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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北欧左翼政党的“绿色转向”
王聪聪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比较宣言项目”对选举纲领的定量分析ꎬ以及对基本纲领的定

性分析ꎬ旨在说明北欧左翼政党已走上“绿色转向”的道路ꎬ将生态主义和女权主义视为

与社会平等、福利国家政策同样重要的议题ꎮ 北欧左翼政党较为成功地占据了社民党左

翼的政治空间ꎬ并通过强调“新政治”议题重塑政党形象ꎬ从而成为国内政坛中稳定的左

翼力量ꎮ 同时ꎬ北欧左翼政党的“绿色”政治并没有以牺牲“红色”政治为代价ꎬ社会议题

依然占据着左翼政治议程的主导地位ꎮ

关键词:北欧左翼政党　 绿色左翼　 “绿色转向” 　 环境主义

在北欧的政治体系中ꎬ“红色”政治与“绿色”政治的结合是激进左翼政党纲领的

特点ꎮ① 相对于西欧共产党ꎬ北欧共产党早在苏联东欧剧变前就开始了绿色转向ꎬ支

持“红绿”政策ꎬ将工人运动与环境保护、反对核能以及女权主义政策结合在一起ꎮ 转

向“新政治”的调整也使得斯堪的纳维亚左翼政党比西欧共产党更具有竞争力ꎮ 本文

采用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方法ꎬ主要从选举纲领和基本纲领两个维度ꎬ考察北欧左翼政

党如何回应环境议题ꎬ如何将“新政治”纳入传统左翼政治议程ꎬ并分析左翼政党“绿

化”的原因及其面临的挑战ꎮ

一　 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本文所指的左翼政党主要是属于社民党左翼的激进左翼政党或“新左翼”政党ꎮ

具体而言ꎬ本文选取了北欧五个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左翼政党ꎬ即丹麦的“社会主义人

① Ｄｉｍｉｔｒｉ Ａｌｍｅｉｄａ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ꎬ Ｌｏｎ￣
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２ꎬ ｐ.８１.



民党”(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ＰａｒｔｙꎬＳＦ)、挪威的“社会主义左翼党”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Ｌｅｆｔ Ｐａｒｔｙꎬ

ＳＶ)、瑞典的“左翼党”(Ｌｅｆｔ Ｐａｒｔｙꎬ Ｖ)、芬兰的“左翼联盟”(Ｌｅｆ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ＶＡＳ)以及冰

岛的“左翼绿色运动”(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Ｇｒｅ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ＶＧＦ)ꎮ 大部分北欧左翼政党都与国

内的共产党有着历史渊源ꎬ通过吸纳“新政治”议题重新定位后ꎬ它们迅速取代了共产

党成为社民党左翼最为重要的政党ꎮ

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成立于 １９５９ 年ꎬ是从丹麦共产党分离出来的政党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强调环境议题和性别议题ꎮ 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的前身为 １９７３ 年大选

中挪威共产党、社会主义人民党、民主社会党组建的左翼选举联盟———“社会主义选

举联盟”(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Ｌｅａｇｕｅ)ꎮ １９７５ 年ꎬ该联盟更名为“社会主义左翼党”ꎮ 瑞

典左翼党源于 １９１７ 年成立的“瑞典社会民主左翼党”ꎬ之后该党先后更名为“共产

党”、“左翼党－共产党”ꎬ并在 １９９０ 年改为“左翼党”ꎮ 瑞典左翼党从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

代开始进行政党革新与转型ꎬ关注女权主义和环境议题ꎬ推行“欧洲共产主义”ꎮ 芬兰

左翼联盟成立于 １９９０ 年ꎬ由芬兰人民民主团体和芬兰共产党合并而成ꎮ 冰岛左翼绿

色运动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ꎬ是由社会主义民主党、人民联盟、妇女党所组建的选举政治联

盟ꎮ 这五个左翼政党在国内政坛中都有着出色的选举成绩ꎬ除了瑞典左翼党外ꎬ其他

四个政党均有进入联合政府执政的经历ꎮ①

本文主要采用了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ꎮ 定量研究基于“比较宣言项目”(Ｃｏｍ￣

