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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
———基于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

体制”的分析＊

高　波＊＊

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中期，随着新兴社会力量崛起、权力结构初步

平等化，委内瑞拉建立了由一 系 列 制 度 和 组 织 机 构 综 合 而 成 的 体 系

“蓬托菲霍体制”。“蓬托菲霍体 制”建 立 之 初 成 效 显 著，社 会 中 下 层

可以与精英集团共同分享石 油 出 口 收 入，使 委 内 瑞 拉 在 一 段 时 期 内

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强劲的内需和工业化的发展。但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后期起，由于委内瑞拉企业家集团利用其集体行动能力和财

富优势，以收买和经济政变方式收服政治精英集团，使用政治庇护主

义网络控制劳工集团，并将弱势的城市贫民群体彻底边缘化，导致委

内瑞拉的经济效率低下、外债激增、两极分化和政治动荡危机，“蓬托

菲霍体制”逐步走向危机和崩溃，委内瑞拉也落入发展陷阱。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发展陷阱 委内瑞拉 蓬托菲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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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之后，委内瑞拉在“蓬托菲霍体制”（Ｐｕｎｔｏ　Ｆｉｊｏ　Ｓｙｓｔｅｍ）下 实 现 了

长期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①与同时期其他拉美国家经济危机和军事政变频发

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出现了“委内瑞拉例外论”。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期以来，委内瑞拉的发展态势逆转，逐步落入发展陷阱，时 至 今 日 仍 频 频 爆 发

危机。这种“停停走走”（ｓｔｏｐ　ａｎｄ　ｇｏ）的发展路径其实也是拉美乃至世界众多

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如何解释发展中国家反复出现的经济、政 治 震 荡 与 长 期

发展困境，是发展研究面临的一大难题。

“蓬托菲霍体制”集民主制度与市场机制于一身，发 挥 了 委 内 瑞 拉 的 资 源

禀赋优势，取得显著绩效，曾被普遍认为找到了一条能够帮助落后国家实现发

展的正确路径。但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蓬托菲霍体制”逐步走向崩溃和危

机，委内瑞拉落入发展中陷阱。

本文以世界银行相关数据库及委内瑞拉研究中部 分 经 典 文 献 为 基 础，以

权力结构理论为视角，并与案例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 相 结 合。拟 对“蓬 托

菲霍体制”建立和发展过程，其兴衰影响和原因进行深层探讨，探究 导 致 委 内

瑞拉落入长期发展陷阱的若干因素。

一、已有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委内瑞拉危机根源的探讨主要有四种理论，即“资源诅咒理

论”（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新制度经济学、政治结构理论和“中等收入陷阱理

论”（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ｔｈｅｏｒｙ）。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Ｊｅｆｆ－

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和安德鲁·沃纳（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ｒｎｅｒ）提出“资源诅咒理论”，认为拥有

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难以取得 长期经 济 增长。② “资源诅咒”通过四种机制对

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资源大量出口使本币升值，导致非资源出口部门（通 常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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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委内瑞拉三大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ＡＤ）、基督教社会党（ＣＯＰＥＩ）和民主共和联盟（ＵＲＤ）
在委内瑞拉西北部的海滨小城蓬托菲霍（Ｐｕｎｔｏ　Ｆｉｊｏ）达成政治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反对军人统治、尊重选举

结果、分享权力和非激进化等，在此基础上逐 步 形 成 了 以 民 主 行 动 党 与 基 督 教 社 会 党 为 主 导 的 政 党 格 局 和

民主体制，被称为“蓬托菲霍体制”。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ｒｎ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　Ｃｕｒ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　Ｇ．Ｍｅｉｅｒ　ａｎｄ　Ｊ．Ｒａｕｃｈ　ｅｄｓ．，Ｌｅａｄ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１８３－２０８．



制造业）贸易条件恶化和萎缩，造 成 经 济 外 部 性 的 损 失，如“干 中 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带来的创新和生产率进步，这又被称为“荷兰病”（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资

源出口带来的财富 效 应 会 形 成 对 国 内 非 贸 易 部 门 产 品（如 房 地 产）的 过 度 需

求，推高要素价格，对制造业形成挤压；资源出口收入往往集中于政府手中，更

容易诱发寻租、腐败和浪费行为，严重影响经济效率；资 源 产 品 国 际 市 场 价 格

水平的剧烈波动造成的经济冲 击对增 长 有不 利影 响。① “资源诅咒理论”还延

伸到政治领域。一些使用跨国回归分析的文献论证了石油、矿 业 出 口 会 损 害

民主，导向威权主义。② 在这些研究中，委内瑞拉及其他拉美国家通常被当作

“资源诅咒”的典型案例。

但“资源诅咒”理论招致了很多批评。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香农·本德加斯特（Ｓｈａｎｎｏｎ　Ｐ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等指出：“在１９世 纪，土 地 资 源 丰 裕

的国家如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真实工资水平最高，英国、德 国 和 美 国 在 工

业化进程中严重依赖其煤铁资源，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和挪威至今 仍 把 自

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③其中，挪威案例是对“资源诅咒理论”的经

典反驳。长期以来，挪威经济在 斯 堪的 纳 维亚 三 国 中 最 为 落 后，但 自２０世 纪

６０年代末成为石油出口国之后，挪威经济增速明显加 快，３０年 后 人 均 收 入 水

平已超过丹麦和瑞典。④ 另外一些量化研究也表明，指标定义和数据搜集范围

的改变都可以颠覆“资源有害民主论”。⑤ 这些研究都试图指出，“资源诅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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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ｒｎｅｒ，“Ｔｈｅ　Ｂｉｇ　Ｐｕｓｈ，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６７，Ｎｏ．１，１９９９，ｐｐ．４４５－４７０；Ｔ．Ｇｙｌｆａｓ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５，２００１，ｐｐ．８４７－８５９；Ｅｒｌｉｎｇ　Ｒｅｄ　Ｌａｒｓｅｎ，
“Ｅｓｃ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ｈｅｎ　ａｎｄ　Ｗｈｙ　Ｎｏｒｗａｙ　Ｃａｕｇｈｔ　Ｕｐ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ｇｅｄ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Ｉｔ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６５，Ｎｏ．３，Ｊｕｌ．，２００６，

ｐｐ．６０５－６４０．
Ｓｉｌｊｅ　Ａｓｌａｋｓｅｎ，“Ｏｉｌ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４７，Ｎｏ．４，２０１０，ｐｐ．４２１－４３１；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ｏｓｓ，“Ｄｏｅｓ　Ｏｉｌ　Ｈｉｎｄｅ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５３，Ｎｏ．３Ａｐｒ．，２００１，ｐｐ．３２５－３６１；Ｔｅｒｒｙ　Ｌｙｎｎ　Ｋａｒｌ，“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ｃｔｓ：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１９８７，ｐｐ．６３－９４；Ｔ．Ｌ．Ｋａｒｌ，
“Ｔｈ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ｎ　Ｐｅｔｒｏ－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ｃｃｏｙ，ｅｄ．，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１９９５，ｐｐ．３３－５５．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Ｐ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Ｊｕｄｉｔｈ　Ｃｌａｒｋｅ，Ｃｏｒｎｅｌｉｓ　Ｖａｎ　Ｋｏｏｔｅｎ，“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４４，Ｎｏ．２，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ｐ．４１１．

Ｅ．Ｒ．Ｌａｒｓｅｎ，“Ｅｓｃ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６０５．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ｂｅｒ，Ｖｉｃｔｏｒ　Ｍｅｎａｌｄｏ，“Ｄ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ｕｅ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５，Ｎｏ．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ｐｐ．１－２６．



非必然现象。事实上，在１９２０—１９８０年间，委内瑞拉也曾经实现长期增 长 和

一定程度的经济 多 样 化，并 在 发 现 石 油５０年 后 实 现 了 民 主 化，“资 源 诅 咒 理

论”不能 解 释 这 些 现 象。①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经 济 学 教 授 哈 维 尔·萨 拉 伊 马 丁

（Ｘａｖｉｅｒ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等学者试图引入制度因素。他们的量化研究指出，虽然

在资源丰裕与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如果制度质量足够高，资源对增

长的负面影响就会变得很小，甚至会出现“资源祝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衡

量制度质量的指标包括问责能 力、政府效率、腐败控制和政治稳定等。② 关键

在于，即便这种理论能够成立，他 们也 留 下了 一个 更大 的 悬 而 未 决 的 问 题：什

么因素决定了制度的质量？“蓬托菲霍体制”早期的制度质量显 然 高 于 晚 期，

为什么会产生制度质量的恶化？依赖量化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难以对这些

问题做出回答。

政治学者试图从政治结构角度寻找危机的根源。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

授米歇尔·柯佩芝（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ｏｐｐｅｄｇｅ）提出“政党霸权”（ｐａｒｔｙａｒｃｈｙ）的概念，

