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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
民粹主义的生成
———解释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兴起∗

田　 野　 李存娜

　 　 内容提要:意大利执政的民粹政党五星运动代表了一种行走于“左右”之上的混合民

粹主义ꎮ 民粹主义采取的表现形式ꎬ是需求与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在需求方面ꎬ全球

化的冲击会造成社会分野的凸显ꎮ 经济 / 阶层分野及“上下对立”为左翼民粹主义提供了

生长的土壤ꎻ国族 / 种族 / 文化分野和“内外对立”则是右翼民粹主义的温床ꎮ 当两种分野

和对立一起凸显时ꎬ可能同时产生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ꎬ也可能产生糅合左右的混合民

粹主义ꎮ 但它究竟采取何种形式ꎬ直接取决于政党的供给方式ꎮ 意大利存在两种社会分

野ꎬ五星运动对此予以充分利用ꎬ对左翼和右翼选民进行“纲领供给”ꎻ而且ꎬ为了调和内

部的左右分歧ꎬ五星运动强调“超越”意识形态ꎬ通过互联网直接民主的供给ꎬ用技术手段

来解决政治理念上的差异ꎬ从而把左右选民都聚拢在一起ꎬ最终造就了五星运动混合左

右的民粹主义ꎮ 在互联网时代ꎬ五星运动倡导的直接民主实践值得深入探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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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年轻民粹政党五星运动ꎬ被称为“意大利政治动物园里的一只奇怪动

物”ꎬ①代表了一种超越传统“左右”意识形态划分的新型民粹主义ꎮ 它在意大利政坛

迅速而意外的崛起ꎬ不但改变了意大利的权力格局ꎬ还引发了人们对其可能在世界范

围内引发的“蝴蝶效应”的担忧ꎬ由此成为学界密切关注的对象ꎮ

五星运动创立于 ２００９ 年ꎬ在短短的三年内迅速崛起ꎬ并在 ２０１３ 年意大利大选中

∗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全球化发展趋势与逆全球化思潮应对研究”(批准号:１８ＶＺＬ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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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选举地震”ꎬ一举成为众议院获得本土选票最多的单一政党ꎻ而且其得票率在南

部、中部和北部都很接近ꎬ是唯一真正的全国性政党ꎮ① 它打破了意大利“第二共和”

时代的两极政党竞争局面(中左和中右)ꎬ形成了五星运动与中左、中右并立的三极格

局ꎮ 因此ꎬ有学者称之为“战后西欧民主国家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党亮相”、②意大利

真正的“政治革命”ꎮ③ 虽然不少人预测它会在突如其来的成功之后很快解体ꎬ④可它

非但存活了下来ꎬ还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瞩目的成绩ꎮ 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的全国大选中ꎬ五

星运动的选票不但没有下降ꎬ反而比 ２０１３ 年初次大选增加了近 ７ 个百分点ꎬ以 ３２ ７％

的选票成为响当当的第一大党ꎮ 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前所未有ꎮ 此前所有一选成名的

政党ꎬ在初次大胜之后都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遇到挫折ꎬ但五星运动是个例外ꎮ⑤ 随

后ꎬ它和同样是民粹政党的联盟党结盟ꎬ组建了联合政府上台执政ꎮ 反建制力量完胜

传统主流政党在意大利是一个新现象ꎬ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ꎮ

五星运动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存在ꎮ 一般而言ꎬ民粹政党非左即右ꎮ 丹尼

罗德里克(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考察了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民粹主义政党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ꎬ发

现绝大多数民粹主义政党均可被划分为左翼或者右翼ꎮ⑥ 例如ꎬ在欧洲ꎬ法国国民阵

线是典型的右翼民粹政党ꎬ西班牙的“我们能”是典型的左翼民粹政党ꎬ而在意大利ꎬ

与五星运动联合执政的联盟党也被公认为右翼民粹政党ꎮ 但是ꎬ五星运动却很难归

类ꎬ它自己号称“非左非右”ꎬ围绕它的定位ꎬ也是众说纷纭ꎮ 有人认为它是典型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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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政党ꎻ①有人说它不但是右翼ꎬ而且是极右翼ꎻ②还有人视其为非左非右或既左又

