了教育权。⑤宪法同时还规定，

每个人都有使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的自由，每个人都

有选择和参加文化活动的自由，另外南非宪法还对

国家和地方的语言发展问题也做出了政策规定，包

括英语在内的 11 种语言都作为南非官方语言。这一

规定有利于南非多种民族语言的并存和发展，也有

利于多民族的文化发展。

①该公约经过大部分组织成员国批准后于 1986 年 10 月 21 日开始实施。到目前为止，非洲 53 个国家中的 52 个已经成为其缔约国，而唯一没

有批准的国家是厄立特里亚。
②南非权利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国民的政治权利、民事、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保护，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大多数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长期以

来都没有得到保障。这些权利有生命权、平等权、人格尊严、言论自由、隐私权、结社自由和安全受保护权（包括不经审判不受拘留的权利）；禁止

强迫劳动，禁止各种身体的、精神的和感情的酷刑，禁止非人道和有损尊严的对待和惩罚等诸多权利。
③依据南非宪法的规定，任何被拘留的人都有权要求立即被告知自己被拘留的理由；在拘留的状况下每个人都应该受到人道对待（包括接受由

国家承担的药物治疗）；可以向一名由自己聘请的或由国家提供的律师咨询；还可以与自己的近亲、宗教辅导员和医生交流并同其会面。
④即在南非公民拥有可以自由参加经济活动的权利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公平劳动的权利，自由参加、建立工会的权利和罢工的权利；集体

组织和协商的权利，为集体谈判斗争的权利。
⑤即所有公民都有权接受基本教育，平等的享受教育设施；基于公共文化、语言和宗教要求有权设立教育机构，但不得有种族和肤色歧视；也规

定高等教研机构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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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fected by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sweeping around the world, Af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reform process witnessed unprecedented changes with large scale and profound impact. The wave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reform swept over the majority of African countries, and now it still keeps going o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reforms in all African countries have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 in terms of political
party system, parliamentary system,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etc.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contents and reform models of Af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reform is of tremendous
benefit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Af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Key words]constitutional system reform; political party; parliamentary system;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五）儿童和妇女的权利

儿童和妇女的权利在南非宪法中颇受重视。根
据南非宪法的规定，儿童的权利受到政府的特别保

护，具体内容包括父母的监护权和禁止剥削性雇佣

童工等。在妇女权利保护方面，专门对性别歧视问题

做出禁止性规定，并用肯定性条款对妇女的各项权

利予以严格保障。此外宪法还专门建立一个名为“性

别平等委员会”机构，以便于妇女维护其自身权利，

并且该机构还可以对有关妇女地位的问题有立法提

案权。
总之，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非洲国家的宪政

制度在政党制度、议会制度、政府组织形式和人权保

护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革。虽然非洲国家发生

的宪政改革受到以美、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较大

影响，但是经过非洲国家独立以来 40 多年的自主探

索，本次宪政改革呈现出持续时间更久、发展速度更

快、自主性更强的特点，其民主的内涵也更加丰富而

深刻。2010 年底以来的埃及剧变引发了连锁反应，

导致埃及总统下台，利比亚内战爆发，局势至今一片

混乱；突尼斯局势动荡不安，总统出逃。2012 年 3 月

21 日，一向局势稳定的西非国家马里爆发军事政

变，也为非洲的宪政发展蒙上阴影。然而，笔者相信，

非洲国家的宪政改革之路虽然充满曲折, 但动荡与

秩序并存，随着非洲各国公民参与程度的提高，非洲

各国在不断探索建立和完善民主宪政制度的基础

上，一定能逐步构建起非洲特色宪政文化和价值观，

其宪政改革的成果也不断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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