他认为，委内瑞拉的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Ａｃｃｉóｎ　Ｄｅｍｏｃｒáｔｉｃａ，ＡＤ）、基督教

社会党（Ｅｌ　Ｃｏｍｉｔé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ｃｉóｎ　Ｐｏｌíｔｉｃｏ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ｉｅｎｔｅ，ＣＯＰＥＩ）

的全国执委会几乎控制了所有政治候选人的提名，渗透并控制社会组织，对议

会党团施加严格的纪律，并通过控制法官、检察官的任命掌 控 司 法 体 系，造 成

总统和行政权事实上的独大局面，从而破坏了民主制度，逐渐导致了体系的危

机。③ 强有力的政党体系诚然是“蓬托菲霍体制”的突出特征，但是，这种观点

既没有探究霸权的根源，又忽略了政党霸权的弱点。首先，某些强大的利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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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Ｄｉ　Ｊｏｈｎ，Ｆｒｏｍ　Ｗｉｎｄｆａｌｌ　ｔｏ　Ｃｕｒｓｅ：Ｏ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１９２０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Ｔｈｅ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１２．

对制度的探讨有两个维度，即制度类型和制度质量，萨拉伊马丁等关注的是后者，参见Ｘａｖｉｅｒ　Ｓａｌａ－
ｉ－Ｍａｒｔｉｎ，Ａｒｖｉｎｄ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９８０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２００３；Ａｎｎｅ　Ｂｏｓｃｈｉｎｉ，Ｊａｎ　Ｐｅｔｔｅｒ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ｅｓｐｅｒ
Ｒｏｉｎ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ｏｒ　Ｎｏｔ：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１０９，Ｎｏ．３，Ｓｅｐ．，２００７，ｐｐ．５９３－６１７；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ｂｒ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ｈｅｒ　Ｈａｕｋ，“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２１，Ｎｏ．５５１，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ｐｐ．５８－
８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ｏｐｐｅｄｇｅ，Ｓｔｒｏ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ｍｅ　Ｄｕｃｋ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ｒｔｙ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Ｊｕａｎ　Ｃａｒｌｏｓ　Ｒｅｙ，“Ｌ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ａ　Ｖｅｎｅｚｏｌａｎａ　ｙ
ｌ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ｄｅｌ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ａ　ｄｅ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ｃｉóｎ，”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Ｐｏｌíｔｉｃｏｓ　Ｖｏｌ．７４，Ｎｏ．４，１９９１，ｐｐ．５３３－
５７８．



团对政党施加了重要影响，政党的自主性存疑；其次，主 要 政 党 对 社 会 的 控 制

并非天衣无缝，而是有很大的空白和盲区。① 以此来看，用政党霸权解释委内

瑞拉的危机有失片面。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列文（Ｄａｎｉｅｌ　Ｌｅｗｉｎｅ）等则从公民社

会角度来解释危机。他认为，伴随城市化、教 育普 及 及 经 济 流 动 性 的 增 强，委

内瑞拉公民社会组织也迅速发展，包括独立工会组织和邻里组织等。但是，已

有的公民社会组织如企业家组织和传统工会组织等已经发展为牢固的既得利

益集团，拥有体制化的参与渠道，反对新兴社会组织参与石油收入的分配。于

是，快速发展的新社会组织与僵化的旧组织之间产生了矛盾，新兴力量对旧体

系的冲击导致政治危机。② 对这种理论的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公民

社会的发育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冲 突 并不一定会 导 致危 机，必须把这些 冲 突 放

到更大的经济、政治背景中才能解释冲突的性质及危机的 出 现；其 次，尽 管 涌

现了一些新兴社会组织，但由于委内瑞拉经济体系的排斥性日益增强，工会组

织总体衰落的趋势非常明显，非组织化和碎片化可能是更为主流的趋势。③ 因

此，只从政治体系内部寻找危机根源会遗漏更重要的因素。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来自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印德尔米特·吉尔（Ｉｎｄｅｒｍｉｔ

Ｇｉｌｌ）和霍米·卡拉斯（Ｈｏｍｉ　Ｋｈａｒａｓ）。他们提出，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东亚

经济体依赖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的水平扩张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达到了

中等收入水平，但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会导致边际生产率下降，阻碍这些经济

体的持续增长，使它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摆脱陷阱，政府就要转而实施鼓

３１

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

①

②

③

Ｂｒｉａｎ　Ｆ．Ｃｒｉｓｐ，Ｄａｎｉｅｌ　Ｈ．Ｌｅｖｉｎ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
ｌ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２，Ｓｕｍｍｅｒ，１９９８，ｐｐ．２７－６１；Ｊａｎａ
Ｍｏｒｇａｎ，“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ｓ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２，Ｎｏ．１，２００７，ｐｐ．７８－９８；ＪｏｓéＭａｎｕｅｌ　Ｐｕｅｎｔｅ，Ａｂｅｌａｒｄｏ　Ｄａｚａ，Ｇｅｒｍáｎ　Ｒｉｏｓ，ａｎｄ　Ａｌｅｓｉａ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Ｏｉｌ　Ｗｅａｌｔｈ，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ｉｎ　Ｍａｒｋ
Ｈａｌｌｅｒｂｅｒｇ，ｅｔ　ａｌ．，Ｗｈｏ　Ｄｅｃ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２００９，ｐｐ．２５７－２９３．

Ｂ．Ｃｒｉｓｐ，Ｄ．Ｌｅｖｉｎ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ｐ．６１；Ｌｕｉｓ
Ｇóｍｅｚ　Ｃａｌｃａｏ，“Ｌｏｓ　Ｍｏｖｉｍｉｅｎｔｏ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ａ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ｅ　ｅｎ　ｅｌ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ｏ　Ｖｅｎｅｚｏｌａｎｏ，”ｅ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ｈａｃｉａ　ｅｌ　Ａｏ　２０００：Ｄｅｓａｆｉｏｓ　ｙ　Ｏｐｃｉｏｎｅｓ，ｅｄｉｔａｄｏ　ｐｏｒ　Ｊ．Ａ．Ｓｉｌｖａ　Ｍｉｃｈｅｌｅｎａ，Ｃａｒａｃａ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Ｎｕｅｖａ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ＩＬＤＩＳ，ｐｐ．３３７－３６７．

Ｔｒｕｄｉｅ　Ｃｏｋ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ｃａ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Ｖｅｎ－
ｅｚｕｅｌａ　１９００－１９９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ｏ．６０，Ｆａｌｌ，２００１，ｐｐ．１８０－２０２．



励专业化和创新的政策，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帮 助 经 济 体 转 变 增 长 方 式，才

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落入了同样的发展陷阱而无法自拔。① 随后

的众多研究则大都聚焦于政府政 策 清单 的 讨 论。② 这种理论承袭了新古典经

济学的传统弊病，完全把政府政策当成外生变量，简 单 地 把 政 府 假 定 为 无 私、

公正的行为者。他们还假定，错误政策源于政府的无知，只要政府具备了相关

知识，就一定会制定并实施正确的政策。这 种 理 论思 路 既 不 考 虑 国 家 自 主 性

问题，也不考虑相同政策在不同发展模式中的绩效差异，不仅受到新制度经济

学、公共选择理论的严厉批评，也受到政治学者的质疑。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军

人物、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隆·阿塞莫格鲁（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指出，很

多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 预 期效果，是因为经济学家忽视了政 治 因 素

的影响。“对于任何发展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视角都是 极 端 重 要 的，忽 略 这

个视角就会走错方向。”③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 政 治 学 教 授 理 查 德·多 纳（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ｏｎｅｒ）则指出，这种理论实际上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也没

有解释为什么自利的政治、经济精英愿意把稀缺资源投入到教育和研 发 活 动

中。④ 总的看，“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对陷阱的成因、政策制定背后的政治、经济

互动机制都缺乏认知，仍然停留在纯经济层面来研究发展问题，没有跟上发展

理论前进的步伐，其解释能力和指导意义存在明显缺陷。

鉴于“资源诅咒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政治结构理论和“中 等 收 入 陷 阱 理

论”都不能对委内瑞拉的发展困境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试图以一种以权

力结构（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为基础的动态框架对其加以分析。权力指个人／集团

使他人／其他集团服从的能力。权 力结构指 权 力 资源 在 不 同 利 益 集 团 间 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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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Ｉｎｄｅｒｍｉｔ　Ｇｉｌｌ，Ｈｏｍｉ　Ｋｈｒａｓ，Ａ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Ｗａｓｈｉｎｇ－
ｔｏｎ，Ｄ．Ｃ．：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７．