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ＣＭＰ)数据库的分析ꎬ这一项目主要分析 ５５ 个国家政党的选举

纲领ꎬ计算在同一议题下ꎬ每个政党选举纲领中出现的句子和关键词的次数ꎮ 这一研究

方法的基础是政党竞争的“显著性理论”(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其基本假设是ꎬ政党之间的

政策分歧可以通过对不同议题强调的侧重点加以表现ꎮ 也就是说ꎬ议题显著性(ｉｓｓｕｅ ｓａ￣

ｌｉｅｎｃｅ)可以由其在纲领中出现的频率来衡量ꎬ如果政党对某一议题特别关注ꎬ那么必定

会在选举政治纲领中凸显ꎮ ＣＭＰ 主要依靠训练有素的程序员收集各政党选举纲领ꎬ对

纲领进行解析后ꎬ将它们划分成“准句子”(ｑｕａｓｉ－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ꎬ并将这些准句子分配到 ５６

个议题类别ꎬ数据结果将以某一议题出现频率的百分比来呈现ꎮ② 虽然有学者指出ꎬ

ＣＭＰ 研究方法在理论假设、文本选择、编码可靠性等方面存在缺陷ꎬ③但这并不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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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芬兰左翼联盟(１９９５－２００３ 年)、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冰岛左翼绿色运动(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和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ꎮ

Ｉａｎ Ｂｕｄｇｅꎬ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Ｉａｎ Ｂｕｄｇｅ ｅｔ ａｌ. ｅｄｓ.ꎬ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ｅｓꎬ Ｅｌ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１９４５－１９９８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

Ｋｏｓｔａｓ Ｇｅｍｅｎｉｓꎬ “Ｗｈａｔ Ｔｏ Ｄｏ (Ａｎｄ Ｎｏｔ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ａｔａ”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
ｉｅｓꎬ Ｖｏｌ.６１ (Ｓ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３－２３.



ＣＭＰ 成为衡量政党政策定位的有用工具ꎬ原因是:一方面 ＣＭＰ 拥有较长时间跨度的

数据库资源ꎻ另一方面ꎬ它具有较广的政党覆盖范围ꎮ 本文将借助“比较宣言项目”考

察北欧左翼政党选举纲领的绿化程度ꎬ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从纵向看ꎬ北欧左翼政

党随着时间变化对绿色议题关注的发展趋势ꎻ二是从横向看ꎬ选举纲领中环境议题与

其他议题显著性的比较分析ꎮ 鉴于“比较宣言项目”可能出现的缺陷ꎬ本文还将采用

定性研究的方法ꎬ即对五个政党的基本纲领进行文本分析ꎬ考察绿色议题在基本纲领

中的相关性ꎮ

二　 绿色议题的回应:选举纲领向度

选举纲领反映政党对主要议题的立场ꎬ是判断政党政策位置和意识形态定位的方

向标ꎮ 即使是在日益个人化、媒体化的现代选举政治中ꎬ议题竞争依然是选举政治竞

争的重要方面ꎮ 借助“比较宣言项目”数据库ꎬ笔者分别梳理了在北欧五个左翼政党

历次大选政治纲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五个议题ꎮ 就时间跨度而言ꎬ由于环境运动和

绿色议题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７０ 年代初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和政党竞争范畴ꎬ故主

要考察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以及瑞典左翼党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

来主要政治议题的变化趋势ꎬ以及芬兰左翼联盟、冰岛左翼绿色运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政治议题的变化趋势ꎮ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ꎬ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纲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五个议题是平

等、劳工团体、军事、非经济人口群体与民主ꎻ从 ９０ 年代开始出现的频率最高的五个议

题是环境、扩大福利国家、劳工团体、扩大教育及平等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到ꎬ社会主义人