右ꎮ③ 在政治主张上ꎬ五星运动既有左翼色彩ꎬ又有右翼特征ꎬ体现出一种有意为之的

“意识形态不连贯性”(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ꎮ④而五星运动的选民基础ꎬ也能体现

出其超越左右的“全民党”特点ꎮ 如果说五星运动在建立初期的主要支持者是左翼选

民的话ꎬ到 ２０１３ 年大选ꎬ它已经吸引了大量右翼选民ꎬ阵营发生了重大变化ꎬ内部表现

出强烈的异质性ꎬ可谓迥异于其他意大利政党ꎮ 在 ２０１３ 年全国大选中ꎬ五星运动的选

民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曾是中左政党的支持者ꎬ三分之一是中右政党的支持者ꎬ还有

三分之一没有明确的政治背景ꎮ⑤ 而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ꎬ其选民也是来自社会各个阶

层ꎬ没有哪个阶层明显占主导地位(见表 １)ꎮ⑥ 为此ꎬ有学者认为ꎬ五星运动已经对传

统的“左”“右”意识形态划分标准构成了挑战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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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约翰Ｂ朱迪斯(Ｊｏｈｎ Ｂ. Ｊｕｄｉｓ)将五星运动视为左翼的代表ꎬ与西班牙的“我们能”政党、希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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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意大利很有影响的«共和报»(Ｌａ Ｒｅｐｕｂｂｌｉｃａ)几乎总是将五星运动归为右翼ꎬ参见 Ｐｉｅｒｇｉｏｒｇｉｏ Ｃ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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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五星运动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归属ꎬ而是展现了一种“后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特质ꎬ参见
Ｇｉｌｌｅｓ Ｉｖａｌｄｉ ｅｔ ａｌ.ꎬ“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Ｌｅｆｔ－Ｒｉｇｈｔ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ｅａｇｕｅꎬ Ｐｏｄｅｍｏｓ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Ｓｗｉ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２３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７ꎬ ｐ.３７１ꎮ 李凯旋则将五
星运动定性为“社会民粹主义政党”ꎬ即“糅合了左右翼议题”的民粹主义政党ꎮ 例如ꎬ五星运动既主张减税、保护
“意大利制造”ꎬ反对非法移民ꎬ同时也主张水资源公共化、环保主义ꎬ加强再分配、完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ꎬ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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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１ 来看ꎬ五星运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大选的选票分布均使它呈现出“全民党”的特点ꎮ 传统上ꎬ蓝领
工人和失业者是中左翼政党典型的选民基础ꎬ而企业主、经理、自雇用者等则主要是中右翼政党的支持力量ꎮ 在
２０１３ 年大选中ꎬ五星运动不论是在蓝领工人和失业者中的得票率ꎬ还是在企业主、经理、自雇用者中的得票率都
超过了其他单一主流政党ꎮ 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ꎬ五星运动在这些群体中的支持率均超过 ３０％ꎬ大幅领先于其他政
党ꎮ

Ｓｅｅ Ｆａｂｉｏ Ｂｏｒｄｉｇｎｏｎ ａｎｄ Ｌｕｉｇｉ Ｃｅｃｃａｒｉｎｉꎬ “Ｔｈｅ Ｆｉｖｅ－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ｐ.４５４ꎻ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Ｂｉｏｒｃｉｏꎬ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５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Ｃｏｎｔｅｍ￣
ｐｏｒａｒｙ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６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４７.



表 １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意大利主要政党的大选结果(社会—人口分布)

民主党 力量党(自由人民党) 北方联盟(联盟党) 五星运动

２０１８ 年
(％)

２０１３ 年
(％)

Δ
(％)

２０１８ 年
(％)

２０１３ 年
(％)

Δ
(％)

２０１８ 年
(％)

２０１３ 年
(％)

Δ
(％)

２０１８ 年
(％)

２０１３ 年
(％)

Δ
(％)