Ｐｉｅｒｒｅ－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ｇｅｎｏｒ，Ｏｔａｖｉａｎｏ　Ｃａｎｕｔｏ，“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ｒａｐｓ，”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６２１０，２０１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Ｅｖａ　Ｐａｕｓ，“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２５０，２０１４，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Ｃｈｉｌｅ：ＣＥＰＡＬ；Ｊｕｓｔｉｎ　Ｌｉｎ，Ｖｏｌｋｅｒ
Ｔｒｅｉｃｈｅ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Ｅｓｃａｐ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６１６５，２０１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Ｔｈｅｏ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０，ｐｐ．１８，２７，３０．

Ｒｉｃｈａｒ　Ｄｏｎｅｒ，Ｂｅｎ　Ｒｏｓｓ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Ｍｏ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ａｎ　Ｅｃｏｎｍ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６８，Ｎｏ．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ｐｐ．６０８－６４４．



配格局。权力资源包括经济技术资源、暴力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思想文

化资源、领袖资源等。依照权力资源分布的集中程度，可以把权力结构分为平

等型和集中型两种类型，前者指权力资源在利益集团间较为平等的分配格局，

后者指权力资源集中于少数利益集团的分配格局。“权力结构”一词经常出现

在西方社会学特 别 是 权 力 精 英 研 究 中，但 含 义 差 别 较 大，如 美 国 著 名 社 会 学

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赖特·米尔斯（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用权力结构描述美国上层

权力（ｔｏｐ　ｌｅｖｅｌ　ｐｏｗｅｒ）和中层权力（ｍｉｄｄｌｅ　ｌｅｖｅｌ　ｐｏｗｅｒ）之间的差异。① 激进发

展理论如外围资本主义理论、依附论也经常使用这一词汇，但这些理论没有对

其进行概念化，对其影响机制的发掘也还不够充分，有待进一步深化。

针对发展陷阱问题，权力结构理论提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个人及利益集

团都具有理性人思维，希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②权力结构是影响国家发

展的基础性因素，个人、利益集团凭借其权力资源进行博弈，博 弈 结 果 形 塑 了

制度、政策及其绩效，从而决定了发展的成败；集 中型 权 力 结 构 会 引 发 严 重 的

政治庇护主义、寻租及腐败问题，降低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 的 质 量，导 致 发 展

陷阱的形成；由于精英集团集体行动能力更强，拥有的权力 资 源 更 多，权 力 结

构的演变存在集中化的自然趋势，偶发的平等化进程往往会被逆转；当精英集

团在权力结构中 占 据 霸 权 地 位 时，会 形 成 寻 租 腐 败 型 社 会，并 导 致 体 系 的 危

机；只有打破集中型权力结构，才有望摆脱发展陷阱。这种理论可称为权力结

构陷阱理论。

权力结构分析方法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 法，但 分 析 单 位 侧 重 利

益集团而非阶级，更适合用来分析高度分化的社会。它 从 集 体 行 动 理 论 中 汲

取了养分，也借鉴 了 外 围 资 本 主 义 理 论、新 制 度 经 济 学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视 角。③

通过权力结构分析方法，可以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建 立、运 行 机 制、

作用及兴衰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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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蓬托菲霍体制”的建立

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建立是新兴社会力量崛起、权 力 结 构 初 步 平

等化的结果，经历了一个权力博弈、斗争、再均衡的过程。

（一）２０世纪前半期的集中型权力结构与民主化的失败

从２０世纪初期到１９４５年，委内瑞拉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这

个过程始于石油发现和出口的迅猛增长，掌握中央政府的 考 迪罗（ｃａｕｄｉｌｌｏ）胡

安·比森特·戈麦斯（Ｊｕａｎ　Ｖｉｃｅｎｔｅ　Ｇóｍｅｚ）从中得到巨大而稳定的财政资源，

建立了现代化军队，并籍此铲除了地方考迪罗势力，垄断了暴力资源和丰厚的

石油收入。其他利益集团如地主、企业家、劳工等都不足以与军队抗衡。由于

“荷兰病”的影响，委内瑞拉的出口农业衰落，大地主集团的影响 力 削 弱，开 始

转向进口商业，这与拉美其他国家强大的地主集团形成鲜 明 对 比。制 造 业 刚

刚起步，新兴的企业家集团力量还比较弱小。劳工集中于石油业，但这是典型

的资本密集、劳动节约型产业，劳工数量长期不足两万人，而 且 工 会 组 织 被 政

府禁止，地下工会发展缓慢，所以，劳 工集 团 的 权 力 资 源 非 常 有 限。中 产 阶 级

主要由专业人士、公共部门雇员和手工业者组成，规模尚小且具有依附性。农

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２／３，但组织程度很低、力量分散。① 在这个高度不平等的

权力结构中，军队拥有压倒性的权力资源，足以长期维持军事独裁统治。

但民主行动党的崛起改变了这个权力结构。民主行动党的主要创建者为

罗慕洛·贝当古（Ｒóｍｕｌｏ　Ｂｅｔａｎｃｏｕｒｔ），他是委内瑞拉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政治

家，青年时期即投身于反对军事独裁 的 学生运 动，他 曾 一 度 信 奉 马 克 思 主 义，

政治立场较为 激 进。贝 当 古 的 战 略 眼 光 体 现 在 对 群 众 性 政 党 建 设 的 高 度 重

视，他提出：“不放过任何一个地区，不放过任何一个村镇，到 处 都 要 有 党 的 组

织。”在他领导下，民主行动党在３０、４０年代致力于全国范围的党组织建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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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村镇都设立 了 分 部。① 在 农 业 工 人 中 开 展 的 组 织 动 员 活 动 卓 有 成 效，到

１９４５年，民主行动党已经拥有６０００多名农民党员。工会也是民主行动党的工

作重点，但遇到了委内瑞拉共产党的有力竞争。１９４４年，军政府着力打击共产

党在工会中 的 影 响 力，民 主 行 动 党 乘 虚 而 入，控 制 了 大 部 分 工 会 组 织。② 到

１９４５年，民主行动党已经成为委内瑞拉第一大政党，也是最大的有组织的政治

力量，上升为权力结构中的重要角色。在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

下层民众的强大政治势力，为体系的重构提供了动力。

１９４５年，民主行动党联合青年军官团体“军事爱国联盟”（Ｕｎｉóｎ　Ｐａｔｒｉóｔｉｃ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推翻了戈麦斯政府。在随后进行的制宪大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民主

行动党分别获得７４％和７８％的选票，显示出巨大的政治优势。民主行动党认

为大权在握，开始推行激进改革，主要包括：土地 改 革，征 收 大 庄 园 闲 置 土 地；

提高外国石油公司的税率；增加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公共投资；对食品和

其他生活必需品 实 行 限 价 政 策，为 贫 民 提 供 基 本 生 活 保 障；鼓 励 成 立 工 会 组

织、地下工会合法化等等。这些政策导致民主行动党力量迅速增强，加入该党

的工会从２５２个增加到１０１４个。这 意 味 着 权 力 结 构 有 发 生 颠 覆 性 变 化 的 可

能，对其他各派势力都构成严重威胁。③ 为保持军队的特权地位，军事爱国联

盟放弃了对民主制度的支持，于１９４８年再度发 动 政 变，推 翻 了 民 主 行 动 党 政

府，重建军事独裁统治。可以说，这 一时期的 民主 行 动 党 高 估 了 自 身 实 力，试

图颠覆石油收入的分配格局，对既有的权力结构构成严重 威 胁。军 队 得 到 企

业家集团、地主集团等保守势力的支持，具有了压倒性优势。民主行动党不掌

握暴力，麾下的劳工组织尚不足以控制主要经济部门，难 以 与 保 守 联 盟 抗 衡。

由于权力结构的失衡，这次民主尝试以失败告终。

（二）权力联盟的变化与“蓬托菲霍体制”的建立

在１９４８—１９５８年间，委内 瑞 拉 的 权 力 结 构 继 续 变 化。这 十 年 间，国 民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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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年均增速达到７％，明显高于拉美国家平均速度。① 工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工

业产值１０年中增长约五倍，主要集中于非贸易部门。② 在总投资构成中，私人

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１７．２％）要 远 远 超 过 公 共 投 资（１０．５％），已 经 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导致企业家集团的影响力显著增强。③ 企业家

集 团 的 组 织 水 平 也 明 显 提 高，１９４６ 年 成 立 的 委 内 瑞 拉 工 商 界 联 合 会

（ＦＥＤＥＣＭＡＲＡＳ，Ｆｅｄｅｒａｃｉóｎ　ｄｅ　Ｃáｍａｒａｓ　ｙ　Ａｓｏｃｉａｃ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Ｃｏｍｅｒｃｉｏ　ｙ

Ｐｒｏｄ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吸纳了各地区、各行业的私营企业家组织，形成了全

国性的利益协调、表达机构。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小规模的利益集团

比大规模的利益集团更容易克服“搭便车”问题，集体行动能力更强。④ 企业家

集团拥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远远 超 过其他利益 集 团，当他们具备集体 行 动 能

