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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权威主义? 

1,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把新权威主义视为“中国后
全能型的权威政治” 
2,”新权威主义应当是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在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政治
形态。” 
      ——萧功秦  《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 
3,在后发展国家的旧体制无法适应新环境，而新型
的民主政体又无法充分运作的历史条件下，由具有
现代化意识和导向的政治强人或组织力量建立起来
的权威政治。 



亨廷顿： 
      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相对滞后的政治
制度化建设，无法满足因社会进步而调动起来
的公民政治诉求，引发群众不满和社会失序。 
       
      在新型的民主政体无法运作的历史条件下，
为维护社会稳定，加强中央权威的力量成为一
个必然的选择。这种权威力量是由具有现代化
意识的政治强人或组织力量建立起来的威权政
治，即所谓的“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 
      
     新权威政治一方面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变革导
向，不同于传统专制政治；另一方面，具有强
制性、高度组织化的行政力量与权威意志，也
不同于民主政体。 



 

“民主的外表甚至不比君主专制政体的主仆关系更能
防止贪污腐败。” 
                          ———萧功秦 
                     《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 

“缺少历史前提的民主制度，只能是不结果实的花朵。在
中国近代的史册中，触目地夹着这种枯萎的花瓣。袁世凯
小施诡计，宋教仁饮弹喋血，死于非命，北方军警两界大
会一开，议员如鸟兽散，民主共和终于昙花一现，匆匆去
也。”                        —— 
                   《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 



“他们认为在政权的内部往往会出现具有一定现代化
意识及行为导向的政治、军事强人，采取强有力的铁
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建立其权威政治，从而稳定
社会秩序。”             
                            ———萧功秦 
                           《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 

 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变革导向的 
 

    “新”在哪里：是特殊的过渡阶段 
                          既区别于旧专制主义   
                          又区别于民主政体 
 

“民主政治只有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以后才可能真
正建立起来” 
               ——张国军《新权威主义评述》 



 

反对派： 
             陈腐论调 
             是专制主义的旧梦重温  
 
“新权威主义有暗示，暗示着权利的集中于个人崇拜。
其次，新权威主义强调强权政治，追求权力的个人化而
又缺乏有力的监督，由此而产生的便是权力与政治的腐
化。” 
            ——《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 
 
赞成派： 
             从民主的幻想中醒过来 
             半集权、市场化 
 
折中派：两重性 
           “必要的祸害” 



 

反对派、赞成派、折中派 

由于不发达国家自身事实民主条件的贫弱，它在促使
社会进步方面所起作用，反而不如带有相当集权色彩
的新权威主义。 
                                      ———萧功秦 
                           《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阶层结构严重不平衡 
                
需要一个通向民主政体
的过渡阶段 
 
新权威主义的存在合理
性 



。 



 



 

新权威主义为何衰落？ 

外因：    社会新状况——怀疑 
              不符合新权威主义 
    
     未来永远是未知的，不能用任何一种假定的模式
去框住它。 
 

 

 

内因： 
     新权威主义的内部也存在弊端，结构上的缺陷，
理论上的不足和冲突。 



 

新权威主义的内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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