总样本 １８.８ ２５.５ －６.７ １４.０ ２１.６ －７.６ １７.４ ４.１ １３.３ ３２.９ ２５.５ ７.４

性别

男 １８.９ ２５ －６.１ １３.８ ２０ －６.２ １７.１ ４ １３.１ ３２.８ ２９ １０.９

女 １８.７ ２６ －７.３ １４.１ ２４ －９.９ １７.６ ５ １２.６ ３２.９ ２２ １０.９

年龄

１８－３４ 岁 １５.３ １９.７ －４.４ １２.４ ２０.９ －８.５ １７.８ ４.６ １３.２ ３５.３ ３１.４ ３.９

３５－４９ 岁 １５.９ ２０.４ －４.５ １３.９ １９.４ －５.５ １７.６ ４ １３.６ ３５.４ ３３.２ ２.２

５０－６４ 岁 １６.５ ２７.８ －１１.３ １３.０ ２１.２ －８.２ １９.７ ３.４ １６.３ ３４.０ ２４.６ ９.４

６５ 岁及
以上

２７.３ ３７ －９.７ １６.１ ２７ －１０.９ １４.６ ４ １０.６ ２７.１ １０ １７.１

教育水平

小学 ２５.２ ２９ －３.８ １２.９ ２７ －１４.１ １７.６ ８ ９.６ ３０.０ １４ １６.０

初中 １５.９ ２３ －７.１ １５.２ ２３ －７.８ ２２.４ ４ １８.４ ３３.３ １８ １５.３

高中 １６.１ ２５ －８.９ １４.３ １８ －３.７ １４.３ ２ １２.３ ３６.１ ３１ ５.１

大学 ２１.８ ２７ －５.２ １２.１ １５ －２.９ １１.３ ２ ９.３ ２９.３ ２９ ０.３

职业

企业主、
经理

２２.５ ２３ －０.５ １３.４ １７ －３.６ １２.９ ３ ９.９ ３１.２ ２５ ６.２

自雇用者 １１.７ １５ －３.３ １７.６ ２０ －２.４ ２３.６ ３ ２０.６ ３１.８ ２９ ２.８

教师、职员 １８.９ ２５ －６.１ ８.６ １５ －６.４ １４.５ ５ ９.５ ３６.１ ３１ ５.１

蓝领工人 １１.３ ２０ －８.７ １２.５ ２４ －１１.５ ２３.８ ５ １８.８ ３７.０ ２９ ８.０

失业者 １０.３ １８ －７.７ ２０.４ ２５ －４.６ １８.２ ４ １４.２ ３７.２ ３３ ４.２

学生 １７.１ ２３ －５.９ １１.７ １１ ０.７ １５.０ １ １４.０ ３２.３ ３７ －４.７

家庭主妇 １５.４ ２２ －６.６ １５.７ ２９ －１３.３ １９.８ ５ １４.８ ３６.１ ２１ １５.１

退休人员 ２７.６ ３７ －９.４ １６.１ ２５ －８.９ １４.６ ４ １０.６ ２６.４ １１ １５.４

受雇部门

公共部门 １７ ２９ －１２.０ ８.７ １４ －５.３ １２.８ ４ ８.８ ４１.６ ３１ １０.６

私人部门 １７.６ ２１ －３.４ １０.５ ２０ －９.５ １８.７ ５ １３.７ ３４ ３０ ４.０

教会活动

从来没有 １９.８ ２８ －８.２ １０.８ １７ －６.２ １５.９ ２ １３.９ ３３.７ ３２ １.７

很少 １６.４ ２７ －１０.６ １３.３ ２２ －８.７ １９.３ ４ １５.３ ３４.９ ２６ ８.９

每月 １３.９ ２１ －７.１ １７.９ ２５ －７.１ １９.５ ４ １５.５ ３１.４ ２６ ５.４

每周 ２２.４ ２５ －２.６ １６.２ ２３ －６.８ １５.７ ６ ９.７ ３０.９ １９ １１.９

　 　 资料来源:Ａｌｄｏ Ｐａｐａｒｏ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 ｓ Ｄｅ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Ｍ５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８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ꎬ”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１３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ｐ.７８ꎮ

注:表中“Δ”表示变动幅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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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ꎬ由于选民内部突出的异质性ꎬ以及意识形态立场缺乏内在的一致性、五星

运动成为一种行走于“左右”之上的混合民粹主义的代表ꎮ 这是一种新现象ꎬ需要深入

探究ꎮ 例如ꎬ五星运动代表的混合民粹主义的产生条件是什么? 为什么它在这些条件

下能变成现实的存在? 它是意大利独有的、暂时的现象ꎬ还是也可能在其他地区出现?