力时，他们的资源优势又得到整合与 放 大，形成了强有力的 权 力 中 心，在 权 力

结构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与之相比，劳工集团的权力 地 位在此 期 间 并 没 有 明 显 提 升。这 个 集 团 的

权力资源主要取决于其规模、组织程度及劳动力稀缺程度。尽 管 这 一 时 期 工

业化发展迅猛，但城市工人数量没有同步增长。原因在于，企业家集团倾向于

使用机器 替 代 工 人，要 求 政 府 采 取 优 惠 汇 率 政 策 来 降 低 资 本 货 物（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ｏｏｄｓ）的进口价格，所以，委内瑞拉的工业化进程很快就出现资本密集—劳动

节约型特征。在１９４５—１９５７年间，委内瑞拉工业产值增长２４０％，工业就业却

只增长了２８．７％，从１８．８万增加到２４．２万。⑤ 这意味着劳工集团的政治潜力

没有明显提升。另外，政党格局也发生了明显变 化。中 右 翼 的 基 督 教 社 会 党

和中左翼的民主共和联盟（Ｕｎｉó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ａ　Ｄｅｍｏｃｒáｔｉｃａ，ＵＲＤ）等一些政党

模仿民主行动党的发展策略，大力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扩展较快。与

此同时，民主行动党遭到军政府的残酷镇压，先后两任总书 记 遇 害，几 千 名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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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遭到监禁，贝当古等主要领导人流亡海外，实力有所削弱。① 民主行动党虽

然保持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政党体系开始出现多元化倾向。从总体来看，新

兴政治精英集团的权力也没有得到提升。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不同 权 力 中 心 之 间 合 纵 连 横，展 开 了 一 场 对 决。由 于 腐

败猖獗和管理混乱，佩雷斯·希门尼斯（Ｐéｒｅｚ　Ｊｉｍéｎｅｚ）军政府陷入财政危机，

但此时，希门尼斯却希望修宪以实现无限期连任，这引发了各政党的公开抗议

和军队内部的权力之争。企业家集团也反对希门尼斯继续 执 政，因 为 他 把 政

府的重大投资项目都给了少数几 个 企业家密友，在关乎企业家集团整 体 利 益

的关税问题上对美国做出了重大让 步，拒不采取保护国内 市 场 的 政 策。在 各

方反对下，希门尼斯被迫流亡海外，但军队并不想就此放弃 政 治 权 力，以 沃 尔

夫冈·拉腊萨瓦尔（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Ｌａｒｒａｚáｂａｌ）为首的军官团试图继续执政。企业

家集团吸取了希门尼斯时期的教 训，担心军事独裁者及其小圈子会走 向 极 度

腐败而损害私营部门的整体利益，不愿继续支持军人统治。贝当古也意识到，

民主行动党缺乏“武装手臂”，仅靠社会动员和选举不能确保政治权力，必须与

企业家集团和其他政党合作才能与军队抗衡。他与企业家集团代表在纽约进

行秘密谈判，软化了激进立场，做出了保护私有产权等项承诺。民主行动党也

不再继续谋求政治霸权，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与基督教社会党、民主共和联盟达成

《蓬托菲霍协 议》，约 定 共 同 反 对 军 事 政 变、分 享 政 治 权 力。各 政 党 还 达 成 了

“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确定了保护私有产权、以私人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土地征收必须事先补偿、对本国私人资本进行保护 和 扶 持，以 及 增 加

社会开支、实 施 进 步 的 劳 工 政 策 等 原 则，后 来 这 些 内 容 都 被 写 入１９６１年 宪

法。② 至此，新兴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结成了新的权力联盟，共同反对军人统

治。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民主共和联盟、共 产 党 联 合 动 员 了 大 规 模 罢

工和游行示威，试图推翻军政府。军 政 府 实 施 暴 力 镇 压，导 致２５０多 人 被 杀、

数千人受伤，但大规模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工商界联合会也对军政府发出了撤

资、罢市等威胁，委内瑞拉陷入经济瘫痪和社会失序状态。军政府同时面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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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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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Ｎｏ．２，Ａｐｒ．，１９５９，ｐｐ．２３７－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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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双重压力，失去了社会主要利益集团的支持，单 纯 依 靠 暴 力 无 法 重 建

社会秩序，被迫同意放弃政治权力。可以说，在十 年 的 权 力 结 构 变 动 后，新 兴

政治经济权力联盟拥有了制衡军队／有组织暴力集团的权力，这才为推翻军事

统治、建立文人政府和民主制度提供了可能。①

由此可见，１９５８年“蓬托菲霍体制”的建立是权力消长变化、重新整合的结

果。民主行动党等群众性政党的崛起代表了社会下层组织程度的提高和权力

地位的上升，但他们仍无力单独对抗军队的暴力。１９４８—１９５８年间，企业家集

团的崛起代表了权力结构的重大 变 化，群众性政党与企业家集团的结 盟 形 成

新的权力中心，打破了军事暴力主导的旧权力结构，为民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

基础。《蓬托菲霍协议》是当时权力对比的精确体现，为参与各方 划 定 了 权 力

边界。与企业家集团相比，政治精英集团和社会下层做出的让步更大。

因此，“蓬托菲 霍 体 制”并 不 是 对 既 有 权 力 结 构 的 颠 覆，而 是 一 次 局 部 调

整。军人集团被剥夺了部分政治权力，但他们并没有退出权力核心，也没有受

到清洗，原来的高级将领仍然掌握着军队。企 业 家集 团 的 权 力 在 原 有 基 础 上

得到进一步提升，有更多资源可资利用，而新晋的政治精英集团要仰赖企业界

的资源才能阻止军人重新执掌政权。因此，权力结构的平等化仍然是初步的，

能否得到巩固取决于权力角色之间进一步的互动。

三、“蓬托菲霍体制”的权力结构和积极作用

“蓬托菲霍体制”是由一系列制度和组织机构综合而成 的 体 系，主 要 利 益

集团按照规则 加 入 到 不 同 的 组 织 机 构 之 中，共 同 分 享 石 油 收 入 和 发 展 红 利。

在那些尚未得到明确划分的开放性领域，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新空间，

各方则展开较量与争夺，力图实现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一）“蓬托菲霍体制”的基本权力架构及运转机制

在“蓬托菲霍体制”中，主要利 益集 团 包 括 政 治 精 英 集 团、经 济 精 英／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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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等学者提出，有效制约暴力是进入开放性社会

秩序的关键门槛条件。但对于如何制约暴力，诺 斯 并 没 有 给 出 答 案，委 内 瑞 拉 的 民 主 化 进 程 为 解 决 这 一 理

论难题提供了启发。相关论述参见〔美〕道格拉斯·诺 斯、约 翰·瓦 利 斯、巴 里·温 格 斯 特：《暴 力 与 社 会 秩

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家集团、军人集团和有组织劳工集团。首先，政治 精 英 集 团 由 总 统、主 要 政 党

高层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和国会领导人组成，他们控制了正式的国家权力和

石油收入的分配权。这个集团采取“以石油收入换政治支持”的 战 略：他 们 为

企业家集团提供产权保护和各种经济扶持政策，换取政治认可、经济增长与就

业；为有组织劳 工 集 团 提 供 就 业 岗 位、高 工 资 和 社 会 福 利，换 取 选 票 与 服 从。

在石油收入的支持下，这种战略行之有效。两 大 政党 民 主 行 动 党 与 基 督 教 社

会党构建了广泛的民众基础，能够长期在大选及国会选举中得到绝大 多 数 选

票（见表１）。其中，中左翼的民主行动党比中右翼的基督教社会党具有更广泛

的选民基础，在１９５８—１９８８年的７次大选中，民主行动党五次获胜。

表１　委内瑞拉主要政党历次大选得票率（１９５８—１９９３） 单位：％

１９５８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３

民主行动党 ４９．１８　 ３２．８１　 ２７．６４　 ４８．６５　 ４３．３０　 ５５．３８　 ５２．７５　 ２３．２３

基督教社会党 １５．１８　 ２０．１８　 ２８．６８　 ３５．３５　 ４５．２８　 ３２．６６　 ４０．０８　 ２２．１１

民主共和联盟 ３０．６７　 １７．５０　 １１．８２　 ３．０７　 １．０７　 １．３０　 ０．６９　 ０．５９

　　资料来源：ＪｏｓéＭｏｌｉｎａ，Ｃａｒｍｅｎ　Ｐéｒｅｚ，“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１９４６－
１９９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２（Ｓｕｍｍｅｒ，１９９８），

ｐ．６。

政治精英集团还通过扩大官僚机构和经济干预范围来进一步扩展自身的

权力。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官僚机构的规模已经是１０年前的三倍。政府

使用多种手段进行经济干预，并建立庞大的国有 企业 部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排

名前十的大企业中有六个是国企。但国企都处于产业链上游，不与私企竞争，

而是起辅助作用。① 快速扩张的官僚队伍和国企雇员群体都被政治精英纳入

了庇护主义网络。

其次，企业家集团逐步成为权力 联 盟中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利 益 集 团。这 个 集