民党的主要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反对军事主义和倡导民主曾是该党 ９０ 年代

以前最重要的议题之一ꎬ但在最近十年基本不再提及ꎻ另一方面ꎬ该党对环境议题的重

视日渐凸显ꎬ同时对扩大教育、国际主义、科技与基础社会的关注也日益增多ꎮ 平等、

扩大福利国家、劳工团体、非经济人口群体(如妇女)则是近 ４０ 年来该党持续关注的

议题ꎮ 就环境议题而言ꎬ社会主义人民党在 １９６８ 年的选举纲领中第一次强调保护环

境ꎬ虽然此时环境议题并不是该党强调最多的前五个议题ꎮ 但从 １９８７ 年开始ꎬ环境议

题已成为该党的主导性议题之一ꎬ而在 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８ 年以及 ２００５ 年的选举纲领中出

现的频率最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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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关注最多的三个政治议题保持相对稳

定ꎬ从 １９７３ 年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０ 次大选中ꎬ扩大福利国家、平等以及环境保护是社会主

义左翼党一直强调的三个最重要的议题(见表 ２)ꎮ ７０－８０ 年代ꎬ非经济人口群体也是

在该党纲领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议题ꎬ但 ９０ 年代以来ꎬ该党的关注点逐渐转向了国际主

义和文化议题ꎮ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ꎬ社会主义左翼党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强

调扩大教育ꎬ该议题也成为前五个强调次数最多的议题之一ꎮ 就环境议题而言ꎬ挪威

共产党在 １９６１ 年、１９６９ 年的选举纲领中就提及环境保护ꎬ社会主义左翼党自成立以

来持续关注绿色政治ꎬ环境保护经常是纲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议题ꎬ如 １９８１ 年、１９８９

年、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０５ 年ꎮ

表 ２　 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 １９７３－２００９ 年选举纲领出现频率最高的

“前五”个议题(％)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平等(正) １１.０ ８.０ ７.８ ７.０ ８.８ ７.８ ６.５ １０.３ １０.８ ５.２

扩大福利国家 １２.８ １０.２ １０.６ １０.４ １３.８ １４.２ ５.９ １０.１ １１.０ １３.８

环境保护(正) ７.９ ８.１ １２.３ １５.２ １１.１ １０.３ ８.０ １１.０ １５.０

劳工团体(正) ６.０ ６.３

扩大教育 ５.９ ７.７ ４.７ ８.２ ８.１ １２.８

非经济人口群体 １０.８ １１.１ １１.８

国际主义(正) ６.３ １１.３ ６.９ １３.２ ６.５

文化 ７.８ ７.０ ５.７

反增长的经济(正) ５.３

联邦主义 ６.１

科技与基础设施 ７.３

　 　 数据来源:Ａｎｄｒｅａ Ｖｏｌｋｅ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ａ Ｌｅｈ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ＲＧ / ＣＭＰ / ＭＡＲＰＯ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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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左翼党在 ２０ 世纪 ４０－６０ 年代关注的主要议题包括扩大福利国家、和平、自由

与人权、经济目标与经济管治、社会平等与正义等ꎻ７０－８０ 年代ꎬ其关注的最重要议题

是社会平等、环境保护、扩大福利国家、经济管治与市场监管以及和平等ꎻ自 ９０ 年代以

来ꎬ该党在继续强调保护环境、扩大社会福利、增加社会平等的基础上ꎬ积极关注劳工

团体与非经济人口的权利、经济增长与市场监管以及国际主义ꎮ 根据近 ４０ 年左翼党

选举纲领议题的变化ꎬ我们可以看到保护环境、社会平等、扩大福利国家是该党选举纲

领中提及次数最多的三个议题ꎮ 具体到环境议题ꎬ左翼党早在 １９５８ 年的选举纲领中

就提出要保护环境ꎬ在 １９６８ 年的选举纲领中继续强调该议题ꎬ而从 １９７０ 年开始ꎬ环境

议题就成为纲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五个议题(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６ 位)ꎬ甚至是出现频率最

高的议题(如 １９７３ 年、１９８８ 年、１９９１ 年、１９９８ 年)ꎮ (见表 ３)

表 ４　 芬兰左翼联盟 １９９１－２０１１ 年选举纲领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五”个议题(％)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