对这些问题的分析ꎬ有助于促进有关民粹主义表现形式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ꎬ因而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ꎮ 同时ꎬ探索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观察现实中民粹政党的行动逻

辑ꎬ体现了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一　 既有文献回顾

五星运动的横空出世引起世界的关注ꎮ 分析五星运动崛起的原因ꎬ是既有研究的

一个热点ꎬ但切入点各有不同ꎬ大体从社会行为体、政治行为体和政治制度三个方面进

行分析ꎮ

在社会行为体方面ꎬ既有文献主要探讨了选民投票给五星运动的原因ꎮ 詹卢卡

帕萨雷利(Ｇｉａｎｌｕｃａ Ｐａｓｓａｒｅｌｌｉ)讨论了选民偏好对五星运动成功的影响ꎮ 他发现ꎬ五星

运动的成功ꎬ经常被归因为能够占据针对“旧政治”势力的极端抗议空间ꎮ “抗议型投

票”(ｐｒｏｔｅｓｔ ｖｏｔｉｎｇ)被视为推动五星运动发展的一个关键动力ꎮ 在政治上不满的选民

可能会暂时撤回对其偏好的政党或政党候选人的支持ꎬ以传递不满的信号ꎬ促使该政

党反省改革ꎮ 这种动机ꎬ使得抗议投票实际上是一种“发声” ( ｖｏｉｃｅ) 而不是退出

(ｅｘｉｔ)ꎮ 但帕萨雷利也发现ꎬ五星运动的成功ꎬ不仅仅是抗议型投票的结果ꎬ即选民为

了表达对体制和精英的不满才投票支持ꎻ其中还有“议题型投票”(ｉｓｓｕｅ ｖｏｔｉｎｇ)在起作

用ꎬ即选民因为在某些议题(如对移民和欧盟的态度)上与五星运动有相似的偏好而

投票支持ꎮ 当两种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时ꎬ五星运动的得票率会大大增加ꎮ① 罗伯托

比奥尔奇(Ｒｏｂｅｒｔｏ Ｂｉｏｒｃｉｏ)认为ꎬ意大利出现经济和社会危机时ꎬ主流政党及工会都无

法有效应对ꎬ造成选民对它们的失望和怨愤ꎬ这就给五星运动的趁势崛起提供了政治

机遇ꎮ②保罗纳塔莱(Ｐａｏｌｏ Ｎａｔａｌｅ)也强调抗议型投票的作用ꎬ认为五星运动的成功

是传统政党遇到危机和选民对整个政治阶级强烈反弹的结果ꎮ③ 王敏认为ꎬ选民对传

５９　 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民粹主义的生成

①

②
③

Ｇｉａｎｌｕｃａ Ｐａｓｓａｒｅｌｌｉꎬ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ｕｒｅｌｙ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 Ｖｏｔｉｎｇꎬ”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２４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１２９－１４０.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Ｂｉｏｒｃｉｏꎬ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５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ｐｐ.３７－５３.
Ｐａｏｌｏ Ｎａｔａｌｅꎬ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ꎬ Ｅａｒ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ｔａｌ￣

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６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１６－３６.