团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源，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私人投资都是经济增长的主

要推动力（参见图１）。除经济资源外，委内瑞拉的主要媒体也都被大型财团所

控制，在经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私立的教育机构也成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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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集团进行意识形态同化的重要渠道。企业家集团利用这些资源向政治精

英集团进行渗透。他们为两大主流政党的领导人提供竞选 资 金，换 取 了 巨 大

的政治影响力。工商界联合会领导人与总统有月度会晤机 制，就 政 府 的 重 大

经济决策进行定期协商。财政部长、中央 银 行 行 长等 经 济 内 阁 的 关 键 职 位 一

般由企业界领袖担任，代表企业界全程参与最高决策。大 型 国 企 的 管 理 权 也

经常被授予私营企业家，在公私部门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大 财 团 的 影 响 力

尤为显著，卡布里莱斯（Ｃａｐｒｉｌｅｓ）商业集团旗下的报纸和电视台拥有广泛的社

会影响，成为他们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该 集 团 向基 督 教 社 会 党 提 供 舆 论 支

持，从基督教社会党换取了多个国会议员席位。① 企业家集团还与政治精英集

团保有密集的非正式交流渠道，包括各种社交聚会、宴会等。企业家集团与军

队中的保守派也保持着传统的结 盟 关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控制 武 装 力

量。因此，政治精英集团不得不竭力维持与企业家集团的联盟，以防止企业家

与军人联手颠覆文人政府，这进一步放大了企业家集团的权力。在“蓬托菲霍

体制”中，经济精英集团的权力资源持续扩张。

图１　委内瑞拉公共与私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１９５０—１９９０，％）
资料来源：Ｊ．Ｄｉ　Ｊｏｈ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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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队在“蓬托菲霍体制”中发挥重要作 用。委 内 瑞 拉 的 现 代 军 队 是

由独裁者戈麦斯缔造的，与大地主集团、企业家集团等保守势力之间长期保持

密切关系。它从未实现完全职业化，也一直没有放弃干 预 政 治 的“权 利”。由

于暴力所具有的“最终否决权”性质，军人集团在权力结构中的 地 位 很 高。为

笼络军队，民主政府向他们划拨了石油收入中的较大份额，用于采购装备和提

高军官福利。高级将领还可以参与国家经济规划等重大决 策，他 们 中 的 很 多

人被任命为内 阁 部 长 或 大 型 国 有 企 业 的 管 理 者，从 中 得 到 重 大 的 个 人 收 益。

因此，军官团的主流保持了对“蓬托菲霍体制”的忠诚，零星出现的小规模政变

企图未能动摇体系的整体稳定。

第四，有组织劳 工 集 团 的 成 分 较 为 复 杂，其 内 部 分 为 各 不 相 同 的 利 益 集

团。其中，中产阶级包括专业人士、公共部门雇员等，虽然规模很小，但他们具

有专业技能并占据了社会的战略性工作岗位，组织程度较高，因而具有较强的

谈判能力，可以在石油收入分配中得到合理的份额。蓝 领 工 人 分 为 城 市 工 人

和农业工人两大部分。民主行动党早期对农业工人依赖较 大，但 随 着 农 业 衰

落和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移民，城市人口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已经占到总人口

的６３％，城市工人群体迅速扩大。以委内瑞拉劳动者联合会为主的工会组织

依托城市工人群体发展壮大，成为民主行动党的主要选举 基 础。他 们 得 到 最

低工资、集体合同、带薪休假、八小 时工作 制 等 系 列劳 工 立 法 和 基 本 生 活 用 品

价格管制等福利保障，以选票作为对民主行动党的回报。与 军 事 独 裁 时 期 相

比，有组织劳工的权力地位提高，能够参与分享石油收入，这 是 权 力 结 构 向 平

等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联盟中的利益集团还通过一些制度化的机制参与石油收入的分配。总统

政策咨询委员会是制定重要政策时成立的临时沟通机制，１９５９—１９８９年间成

立的这类委员会达到３３０个，吸纳各主要利益集团的代表参加，主要包括私营

企业界、工会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其中，私营企业界代表来自委内瑞拉工商

界联合 会，劳 工 代 表 则 来 自 民 主 行 动 党 控 制 的 委 内 瑞 拉 劳 动 者 联 合 会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ｃｉóｎ　ｄｅ　Ｔｒａｂａｊａｄｏｒｅｓ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ＣＴＶ）。公共分权机构由政府

部门之外的经济类公共机构组成，包括中央银行、国有企业、信贷机构、地区发

展公司等，也是分配石油收入的渠道之一。委 内 瑞拉 工 商 界 联 合 会 和 劳 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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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都在公共分权机构管理层派驻代表并参与政策制定，央行管理委员会、

委内瑞拉投资基金（Ｆｏｎｄｏ　ｄ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管理层都有它们的代

表（各利益集团的参与比例见图２）。这些正式与非正 式 的 制 度、机制、机构组

成一个巨大网络，向权力联盟的成员输送利益，维持着体系的稳定。

图２　委内瑞拉各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机构中的参与比例（％）
资料来源：Ｂ．Ｃｒｉｓｐ，Ｄ．Ｌｅｖｉｎ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１９９８，ｐ．３７。

（二）“蓬托菲霍体制”的积极作用

权力结构的初步平等化 带 来 显 著 的 经 济、政 治 绩 效。从 需 求 侧 来 看，在

“蓬托菲霍体制”的前２０年里，石油价格在小幅震荡中持续上行，石油收入呈

递增趋势，相当一部分资 源 流 向 社 会 中 下 层。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前，委 内 瑞

拉一直是拉美收入分配最平 等 的 国 家 之 一。较 为 平 等 的 收 入 分 配 保 证 了 旺

盛的国内需求，为工业化提 供 动 力。从 供 给 侧 来 看，进 口 替 代 工 业 化 是 这 一

时期经济政策的主流。从贝当 古 时 期 开 始，政 府 建 立 贸 易 壁 垒，限 制 外 国 商

品进口，还单方面废除了１９５２年与美国签订的互惠贸易协定，为国内企业减

轻了竞争压力。在石油收入的 支 持 下，政 府 为 私 营 企 业 提 供 税 收 减 免、优 惠

信贷和补贴，并使用 政 府 采 购 等 手 段 支 持 国 货，政 府 还 在 水 力 发 电、公 路 建

设等基础设施领 域 进 行 了 大 量 投 资。这 些 举 措 推 动 了 工 业 化 的 快 速 发 展，

到１９６８年，委内瑞拉制造业产值增长近三倍，进口消费品的比例则有明显下

降。① 石油收入较为平等的分配有利于经 济 增 长 和 多 样 化，帮 助 委 内 瑞 拉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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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源诅咒”。在政治领域，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兴 起 的 左 翼 游

击队也很快被镇压，民 主 体 制 保 持 了 长 期 稳 定，竞 争 性 选 举 定 期 举 行，被 国

际社会誉为“教 科 书 式 的 民 主”。与 其 他 拉 美 国 家 相 比，委 内 瑞 拉 在 这 个 时

期的政治发展成就非常突出。

从表２可以看出，这期间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发生了军事政变，其中七个

国家的政变次数超过三次，玻利维亚则达到七次之多。除委内瑞拉外，只有三

个国家也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即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但这一时

期的墨西哥通常被视为威权或半威权体制，而且在１９６８年发生了墨西哥城大

屠杀事件，参加街头抗议的数百名青年学生遭军队杀害，国 内 政 治 冲 突 加 剧。

哥伦比 亚 则 在 很 多 年 里 处 于 内 战 状 态，出 现 了“哥 伦 比 亚 革 命 武 装 力 量”

（ＦＡＲＣ）等几支强大的左翼游击队，与政府军和右翼准军事组织展开了激烈的

武装斗争。只有哥斯达黎加在这一时期既保持了民主制度，又 避 免 了 军 事 政

变，政治发展成 就 堪 与 委 内 瑞 拉 相 比。以 此 来 看，“委 内 瑞 拉 例 外 论”并 非 虚

言，这一时期的“蓬托菲霍体制”的确起到凝聚政治共识的作用。

表２　拉美国家发生政变年份（１９５８—１９８９）

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阿根廷 秘鲁 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９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８　 １９８２　 １９６１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０　 １９６６　 １９７６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３　 １９７９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

巴西 巴拿马 智利 乌拉圭 苏里南 巴拉圭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３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９