平等(正) １４.９ １２.０ １４.１ １１.６

扩大福利国家 １０.７ ２１.３ １７.６ ３５.１ １６.２ ２４.４

环境保护(正) １９.６ ５.６ ３.５

扩大教育 １０.６ ５.４ ８.７

市场监管 ７.９ ５.８

经济目标 ８.５ ８.１

经济管治 ２１.４

反经济增长(正) １０.８

科技与基础设施 １２.５ ９.９

和平 ５.４

国际主义 ５.３

政治权威 １２.８ ５.８

劳工团体(正) ８.４ １４.９

激励机制 １０.８

公德心(正) ８.９

　 　 数据来源:Ａｎｄｒｅａ Ｖｏｌｋｅ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ａ Ｌｅｈ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ＲＧ / ＣＭＰ / ＭＡＲＰＯＲ) .

１２１　 试析北欧左翼政党的“绿色转向”



从芬兰左翼联盟近 ２０ 年的选举纲领看ꎬ扩大福利国家与社会平等是该党最为关

注的两个议题ꎬ相关词句出现频率均超过 １０％ꎬ甚至达到 ２０－３０％ꎮ 环境保护也是左

翼联盟的一个重要议题ꎬ在历次的选举纲领中均有涉及ꎬ虽然在 １９９５ 年、１９９９ 年以及

２００３ 年的纲领中没有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五个议题ꎮ 从表 ４ 中可以看到ꎬ左翼联

盟其他重点关注的议题还包括扩大教育、捍卫劳工团体权利、市场监管与经济目标、科

技与基础设施、政治权威和国际主义等ꎮ (见表 ４)

表 ５　 冰岛左翼绿色运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年选举纲领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五”个议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平等(正) ２１.３ ７.７ １８.８ １２.５

扩大福利国家 ７.５ １４.５ ８.７

环境保护(正) ２５.０ １２.１ １０.１

扩大教育 ８.７

市场监管 ４.２

经济目标 ７.２

经济增长(正) ４.３ １５.３

科技与基础设施 ５.６

法律与秩序(正) ３.８ ５.６

劳工团体(正) ６.８

农业与农民(正) ８.３

激励措施 １２.５

民主 ３.８ ５.８

欧盟(负) ３.８

国际主义(正) １３.８

　 　 数据来源:Ａｎｄｒｅａ Ｖｏｌｋｅ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ａ Ｌｅｈ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ｅｄｓ.ꎬ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ＲＧ / ＣＭＰ / ＭＡＲＰＯ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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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冰岛绿色左翼运动成立以来参加的几次国内大选的纲领中可以看到ꎬ平等、环

境保护、扩大福利国家是该党纲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议题ꎮ 与 ９０ 年代末强调民

主、国际主义、反对欧盟等议题不同ꎬ绿色左翼运动在最近的选举中ꎬ更多地强调发展

经济与激励措施、加强对科技和基础设施投资、加强市场监管和教育投资ꎮ 在 ２００９ 年

的选举纲领中ꎬ绿色左翼运动还强调关注农民利益ꎬ加强对农业投资与补助等ꎮ (见

表 ５)

综上ꎬ我们可以看到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瑞典左翼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在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就积极关注环保议题ꎬ从 ８０ 年代开始ꎬ环境议题成为这些政党选

举纲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五个议题甚至是前三个议题之一ꎮ ９０ 年代成立的芬兰左

翼联盟以及冰岛绿色左翼运动也自成立初就在历次大选纲领中强调环境议题ꎮ 北欧

左翼政党的亲环境主义立场ꎬ在很大程度上已接近于绿党的政策定位ꎮ 除了强调“新

政治”议题如环境主义、女权主义之外ꎬ左翼政党在绿色定位的基础上ꎬ并没有放弃

“红色外衣”ꎮ 也就是说ꎬ它们依然强调传统的左翼政治议程如扩大社会福利、捍卫平

等与社会正义、反对军事主义、实现经济增长、扩大劳工团体的权利等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在北欧国家经济衰退的背景下ꎬ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如挪威工党、瑞典社会民主

党、丹麦社会民主党主导了削减社会福利的进程ꎬ对福利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方向

的改革:削减公共开支ꎬ放松对市场以及金融部门的管制ꎬ开放电力市场以及医疗卫生

系统ꎬ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调整税收制度等ꎮ 如丹麦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 年的中左政