统政治力量的不满ꎬ特别是对治理腐败和经济紧缩政策的不满是五星运动兴起的主要

原因ꎮ①

在政治行为体方面ꎬ既有文献主要探讨了五星运动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竞选策略ꎮ

菲利波特龙科尼(Ｆｉｌｉｐｐｏ Ｔｒｏｎｃｏｎｉ)强调了作为政党的五星运动在组织结构和意识

形态定位上的特性对其成功的影响ꎮ 他认为ꎬ在组织因素方面ꎬ五星运动拥有格里洛

这个魅力型领袖ꎻ而且与传统政党不同ꎬ在政党顶层和基层党员之间不存在庞大的政

党官僚队伍ꎻ它还广泛利用“Ｍｅｅｔｕｐ”社交平台ꎬ使格里洛的博客粉丝能够通过“Ｍｅｅｔ￣

ｕｐ”形成扎根于地方社区的组织ꎬ组成一支容易动员的“军队”ꎬ把领袖在博客上的呼

吁变成广场上的主张ꎮ 这对五星运动的成长和壮大极有帮助ꎮ 而在意识形态定位上ꎬ

五星运动故意模糊其站位ꎬ对左翼选民强调环境保护、基本收入保障、支持公共医疗和

教育系统等议题ꎻ对右翼选民则强调支持减税、批评欧元、同情小企业主和收紧移民政

策等立场ꎮ 上述战略使五星运动吸引了尽可能多的支持者ꎮ② 罗伯托比奥尔奇认

为ꎬ一种新的社会运动要获得成功ꎬ很重要的一项条件是它可以获得的资源ꎮ 五星运

动之所以成功ꎬ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有两种资源可以利用:格里洛作为著名喜剧演员的

个人传播技巧和影响力ꎬ以及互联网ꎮ③利萨兰佐内(Ｌｉｚａ Ｌａｎｚｏｎｅ)和德韦恩伍兹

(Ｄｗａｙｎｅ Ｗｏｏｄｓ)认为ꎬ五星运动通过三种动员机制ꎬ即将选民的怨愤情绪政治化、利

用社会分裂以及把怨愤和不被代表的情绪推向极端ꎬ来获得意大利不同地区选民的支

持ꎮ④尼科洛孔蒂(Ｎｉｃｏｌｏ Ｃｏｎｔｉ)和温琴佐梅莫利(Ｖｉｎｃｅｎｚｏ Ｍｅｍｏｌｉ)认为ꎬ作为一

个政坛新手的五星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ꎬ主要是因为与其他政党相比ꎬ它的竞选纲领

与选民认为最为重要的问题之间体现出高度契合ꎬ能更好地反映选民的诉求ꎮ⑤ 董一

凡在分析 ２０１８ 年意大利大选结果时指出ꎬ由于民众对主流政党深感失望ꎬ希望有“另

一种选择”ꎬ而以五星运动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政党正是打了“另选牌”ꎬ在经济和移民

等方面提出不切实际的激进举措来吸引选民ꎮ⑥ 孙彦红指出ꎬ五星运动之所以在大选

中获得空前的高支持率ꎬ主要原因在于其主张迎合了意大利民众迷茫不安的心理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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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敏:«意大利五星运动述评»ꎬ载«国际研究参考»ꎬ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ꎬ第 １１－１８ 页ꎮ
Ｆｉｌｉｐｐｏ Ｔｒｏｎｃｏｎｉꎬ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ꎬ” ｉｎ Ｆｉｌｉｐｐｏ￣

Ｔｒｏｎｃｏｎｉꎬ ｅｄ.ꎬ Ｂｅｐｐｅ Ｇｒｉｌｌｏ’ ｓ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 ｐｐ.２１７－２２４.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Ｂｉｏｒｃｉｏꎬ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５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ｐｐ.３７－５３.
Ｌｉｚａ Ｌａｎ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Ｄｗａｙｎｅ Ｗｏｏｄｓꎬ “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Ｗｅｂ: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５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ｙ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３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５４－６４.
Ｎｉｃｏｌｏ Ｃｏｎｔｉ ａｎｄ Ｖｉｎｃｅｎｚｏ Ｍｅｍｏｌｉꎬ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ｕ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３８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５.
董一凡:«意大利大选评析»ꎬ载«国际研究参考»ꎬ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ꎬ第 ３３－３６ 页ꎮ



传统政党的失望不满情绪ꎮ①

在政治制度方面ꎬ既有文献主要探讨了意大利选举制度对五星运动崛起的影响ꎮ

菲利波特龙科尼用“选举可竞争性”(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来解释制度因素对五星

运动的影响ꎮ 所谓“可竞争性”ꎬ是指“竞选对新政党的开放性”ꎬ而开放性则受到制度

屏障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具有渗透性的影响ꎮ 制度屏障涉及三方面:选举规则所提供的