　　资料来源：Ｏｃｔａｖｉｏ　Ｈｕｍｂｅｒｔｏ　Ｍｏｒｅｎｏ　Ｖｅｌａｄｏｒ，Ｃａｒｌｏｓ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Ｆｉｇｕｅｒｏａ　Ｉｂａｒｒａ，“Ｇｏｌｐｉｓｍｏ
ｙ　Ｎｅｏｇｏｌｐｉｓｍｏ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Ｉｂｅｒｏａｍéｒｉｃａ　Ｓｏｃｉａｌ，Ｖｏｌ．３，２０１８，ｐ．１２２。

说明：（１）此处仅包括政变成功的案例，不包含抗议、示威、内战等；（２）本表的“拉美国家”
不包括加勒比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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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蓬托菲霍体制”的危机

“蓬托菲霍体制”建立后，三种因素影响了权力结构的后续变化：民主行动

党受到约束，放弃了原来的激进立场；人口增长等因素降低了劳工集团的权力

地位；在权力结构中占优的企业家集团竭力实现利益最大 化。这 三 种 因 素 共

同导致了政治庇护主义、寻租型经济和国家机构的腐败低效，权力结构平等化

的势头逆转，权 力 联 盟 的 垄 断 性、封 闭 性 和 排 斥 性 越 来 越 强，体 系 逐 步 走 向

危机。

（一）政治权力的再集中化

推动权力结构再集中化的重要动力来自政治庇护主义网络的成长。政治

庇护主义指的是一种不平等的政治等级关系，政治恩主（ｐａｔｒｏｎ）在其中处于主

导地位，以物质利益换取被庇护者（ｃｌｉｅｎｔ）的支持，被庇护者处于被支配地 位。

如果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形成庇 护 主义关系，意味着公民社会组织丧 失 其 独

立性，既不能对政治精英进行监督、问责，也不能对经济精英形成制约，从而助

长寻租与腐败问题。在“蓬托菲霍体制”中，工会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

中下层的代表，本应发挥重要的制衡作用，巩固体系的平等化趋势。但在实际

运作中，工会被民主行动党逐步纳入到庇护主义关系网络。

“蓬托菲霍体制”建立后，民主 行动党 领 导 人 便放 弃 了 激 进 改 革 和 大 规 模

的再分配政策，并将青年学生团体等激进派驱逐出党，转而采用更“便宜”的庇

护主义方式来控制工会组织，即向工会会员提供更加稳定的就业岗位 和 更 高

的工资，向工会领导人提供政府或国会议员职位，以换取劳工集团的服从。劳

工集团此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接受民主行动党的恩惠，成 为 其 政 治 附 庸；二

是坚持独立立场，努 力 扩 大 组 织 规 模，增 强 谈 判 地 位，争 取 更 大 的 整 体 利 益。

劳工集团选择了前者，原因在于人口压力和理性思维。

道格拉斯·诺斯提出，人口变化会影响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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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谈判地位。① 德国莱 比 锡 大 学 高 级 研 究 员 克 里 斯 丁·赛 弗（Ｋｒｉｓｔｉｎ　Ｓｅｆｆｅｒ）

对墨西哥庇护主义网络的研究也 表 明，人口增长和劳动力过剩削弱了 劳 工 和

工会的权力地位，有利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与工会之间庇护主义网络的建立，

损害了劳工的阶级利益。② 处于人口爆炸阶段的委内瑞拉也出现了同样的情

况。自１９６０年以来，这半个世纪 是 委 内 瑞 拉 人 口 高 速 增 长 的 时 期，总 人 口 从

８１４万（１９６０年）猛增至３０００万（２０１４年），接近翻了两番。③ 与此同时，资本密

集型工业化 模 式 对 劳 动 力 的 吸 纳 能 力 不 足，造 成 严 重 的 就 业 问 题。１９６５—

１９８３年间，委内瑞拉失业率长期保持在７．４％左右。１９８４—１９８９年间，失业率

进一步 上 升 至１０．５％。与 失 业 问 题 相 比，非 正 规 就 业 问 题 更 为 严 重。在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间，非正规就业已 经 占 到 总 就 业 人 口 的３２％。从１９８０到１９９０

年，这个比例进一步升至３９．５％。④ 大批劳动力长期处于就业不足状态，劳动

力过剩问题日益加重，严重削弱了劳工集团的权力地位和 谈 判 能 力。这 一 变

化在收入分配上得到充分体现，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呈长期下降趋势，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５９．４３％降至１９９０年的３３．４４％，下降接近一半，相应

地，资本收入从４０．５７％升至６６．５６％。⑤ 对劳动者个人而言，民主行动党政府

提供的就业保障和物质利益越来 越 具有生死攸 关 的意 义，政治精英的 权 力 资

源升值，控制劳工集团的能力逐步提升。

同时，工会的集体行为也渗透着理性人思维。奥尔森提出：即便对劳动力

的需求上升，工会也不愿意让工人人数按比例增加，因为吸收新会员会使老会

员的边际产量及工资下降，损害其直接利益。⑥ 委内瑞拉劳动者联合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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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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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Ｓｅｆｆｅｒ，“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ｍ：ａ　Ｓｔｕｍｂｌ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ｘｉｃｏ，”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Ｖｏｌ．４２，Ｎｏ．５，ｐｐ．１９８－２１５．
世界 银 行／数 据／委 内 瑞 拉 玻 利 瓦 尔 共 和 国，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ｒｂ？ｖｉｅｗ＝ｃｈａｒｔ，２０１９－０７－１０。
Ｊ．Ｄｉ　Ｊｏｈ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ｐ．１２０．
Ｔｒｕｄｉｅ　Ｃｏｋ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ｃａ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Ｖｅｎ－

ｅｚｕｅｌａ，１９００－１９９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ｏ．６０，Ｆａｌｌ，２００１，ｐ．１８９；Ｅｄｇａｒｄｏ
Ｌａｎｄｅｒ，Ｌｕｉｓ　Ｆｉｅｒｒｏ，“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１９８９－１９９３，”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２３，Ｎｏ．３Ｓｕｍｍｅｒ，１９９６，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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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符合这一理论。为维持高工资水平，劳 动 者 联合 会 与 工 商 界 联 合 会 共 同

支持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鼓励政府长期维持资本货物进口的优惠汇率政策，反

对劳动密集型 工 业 化。因 此，这 一 时 期 的 工 业 化 无 法 大 量 吸 收 新 增 劳 动 力。

为维护既得利益，劳动者联合会不仅不在非正规就业者中发展组织，而且对新

出现的独立工会进行打压，竭力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和既得利益，变成了具有

封闭性和排斥性的狭隘利益集团，代表性也越来越差。①

在这个过程中，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两大政党的领导层也出现寡头

化的倾向。“寡头统治的铁律”（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ｏｌｉｇａｒｃｈｙ）是 德 国 著 名 政 治 学

家、曾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罗伯特·米歇尔斯（Ｒｏｂｅｒｔｏ　Ｍｉｃｈｅｌｓ）提出的论断。

他通过实证研究 证 明，在 激 烈 的 政 治 斗 争 中，普 通 党 员 会 对 政 党 领 导 人 的 才

干、经验政治产生依赖，因此，一小 群意志 坚 定 的 政党 领 导 人 会 长 期 在 位 并 形

成寡头统治。② 委内瑞拉两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长期在位，他们因推翻军人

统治、建立民主 体 制 而 享 有 崇 高 威 望，并 且 掌 握 着 大 量 财 政 资 源。他 们 使 用

“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来驯服 工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领导人，竭力巩固自 己

的权力地位。委内瑞拉劳动者联合会的活动经费来自政府 拨 款，忠 诚 的 工 会

领导人会得到国会、州议会议员席位和政府职务，个别“不听话”的工会领导人

会被驱逐出工会，甚至受到羞辱和人身威胁。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主要工会组织“委内瑞拉劳动 者 联 合 会”被 纳

入到庇护主义网络，对民主行动党高度服从。调查显示，劳动者联合会全国执

委会８０％以上的成员认为，必须在得到民主行动党领导机构（党内的劳工局）

批准之后，全国执委会才能讨论相关立法、政治抗议、罢工等事项，而且劳工局

对其决议拥有否决权。９０％以上的全国执委会成 员 表 示，他 们 从 未 反 对 过 民

主行动党高层的决定。③ 在驯 服 了 工 会 组 织 之 后，长 期 在 位 的 政 党 领 导 人 控

制了行政、立法、司法 机 构 所 有 重 要 职 位 的 提 名 权，可 以 打 破 三 权 之 间 的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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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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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民主行动党的全国执委会统治 国 家”，①这 是“蓬 托 菲 霍 体 制”内 不 成 文

的规矩。

城市贫民群体是委内瑞拉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社会群体，但这个群体庞

大而松散，缺乏经济、社会资源，组织水平和集体行动能力，拥有的权力资源最

少，其数量优势在政治上并没有得到发挥，基本上被排斥在权力联盟和石油收

入的分享之外。对这个群体，民主 行动党 和 基 督 教社 会 党 采 取 了 成 本 最 为 低

廉的控制方式，即用小额现金、小礼物和小型公共工程等方式收买其选票。因

此，委内瑞拉最大的社会群体被权力联 盟 联手 边缘 化 了。在“蓬托 菲 霍 体 制”