府中的社会民主党施行“灵活社会化”政策(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ｙ)ꎬ放松对就业法的管制ꎬ使得雇

主更容易解聘职员ꎬ以此鼓励经济增长、增加就业ꎮ 而左翼政党反对公共部门私有化

的新自由主义改革ꎬ利用主流社民党“右倾”留下的意识形态的空白ꎬ捍卫福利国家ꎬ

继续强调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与劳动市场政策ꎬ增加公共支出以及创造就业等ꎮ 左翼党

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社民党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政治红利”ꎬ将传统社民党议题

与环境议题结合而拓宽了纲领政策空间ꎮ “比较纲领项目”的数据表明ꎬ捍卫社会平

等、扩大福利国家、保护环境是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瑞典左翼

党、芬兰左翼联盟、冰岛绿色左翼运动等北欧左翼政党最偏好的三个政治议题ꎮ

三　 绿色议题的回应:基本纲领向度

在基本纲领向度上ꎬ本文将对这五个政党的基本纲领进行定性分析ꎬ旨在考察北

欧左翼政党具体的环境政策与社会政策定位ꎮ 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认为ꎬ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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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以及可持续性是一个良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原则ꎬ而社会人民党的核心政治

议题就是致力于福利国家建设ꎬ促进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ꎬ为所有丹麦人提供平等的

医疗保障与免费教育的机会ꎬ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ꎮ① 该党反对削减社会支出ꎬ

希望通过增加就业岗位以及投资来改善丹麦的经济形势ꎬ通过公平的解决方案来创造

新的工作机会ꎮ 社会主义人民党还致力于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行动ꎬ认为必须鼓励绿

色思维ꎬ发展生态友好型汽车ꎬ降低公共交通价格ꎬ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ꎬ在保护气候

和环境的同时创造绿色就业ꎮ

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将自己定位于一个社会主义、绿色和女权主义的政党ꎬ呼吁

加强社会福利ꎬ以民主和团结为基础实现充分就业、环境保护、社会公正以及所有人的

平等ꎮ 该党将“红－绿”作为政党政策的基础ꎬ“红色”意味着ꎬ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

没有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社会ꎻ“绿色”意味着ꎬ建立一个生态可持续性的社会ꎮ② 在

２０１１ 年通过的基本纲领中ꎬ社会主义左翼党认为ꎬ资本主义可以在国内以及国际层面

被一个更加民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所代替ꎬ这就是社会主义ꎬ一个更加公平和生

态友好的社会ꎮ③ 该党认为ꎬ挪威有义务也有责任解决环境难题ꎬ显著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ꎬ保护自然的多样性ꎬ所有的决定都应该纳入环境考量ꎬ而不仅仅是基于狭隘的经

济利益考量ꎬ借助绿色科技将挪威打造为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解决气候、环

境问题的首要任务ꎮ④ 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执政期间ꎬ社会主义左翼党也被认为是“红绿”

联盟政府中唯一可信的“绿色”阵地ꎮ⑤

在 ２０１２ 年更新的基本纲领中ꎬ瑞典左翼党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基于生态考量的社

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政党ꎮ⑥ 左翼党的四个基石是:“社会主义工人政党”ꎬ致力于捍卫

工人阶级利益ꎻ“女权主义政党”ꎬ反对父权制ꎻ“环境党”ꎬ反对核能ꎬ致力于可持续发

展ꎻ“国际党”ꎬ反对种族歧视ꎬ为难民权利而奋战ꎬ基于国际主义的定位ꎬ该党反对瑞

典加入欧盟ꎮ 左翼党认为ꎬ当前环境问题主要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和经济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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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ꎬ生产旨在寻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考虑其生态和社会后果ꎬ最终导致了环境的恶

化ꎮ① 为了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转型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ꎬ实现可持续

发展ꎮ 相对于其他北欧左翼政党来说ꎬ瑞典左翼党由于一直处于反对党的地位ꎬ拥有

更大的政策空间来关注环境主义、女权主义议题以及重拾社民党的传统议题ꎮ

芬兰左翼联盟自成立以来努力打造具有绿色痕迹的“新左翼”形象ꎬ其在 ２００７ 年

的基本纲领中ꎬ将平等、自由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党的基本价值观ꎬ②政党议题的意识形