激励和形成的制约ꎻ获取国家资源的条件ꎻ次国家层面选举空间的存在ꎮ 对于新政党

而言ꎬ选举门槛低、容易获取公共资源(如资金和传播渠道)能够降低政党进入政治体

系的成本ꎮ 而且ꎬ新政党容易在非国家层面先获得可见度和代表席位ꎬ然后利用这一

资源促成全国大选层面的成功ꎮ 特龙科尼认为ꎬ意大利选举制度对新政党规定了较高

的进入门槛ꎬ特别是该政党选择不加入某个主流政党联盟会使其进入的难度变大ꎮ 这

对选择不结盟的新政党五星运动是不利的ꎮ 另外ꎬ意大利只为已经获得议会席位的政

党提供资金支持ꎬ在五星运动获取地方议会席位之前ꎬ一直得不到国家的资助ꎮ 而且ꎬ

五星运动的一大竞选主张就是废除国家对政党的资金支持ꎬ它还很自豪地把已经获取

的资金全部退回ꎮ 所以ꎬ在国家资源获取方面ꎬ五星运动也处于不利地位ꎮ 但是ꎬ次国

家层面选举舞台的存在有助于五星运动在全国层面的崛起ꎮ ２０１２ 年五星运动在西西

里地方选举中一举拿下 １４.９％的选票ꎬ这一成绩明显有利于五星运动在稍后数月举行

的全国大选中的表现ꎮ② 因此ꎬ特龙科尼提出ꎬ次国家层面选举空间的存在是五星运

动取得成功的制度原因ꎮ 不过ꎬ孔蒂和梅莫利认为ꎬ２０１３ 年的选举制度其实对五星运

动不利:选举制度中的“多数奖励”(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ｐｒｅｍｉｕｍ)规则使五星运动在 ２０１３ 年大选

中受到损失ꎬ选票并没有成比例地转化为议席ꎮ③

不过ꎬ总体来看ꎬ既有研究侧重的是五星运动这一特定政党本身崛起的原因ꎬ它们

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五星运动所代表的混合民粹主义这个更有一般意义的现象ꎬ即五星

运动为何在政治主张上兼具左翼和右翼两种意识形态ꎬ在选民基础上囊括传统左翼选

民和右翼选民以及非左非右的选民ꎮ 我们认为ꎬ对混合民粹主义成因的探讨ꎬ具有更

加广泛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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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框架:民粹主义的供求分析

一般而言ꎬ民粹主义可以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ꎮ 与传统左右翼政党

不同ꎬ民粹主义的动员是通过建构“人民”与“建制派”及“人民”与“精英”的对立来完

成的ꎬ并利用在人民生活中凸显的社会分野以及基于社会分野的对立情绪进行动员ꎮ

但是ꎬ左翼和右翼侧重的社会分野有所不同ꎮ 左翼民粹主义主要利用经济 /阶层分野ꎬ

强调的是富人集团及其政治代言人和无权无势、不被代表的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对立ꎬ

展现的是底层(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和中层(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联合反对上层( ｔｈｅ ｔｏｐ)的纵向政治ꎬ①

其诉求也偏重为社会底层、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ꎮ 右翼民粹主义强调的是国族

(ｎａｔｉｏｎ) /种族 /文化上的分野ꎬ以及具有同一国族、种族、宗教或文化认同的“人民”与

“他者”的对立ꎬ体现了本土主义的立场ꎮ 例如ꎬ在美国ꎬ被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妖

魔化的是墨西哥人、中国人和穆斯林ꎮ 在欧洲ꎬ这个“他者”则是穆斯林移民、吉卜赛

人或犹太人等少数族裔群体、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布鲁塞尔官员等等ꎮ②如罗杰斯

布鲁贝克(Ｒｏｇｅｒｓ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所言ꎬ左翼民粹主义强调对立的纵向维度ꎬ从经济或政治

上界定“人民”这个集体ꎻ右翼民粹主义则强调对立的横向维度ꎬ从文化或种族上来界

定“人民”ꎮ③

无论是在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在右翼民粹主义描绘的图景中ꎬ“建制派”“精英”都

处在“人民”的对立面ꎮ 他们不了解人民的疾苦ꎬ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与人民不

同ꎬ在文化上和经济上的流动性都很强ꎬ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ꎬ对民族团结无动于衷ꎻ