存续的３０余年里，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公民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逐步走向

失衡的演化 轨 迹。美 国 哈 佛 大 学 政 治 学 教 授 罗 伯 特·帕 特 南（Ｒｏｂｅｒｔ　Ｐｕｔ－

ｎａｍ）对意大利政治的经典研究表明，发达的公民社会组织是 民 主 制度正 常运

转的基石，发 育 良 好 的 公 民 社 会 组 织 对 于 利 益 辨 识、利 益 表 达、问 责 必 不 可

少。② 在“蓬托菲霍体制”中，一小撮政治精英掌控政治权力，工会组织被纳入

庇护主义体系，受到自上而下的控制，城市贫民群体处于涣 散 状 态，委 内 瑞 拉

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积极活跃的公民社会，难以对政治精英实施监督与制

约。大众传媒本应 发 挥 政 治 监 督 作 用，但 由 于 主 流 媒 体 掌 握 在 私 营 企 业 家

手中，经济精英与 政 治 精 英 的 合 流 又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破 坏 了 媒 体 监 督。来 自

民主体制、公民社会和媒体的制 衡 统 统 失 效，就 为 寻 租 和 腐 败 开 辟 了 巨 大 的

空间。

（二）经济权力的再集中化

寻租型社会指的是企业家集团利用其权力向政府 广 泛 寻 租，寻 求 包 括 税

收减免、关税保护、优惠贷款、优惠汇率、直接 补贴 以 及 其 他 有 利 的 宏 观、微 观

经济政策，以得到高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利润。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

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妮·克鲁格（Ａｎｎｅ　Ｋｒｕｅｇｅｒ）指 出，失 控

的寻租活动会广泛蔓延，形成“政治恶性循环”，政府在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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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企业家把主要精力用于竞争性寻租，由此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总额要远远超

过租金本身。寻租活动一旦越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寻租型社会，市场体系配置

资源的能力被全面破坏，企业的创新动力转换为寻租动力，经济丧失长期增长

能力。寻租与腐败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是在法律范围进行的合法行为，而后

者则是非法行为。但企业家有时会使用非法手段寻租，因 此 寻 租 与 腐 败 往 往

合流。① “蓬托菲霍体制”建立之后，企业家集团逐步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主导

地位，极大地增强了寻租能力。但是，由于政治精英集团与经济精英集团的利

益并非完全一致，寻租活动往往是在激烈的权力竞争中开展的。经过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的三次重大权力竞争，企业家集团大大扩展了寻租的领域和“边界”，把

委内瑞拉转变成了寻租型社会。

第一次权力竞争发生在１９７３年。时 任 总 统 卡 洛 斯·安 德 烈 斯·佩 雷 斯

（Ｃａｒｌｏｓ　Ａｎｄｒéｓ　Ｐéｒｅｚ）宣布了“需求扩张”的政策导向，利益分配向劳工集团倾

斜，最低工资水平平均提高了１／３到１／２，政府还颁布了《反不正当解雇法》，以

防止雇主解雇 劳 工 来 降 低 工 资 成 本。这 些 政 策 受 到 工 商 界 联 合 会 的 强 烈 反

对，企业界谴责政府恶化投资环境，并以减少投资、资本抽逃、囤积商品等手段

来对抗政府的需求扩张政策，导致物价水平急剧上升。② 半年后，佩雷斯政府

屈服于企业界的压力，宣布政策重点转向“增长与生产力提高”，企业界获得一

系列重大让步，包括政府对私营企业发放超过３０亿美元 的 优 惠 贷 款、减 免 对

投资的征税、放宽融资条件、搁置《反垄断法》等，并且首开先例邀 请 企 业 界 代

表参与价格管制领域的立法。工商界联合会专门发表声明，对 政 府 的 系 列 政

策“深表满意”。③

通过这次斗争，委内瑞拉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导向确定为“支持资本”，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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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被 置 于 次 要 地 位。对 私 营 企 业 界 的 保 护 和 补 贴 进 一 步 得 到 提 高。在

１９６１—１９８８年间，在政府贸易保护政策和高额补贴的刺激下，尽管平均产能利

用率只有５０％，委内瑞拉私营大型制造业企业的数量仍然从１９６家增长至９６１

家，超过８０％的企业没有进行过研发投入。在这约３０年间，委内瑞拉制造业

劳动生产率的年 均 增 长 速 度 从３．６％降 至０．７％，根 本 无 法 与 韩 国 同 期 年 均

９．４％的增长速度相比。过度保护和补贴政策造就了一个极端低效的经济体。

１９８８年，取消保护政策和补贴后，大型制造业企业中的１／３在短期内倒闭。在

接受补贴最多的汽车制造、金属制品和机电产品行业，企业倒闭率接近５０％。①

这些事实充分印证了克鲁格的寻租理论：在租金支持下，无效率的企业可以在

次优水平运营并获利，创新动力会蜕变为寻租动力，整个经济体都会丧失自生

能力。

第二次权力竞争决定了政 府 对金 融业 的 管 制 水 平。在 企 业 界 的 要 求 下，

委内瑞拉私营银行业长期受到国 家 的严密保护 以 避免 外 来 竞 争，得以 牟 取 巨

额利润，金融业成为寻租活动的主要领域之一。在企业界的操纵下，银行监管

机构建设被长期忽视，机构规模和预算都非常小，根 本 不 足 以 执 行 监 管 职 能，

导致银行监管长期缺位，已出台的法律也得不到执行。缺 乏 监 管 的 私 营 银 行

利用各种投机行为获得超额利润，降低了金融效率，制 造 了 严 重 的 金 融 风 险。

１９７７年，银行业大肆进行房地产投机，导致通货膨胀失控，经济陷入过热状态。

政府试图以收紧信贷、加强监管来遏制房地产投机行为，遭到工商界联合会的

强烈反对，被迫中止紧缩政策的实施。房 地 产 投 机和 其 他 金 融 寻 租 行 为 最 终

导致了１９９４年的银行业大危机，政府不得不拿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１８％的

巨额资金救市。② 金融界的寻租活动不仅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降低了

金融行业及经济整体的效率。

第三次权力竞争确立了委内瑞拉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税收制度向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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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界寻租的重点领域，委内瑞拉对个人及公司所得税的超低税率是 政 治 精

英对企业家集团的重大让步。１９７８年，面对石油价格下跌、公共债务和财政赤

字上升、通货膨胀加剧的困难局面，佩雷斯政府提出税收改 革 议 案，准 备 大 幅

提高所得税税率，这触动了有产者的根本利益。企业 家 集 团 通 过 工 商 界 联 合

会进行了周密部署，采取一系列举措，表达他们的强烈反对：第一，他们控制的

电视台、报纸等主流媒体对议案进行猛烈抨击，并 把 矛 头 指 向 议 案 的 首 倡 者、

财长赫克特·乌尔塔多（Ｈｅｃｔｏｒ　Ｈｕｒｔａｄｏ），迫使乌尔塔多辞职；第二，在他们的

斡旋下，议案协调人一职 转 由 前 财 长、私 有 银 行 董 事 长 卡 梅 隆·罗 利 亚（Ｃａｒ－

ｍｅｌｏ　Ｌａｕｒｉａ）承担，把“内部人”安插进了核心决策圈；第三，对总统佩雷斯和国

会领导人展开密集的游说活动，有些企业家曾为佩雷斯提供过巨额竞选资助，

他们的游说活动对总统决策产 生 了重要影 响；第四，对 政 府 发 出 经 济 威 胁，包

括资本抽逃、减少投资、制造人为的商品短缺和经济混乱等；第五，他们还暗示

政治精英，委内瑞拉的民主体制并不稳固，出现经济动荡后，军 队 有 可 能 联 合

企业界发动军事政变。在企业家集团的重压之下，这次税收改革以失败告终。

议案核心 条 款 被 大 幅 修 改，针 对 高 收 入 者 的 个 人 所 得 税 增 幅 由４６％降 为

８．７６％，公司所得税大幅降低，股票分红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拉美最低的

所得税税率因此得以长期维持，委内瑞拉政府脆弱的财政地位不仅没 有 得 到

扭转，反而日益恶化，成为诱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① 这次冲突之后，没有哪

届政府再敢于挑战企业家集团在税收 领 域的寻 租 权，直至“蓬托菲霍体制”的

终结。税收领域的寻租会产生重大的政治经济影响，是发展陷阱的重要成因。

由于企业家集团的压力，委内瑞拉及其他拉美国家都长期实行累退性 税 收 制

度，至今仍然如此。② 由此形成财政薄弱和治理能力低下的“弱国家”，容易引

发多种类型的危机。

在权力结构失衡、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国 家 机 构 的 腐 败 低 效 也 会 给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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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造成重大危害。在“蓬托菲霍体制”的初期，腐 败 现 象 尚 不 严 重。伴