态为社会主义ꎮ 左翼联盟认为ꎬ这种社会主义不是集权主义ꎬ而是意味着更多的民主

和所有人的自由ꎬ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中ꎬ无论是收入还是财富分配的调节都践行

人人平等的原则ꎬ经济不能主导社会的发展而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为生活服

务ꎮ③ 左翼联盟支持北欧模式的福利国家ꎬ希望实现所有芬兰人的福祉ꎬ同时还呼吁

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以“红绿”为基础的第三次左翼浪潮ꎮ 该党认为ꎬ芬兰应该成为世

界上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领跑者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ꎬ发展可再生能源ꎬ保护生物多样性

等ꎬ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人道的社会ꎮ

冰岛的左翼绿色运动倡导民主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环境主义以及民主的价值

观ꎮ④ 该党旨在促进社会公众福利的改善ꎬ保护冰岛的自然环境ꎬ消除性别歧视以及

加强全冰岛地区农村的发展ꎬ建立一个公众积极参与的民主和公平的社会ꎮ 左翼绿色

运动认为ꎬ在强调经典左翼的观点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同时ꎬ必须将激进的环境保护

观点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纳入左翼的意识形态ꎮ⑤ 短期利益、消费主义和贪婪的发

展模式必须被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所代替ꎮ 左翼绿色运动反对为了大规模工业生产

而建设发电厂ꎬ呼吁进一步保护高原ꎬ通过征收生态税来保护环境ꎬ创造一个正义、平

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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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北欧左翼政党“绿化”的原因

北欧国家被认为是国际气候和环境政策领域的先驱者ꎬ也是环境问题跨国合作的

积极推动者ꎮ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很多北欧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就日益认识到工业化以

及城镇化带来的环境问题ꎬ使其在北欧地区被较早地纳入体制化过程ꎮ 瑞典政府在

１９６３ 年成立自然保护理事会ꎬ１９６９ 年通过了环境保护法案ꎬ制定了严格的化学品排放

标准ꎮ ７０－８０ 年代ꎬ丹麦、挪威也通过一系列环境立法来治理环境污染ꎮ 除了在国内

实施较为严格的环境立法外ꎬ北欧国家在 ７０ 年代就开始积极寻求解决环境难题的地

区和国际合作ꎬ打击跨国环境污染ꎮ 瑞典科学家的研究表明ꎬ瑞典独特的地理空间条

件使得瑞典本土对超国界的污染物特别脆弱ꎬ该地区的酸雨很多都源于西欧的工业污

染ꎮ 于是ꎬ在瑞典的倡议下ꎬ１９７２ 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于斯德哥尔摩召开ꎬ并发

表了«人类环境宣言»ꎮ 挪威也采取积极的立场推动国际环境大会的召开ꎬ如 １９７２ 年

的奥斯陆大会以及 １９７４ 年的巴黎大会ꎬ这两个大会的宗旨都是减少北海的有毒废物

排放ꎬ而 １９８７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就是用挪威总

理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的名字来命名的ꎮ «布伦特兰报告»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

展的概念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北欧国家的环境关切不仅停留在国家层面ꎬ而且随着环境

管理的去集权化转移到地方层面的各个主体ꎬ如市政机构、学校以及其他基层组织ꎬ甚

至是个人ꎮ 开放的共同合作与共识模式也使得很多部门、公众以及相关利益集团被纳

入环境政策的决策过程中ꎬ环境政治日益个人化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ꎮ② 随

着环境抗议运动对公众环保意识的启蒙以及政府层面对雄心勃勃的环境政策和气候

政策的推动ꎬ环境议题的重要性在政治层面日渐凸显ꎬ并成为跨政党共识ꎮ

由于环境保护在北欧地区一直受到相对较高的公众关注ꎬ绿色议题成为各政党不可

回避的议题ꎬ因而也成为政党竞争的重要政策领域ꎮ 瑞典、芬兰纷纷成立全国性绿党ꎬ并

在 ８０ 年代进入议会ꎮ 由于左翼政党更容易受到绿党“左倾”政策的影响ꎬ所以往往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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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环境政策立场ꎬ吸纳环境议题ꎬ实现不同程度的“绿化”ꎮ① 在丹麦和挪威ꎬ社会主