其经济投资易于不同国家之间转移ꎬ文化认同和经济利益也是和“人民”脱钩的ꎮ 其

中ꎬ左翼民粹主义更强调精英们跨国的、全球性的经济纽带、视野和承诺ꎮ 右翼民粹主

义更倾向于突出精英的文化外在性(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ｓｉｄｅｈｏｏｄ)ꎬ批判精英只顾欢迎移民和

支持难民ꎬ而忽视了辛苦劳作的当地人ꎬ支持多元文化主义而把普通人贬为种族主义

者和恐穆主义者ꎮ④ 可以说ꎬ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都是反精英、反体制的ꎬ但他们会根

据社会分野的不同来选择叙事方式:前者强调经济 /阶层分野和叙事ꎬ后者强调国族 /

种族 /文化分野和叙事ꎮ

丹尼罗德里克为分析民粹主义为何采用不同的形式提供了一个简约的分析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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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ꎮ 他指出ꎬ要了解为什么民粹主义表现为左翼或是右翼ꎬ区分民粹主义崛起的需求

方和供给方非常重要ꎬ民粹主义兴起是供给方和需求方同时起作用的结果ꎮ① 从需求

的角度来看ꎬ全球化对民族国家造成的冲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贸易、金融和外资冲

击ꎻ另一种是移民和难民冲击ꎮ 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ꎮ 但

是ꎬ它们很少能决定民粹主义的发展方向和表现内容ꎮ 决定其方向和内容的ꎬ是社会

上相对突出从而可资利用的社会分野ꎬ以及民粹主义领袖向选民提供的叙事ꎮ 通过为

受到冲击的选民提供意义和叙事ꎬ民粹主义情绪被导引至特定的纲领下———而这正是

供给方开始介入的节点ꎮ 由于叙事的不同ꎬ产生了左翼和右翼两种民粹主义ꎮ 而究竟

采用哪种叙事ꎬ取决于哪种社会分野在人民的生活中更为显著ꎬ从而更容易为民粹主

义政客所利用ꎮ 罗德里克认为ꎬ当全球化的冲击凸显为移民和难民冲击的时候ꎬ民粹

主义政客更容易利用国族 /种族 /文化分野进行动员ꎬ从而产生右翼民粹主义ꎮ 这大体

上就是欧洲发达国家的情况ꎮ 当全球化冲击主要体现为贸易、金融和外资冲击的时

候ꎬ政治家更易于利用经济 /社会阶层的分野进行动员ꎬ从而产生左翼民粹主义ꎬ这就

是南欧和拉美的情况ꎮ 而在美国ꎬ由于两种冲击同时凸显ꎬ所以产生了左翼和右翼两

种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ꎮ② 罗德里克的分析框架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罗德里克的民粹主义供求分析框架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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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克的分析框架为民粹主义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表现形式提供了合理的解释ꎬ

但也存在一些局限ꎮ 鉴于此ꎬ我们对上述分析框架进行一定的修正ꎬ并在此基础上分

析兼具左翼和右翼两种意识形态的混合民粹主义何以生成ꎮ

在需求侧ꎬ罗德里克认为ꎬ当全球化的冲击凸显为移民和难民冲击的时候ꎬ民粹主

义政客易于利用国族 /种族 /文化分野进行动员ꎬ从而产生右翼民粹主义ꎮ 但移民和难

民冲击并非右翼民粹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ꎻ反对移民和难民ꎬ也不是右翼民粹主义的