随着权力结构的日益集中化，腐败活动逐步演化为体制化腐败，遍及各个领域

和各个层次。其中，国有企业、公共工 程、金 融 领 域 的 腐 败 尤 其 严 重。委 内 瑞

拉国有经济领域是腐败低效的重 灾 区，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都出自 政 治 任

命而非专业选拔，裙带关系盛行，管理能力低下且极端腐败。① 政府投资５２０

亿美元的瓜亚纳工业综合体项目缺乏整体规划，建筑工期严重延误，而且与外

国公司签订了很多不合理的合同，曝出大量腐败丑闻。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综合体已陷入巨额亏损，年均亏损额超过两亿美元。从总体来看，到１９７７年，

委内瑞拉已有超过４０％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需要依靠央行和国有投资

基金的巨额补贴才能生存。② 公共工程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建筑项目、政府

采购等都没有正规的招投标程序，合同的分配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据估计，

腐败官员得到的回扣约为合同金额的２０％。腐败案件涉及从总统到各级官员

的整个官僚体系。佩雷斯总统身边围绕着“十二使徒”（一小群企业家 密 友），

他们包揽了诸如古力水电站、苏利亚钢铁厂、加勒比水泥厂等大型政府投资项

目的建设合同。海梅·卢辛奇（Ｊａｉｍｅ　Ｌｕｓｉｎｃｈｉ）总统（任期１９８４—１９８９年）的

情人则以“头号权力掮客”著称，卷入多起重大腐败丑闻。金融领 域 的 腐 败 低

效行为主要集中于外债发行、发展基金、银行救 助、外 汇 管 理 等 领 域。为 扩 张

权力和索取回扣，拥有自主对外借贷权的公共分权机构展开了举借外债的“竞

赛”，而且以高利率的短期 债 务 为 主，多 投 入 非 生 产 性 用 途，导 致 公 共 外 债 激

增和偿债能力低下。从１９７８—１９８６年，公 共 外 债 占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例 从

１７．１％猛增至５０．５％，委内瑞拉成为拉美第三大债务 国，国 家 债 务 风 险 明 显

上升。政府设立的工业化促进 基 金 和 农 业 投 资 基 金 被 私 营 企 业 家 用 于 房 地

产和金融投机活动，甚至直 接 存 入 外 国 银 行，极 少 用 于 生 产 能 力 提 升。私 营

银行利用监管漏洞 向 内 部 人 大 量 放 贷，然 后 宣 布 为 坏 账 并 向 政 府 申 请 救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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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在腐败 官 员 的 帮 助 下 这 些 银 行 得 到 了 巨 额 救 助。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的

“特殊汇率制度”（ＲＥＣＡＤＩ）则成为腐败“黑 洞”，这 一 制 度 形 成 了 外 汇 价 格 的

双轨制，不法企业向 官 员 行 贿，获 得 政 府 低 价 外 汇 后 转 手 倒 卖，从 中 获 利 超

过１１０亿美元。①

总之，由于经济、政治精英集 团 占据 了权 力 结 构 中 的 霸 权 地 位，委 内 瑞 拉

的寻租、腐败活动失控，逐步演变为寻租腐败型社会，民 主 体 制 和 市 场 机 制 遭

遇双重失灵，维持政治共识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趋于瓦解。从 委 内 瑞 拉 案 例 中

还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理论补充。寻租理论认为，企 业 家 集 团 寻 租 的 主 要 方

式是院外集团的游说和行贿。但在委内瑞拉案例中，企 业 家 集 团 的 寻 租 方 式

更加多样化，而且并非如此“平和”。资本抽逃海外、减 少 投 资、减 少 市 场 供 应

等都是常用的“经济战”方式，辅之以舆论战和政变威胁，用来向 政 府 施 压，这

些手段的综合运用在重大寻租活动中非常有效。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后，由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长期低迷，委内瑞拉

经济社会状况全面恶化，进入危机频发时代。国民经济增长乏力，伴随着石油

价格的波动而剧烈起伏，在石油价格走低时，经济往往陷入负增长，整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的平均增速仅为１．１％。宏观经济动荡，年通胀率长期保持在３０％

以上，甚至达到８４％（１９８９年）。财 政 赤 字 和 公 共 外 债 飙 升，国 家 处 于 债 务 危

机边缘。② 失业人口和非正规就业 人口快速 增 加，收入分配急剧恶化，贫困人

口超过总人口的半数，极端贫困人口占到 总 人 口 的１／３，贫 民 窟 居 民 达 到８３０

万（１９８９年），也接近总人口的半数。③

危机从经济社会领域蔓延至政治 领 域。１９８８年 开 始 的 新 自 由 主 义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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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了对燃油和食品价格的补贴，危及城 市 贫 民 群 体 的 生 存。１９８９年 初，加

拉加斯爆发大规模骚乱，政府 使 用 武 力 镇 压，造 成 数 千 人 受 伤 和３５０多 人 死

亡。１９９２年，绝迹多年的军事政变再度爆发。“委 内 瑞 拉 例 外 论”破 灭，政 治

稳定时代结束。两大传统政党的支持率急 剧 下 滑，１９９３年 后，民 主 行 动 党 和

基督教社会党已经无力角 逐 大 选，衰 落 为 无 足 轻 重 的 小 党。至 此，参 与 签 署

“蓬托菲霍协议”的 政 党 已 全 部 退 出 历 史 舞 台，这 也 意 味 着“蓬 托 菲 霍 体 制”

的正式终结。

结　　论

本文从权力结构角度对委 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建 立、成 效 与 危 机 进

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社会是在利益集团的博弈中运行 的，是 否 落 入 发 展

陷阱也是由这种博弈的结果决定的。在２０世纪初期的委内瑞拉，军政府依托

石油收入和暴力维持了对一个农业 社 会的独裁 统 治。新兴 经 济、政 治 精 英 集

团的出现及有组织劳工力量的壮 大 推动了传统 权 力结 构 的 初 步平等 化，形 成

了对暴力的有效制约，建立了“蓬托菲霍体制”。由经济精英集团、政治精英集

团、军队和有组织劳工组成的四 方联 盟 分享 石 油 收 入 的 分 配，造 就 了２０年 的

经济繁荣和政 治 稳 定 局 面。但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权 力 结 构 平 等 化 趋 势 逆 转。

经济、政治精英集团的权力资源持续扩张，二者结成寻租腐败联盟。劳工集团

被纳入政治庇护主义网络，沦为二流伙伴，丧 失了 制 约 其 他 利 益 集 团 的 能 力。

因此，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精英集团已占据霸权地位，委内瑞拉形成寻租腐

败型社会，封闭性、排 斥 性 日 益 增 强，大 多 数 社 会 成 员 被 边 缘 化，经 济 效 率 低

下，政治共识瓦解，体系逐步走向危机与崩溃。

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兴衰起伏并非例外，它其实是拉美、非洲及其

他地区众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一个 缩 影。很多非洲国家仍处于“初 级 产 品 出

口加暴力”的高度不平等结构之中，拉美及其他地区的国家则往往处于权力结

构初步平等化被反复逆转所带来的周期性震荡之中。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些

差异，但这些国家在本质上高度一致，都处于集中型权力结构所造成的发展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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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之中。

与当下流行的“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等理论不同，权力结构陷阱理

论认为，发展陷阱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收入水平、制 度 与 政 策，恰 恰 相 反，所 有

这些因素都要经过权力之网的“过滤”之后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高度不平等

的集中型权力结构构成真正的发展 陷 阱。发展还是危机，取 决 于 利 益 集 团 之

间的权力博弈。由于精英集团所具有的权力资源优势，权 力 的 集 中 化 是 一 种

自然趋势，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

国家仍处于发展陷阱之中。当精英集团占据霸权地位时，就 会 形 成 寻 租 腐 败

型社会，以公平竞争为宗旨的市场机制变成寻租泛滥的权贵资本主义，民主变

成寡头统治的遮羞布，社会也会进入经济政治危机高发期，甚至会引发体系的

崩溃。如果不能打破集中型权力结构、建立平等型权力结构，一个社会就会长

期陷入发展陷阱而不能自拔。任何利益集团都不是天生的 恶 棍，它 们 只 是 在

尽可能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为此，不惜损害他者和整 体 利 益，甚 至 危 及

自身。

从权力结构角度对发展陷阱的探讨仍然是初步的，需 要 更 多 的 实 证 研 究

来验证已有假说，并为进一步的理论建设提供支持。其中，以定性或定量方法

对更多地区、国别发展经验展开研究，以及深入的跨国比较研究都是有价值的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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