义人民党和社会主义左翼党积极关注绿色政治ꎬ从一开始就在党的中央机构以及基层组

织中呼吁“环境责任”ꎬ强调环境保护ꎬ倡导后物质主义价值观ꎬ努力打造绿色形象ꎬ吸引

白领以及受过教育的选民的支持ꎮ 这两个左翼党在绿党议题上的强势ꎬ也导致绿党在丹

麦以及挪威没有真正发展起来ꎮ 在冰岛ꎬ绿党同样未能进入议会ꎬ因而ꎬ左翼绿色运动在

环境诉求议题上更具有竞争力ꎮ 在芬兰和瑞典ꎬ由于绿党相对强大ꎬ并在某种程度上对

左翼党形成挑战ꎬ在“后物质主义”议题上是左翼党非常有竞争力的对手ꎮ 如在芬兰南

部ꎬ绿党比左翼联盟更成功地代表了“新政治”ꎬ相对于丹麦的社会主义人民党ꎬ芬兰左

翼联盟吸引了更多的蓝领工人ꎬ特别是穷人以及边缘化的群体ꎮ②

北欧左翼政党对“新政治”议题的回应和吸纳与前共产党或共产党后继党意识形

态的转型相契合ꎮ 面对日益严重的选民流失、党员老龄化和中间阶级的崛起ꎬ以及社

会公众文化价值观的后物质主义转向ꎬ政党的现代化革新成为摆在挪威共产党、瑞典

共产党以及芬兰共产党面前的重要议题ꎮ 吸收新的理论话语ꎬ调整意识形态ꎬ改变选

举战略与选举纲领ꎬ对共产党进行实用主义的改革ꎬ打造一个更广意义上的左翼政党ꎬ

以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成为它们的战略选择ꎮ 丹麦共产党的革新派则直接成立新的

左翼政党ꎬ寻求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ꎮ 北欧共产党向后共

产党转变过程中ꎬ政党指导思想由共产主义调整为社会主义ꎬ更加强调社会主义的自

由和民主元素ꎮ 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革新不仅仅是对共产主义的“回声”ꎬ而是赋予了

时代新意ꎬ生态以及女权主义思想被整合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追求中ꎮ 此外ꎬ“旧

政治”与“新政治”的结合也可以有效弥合党内传统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政策分歧ꎬ

进而实现选民基础的多元化ꎮ 与意识形态转型相伴随的ꎬ还有共产党组织结构的民主

化和去集权化改革ꎬ以及对和平、少数人权利、反种族主义、女性解放等议题的关注ꎮ

五　 结论:“红绿联姻”的反思

无论从选举纲领向度还是基本纲领向度来看ꎬ北欧左翼政党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立

场出发ꎬ融合了自由主义、多元文化、和平主义、女权主义和环境主义等议题ꎮ 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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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左翼社会主义政党ꎬ它们一方面致力于工人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和第三世界的

解放ꎬ另一方面也将更多的关注点集中于环境议题ꎬ寻求“红色”与“绿色”议题的结

合ꎬ旨在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ꎮ① 由于“红”与“绿”的联姻ꎬ北欧的左翼政党也被称为

“绿色左翼”、“红绿”政党或“彩虹绿党”ꎮ 北欧左翼政党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向现代左

翼政党的转型ꎬ特别是对女权主义和环境主义议题的回应远远早于西欧的姐妹党ꎬ因

而较少受到 １９８９ 年苏联东欧剧变的影响ꎮ

就选举政治而言ꎬ虽然很难衡量左翼政党绿色转向所获得的选举收益ꎬ但相对于

西欧左翼党ꎬ北欧左翼政党较为成功地占据了社民党左翼的政治空间ꎬ通过强调女权

主义和环境主义议题重塑政党形象ꎬ成为国内政坛中稳定的左翼力量ꎬ并一直拥有议

会席位ꎮ 除了瑞典左翼党外ꎬ芬兰左翼联盟、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

党以及冰岛左翼绿色运动均进入联合政府执政ꎮ 参加联合政府对于左翼政党来说ꎬ一

方面提供了实施左翼政策与绿色政策的难得机遇ꎬ但另一方面左翼政党也不得不做出

政策妥协ꎮ 如何让选民看到左翼政党在政府中的政策影响力对于左翼政党来说ꎬ无疑

是重要挑战ꎮ 从四个政党参与执政的经历来看ꎬ大部分政党在入阁后都遭遇了选举的

失利ꎮ 如芬兰左翼联盟最早在 １９９５ 年加入由社民党领导的、包含保守党的“彩虹政

府”ꎬ但左翼联盟在联合政府中的成就并不突出ꎬ更多的是妥协ꎮ 在 １９９９ 年的大选中ꎬ

左翼联盟获得 １０.９％的选票ꎬ较 １９９５ 年减少了 ０.３％的选票ꎻ在 ２００３ 年的大选中ꎬ仅

获得 ９.９％的选票ꎮ 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在 ２００５ 年加入由工党、中间党组成的“红绿”

政府后ꎬ选举支持也呈下降趋势ꎬ２００９ 年大选只获得 ６.２％的选票ꎬ２０１３ 年大选获得 ４.

１％的选票ꎬ沦为议会中的第七大党ꎬ退出政府ꎮ

虽然各政党绿化程度各异ꎬ但无论是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

瑞典左翼党还是冰岛左翼绿色运动ꎬ都已走上了“绿色转向”的道路ꎬ将生态主义和女

权主义看做是和社会平等与福利国家政策同样重要的议题ꎮ 正如大卫阿尔特(Ｄａ￣

ｖｉｄ Ａｒｔｅｒ)对北欧左翼党的定位:“我们不再是共产主义者ꎬ但我们也绝不会成为社会

民主党人”ꎮ② 北欧左翼政党将自己从苏联实践的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ꎬ支持“新左

翼”意识形态ꎬ将对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关注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ꎮ 但左翼政党

的绿色转型和意识形态的更新并非一帆风顺ꎬ并没有哪一个政党成功完成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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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主义的综合创新ꎮ① 相对于其他政党如农民党的转型ꎬ北欧共产党后继者的

“现代化”背负着更多的意识形态包袱ꎮ 对于北欧左翼政党来说ꎬ构建一个崭新的形

象和认同并不是对共产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否定ꎬ否则左翼党的“忠诚度”

将遭受重创ꎬ导致工人阶级的疏远ꎮ 但另一方面ꎬ左翼政党又迫切需要注入年轻血液ꎮ

大卫阿尔特指出ꎬ这一“红绿食谱”遭遇的一个困境就是ꎬ传统工人阶级的诉求与具

有环境主义倾向的“新政治”有着根本性的矛盾ꎮ② 左翼政党往往会陷入选民僵局ꎬ绿

色政治旨在吸引更为广泛的中间阶层支持ꎬ特别是年轻、受过教育的选民ꎬ这与传统左

翼的核心选民即工人阶级并不相容ꎮ 例如ꎬ左翼政党通过反对核能来吸引绿党选民的

政策往往引起工会支持者的不满ꎬ工会成员或中下层民众更在乎工作而非环境ꎬ他们

希望继续发展核能ꎮ 对于绿色议题ꎬ北欧左翼政党较为一致的共识是ꎬ“绿色”政治不

能以牺牲“红色”政治为代价ꎮ 也就是说ꎬ虽然左翼政党和绿党都将自己定位于社会

正义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捍卫者ꎬ但与绿党将环境议题置于主导性地位不同ꎬ社会议

题依然在左翼政党议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ꎬ如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分配、经济增长如

何体现平等原则等ꎮ③ 左翼政党将新政治议题如环境主义、女权主义、和平、性别平

等、反种族主义、少数人权利融合于传统的左翼政治议程中ꎬ试图实现“红色”政治与

“绿色”政治的交融ꎬ也就是实践生态社会主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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