唯一表现形式ꎮ 当资本和贸易的全球化或区域一体化对民族国家造成冲击并引发严

重的国内问题时ꎬ也会引发以“国族”为本位的、“排外”的右翼民粹主义ꎬ例如特朗普

对中国和墨西哥的妖魔化ꎬ又如罗德里克所说的疑欧主义者对没有特定面孔的布鲁塞

尔官员的抨击ꎮ 罗德里克虽然认为意大利五星运动无法简单归为左翼还是右翼ꎬ但由

于它疑欧ꎬ可大体归为右翼ꎬ原因就在于五星运动基于“国族”的分界ꎬ从本土主义的

立场出发来指责欧盟(以及主导欧盟的德国和法国)对意大利的干预ꎮ 此外ꎬ涌入意

大利的移民和难民ꎬ不但分享了一部分社会福利ꎬ而且直接对该国的低技能劳工构成

就业竞争ꎬ使其面对作为买方的资本时处于更加不利的谈判地位ꎬ经济状况因此恶化ꎬ

使得经济上的贫富分野更加明显ꎮ 在两种分野都很显著的情况下ꎬ经济分野和文化分

野造成的压力ꎬ往往同时交织在现实中的弱势群体身上ꎮ 但是ꎬ基于哪种分野的民粹

主义叙事方式更加凸显ꎬ则取决于供给侧的话语供给ꎮ 例如ꎬ也许个体更关心的是经

济分野ꎬ但如果供给方在实际操作中发现更方便利用文化分野作为抗议正当化的理由

时ꎬ那么最终凸显的也可能是基于文化分野的叙事ꎮ 所以ꎬ供给内容而不是需求ꎬ对民

粹主义最终表现形式的影响是直接的ꎮ

在供给侧ꎬ罗德里克认为ꎬ民粹主义政客利用经济 /社会阶层分野或国族 /种族 /文

化分野来进行动员ꎮ 利用前者ꎬ产生左翼民粹主义ꎻ利用后者ꎬ产生右翼民粹主义ꎮ 但

是ꎬ民粹主义政客未必只利用一种社会分野ꎬ为了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有可能同时利

用两种社会分野ꎮ 笔者认为ꎬ只要社会上存在经济 /社会阶层分野和国族 /种族 /文化

分野ꎬ就会产生民粹主义的土壤ꎻ当两种土壤都很“丰厚”的时候ꎬ其结果可能是两种

民粹的并立ꎬ也可能是两种民粹的糅合ꎮ 至于两种民粹主义何时并立、何时糅合ꎬ则取

决于供给方针对特定阶段选民心理和需求采取的供给策略ꎮ 如果一个政党的供给策

略同时获得左翼和右翼的认同ꎬ克服或超越意识形态立场的分歧ꎬ就能把他们聚集在

自己麾下ꎬ形成兼具左右意识形态特点的混合民粹主义ꎮ 由此可见ꎬ对于供给方来说ꎬ

要同时获得左右选民的支持ꎬ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种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并能自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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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说的供给策略ꎮ 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本文的民粹主义供求分析框架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三　 需求侧:意大利的经济 /阶层分野和种族 /国族 /文化分野

五星运动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ꎬ在 ２０１３ 年的大选中异军突起ꎬ又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稳坐

头把交椅ꎮ 由此可见ꎬ２００９ 年前后以来意大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ꎬ与混合民粹

主义的出现息息相关ꎮ 近年来ꎬ意大利的两种社会分野和基于两种分野的对立情绪都

很显著ꎬ从而为混合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ꎮ

(一)经济 /阶层分野与“上下对立”

意大利存在鲜明的经济 /阶层分野ꎮ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ＩＳＴＡＴ)在 ２０１７ 年的一

份报告中以家庭为单位ꎬ根据“主要养家者”(ｃｈｉｅｆ ｂｒｅａｄｗｉｎｎｅｒ)的职业、教育和国籍等

因素把意大利人分为九大社会群体(见表 ２)、三个收入阶层(与传统的阶级划分并不

一一对应)ꎮ 其中ꎬ处于金字塔最顶端的“统治阶层” (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ꎬ不但掌握生产资

料ꎬ而且掌握决策权力ꎮ 这一阶层主要由资本所有者、高层官员和高技能劳动者组成ꎮ

虽然他们也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ꎬ但收入始终稳居最高层ꎬ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ꎮ

而收入中下层集中的是低技能工人家庭ꎬ特别是南部和岛屿地区的低技能劳动者ꎮ 可

以说ꎬ在意大利ꎬ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具有鲜明的分野ꎮ 更重要的是ꎬ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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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ꎬ这些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野是结构性的ꎬ向上的社会流动很困难ꎬ呈现阶层固化之

势ꎮ①

表 ２　 意大利的社会群体分层

收入

阶层
社会群体

养家者的

教育水平
养家者的职业

家庭人口比重

(与地区分布)

高于全

国平均

收入

统 治 阶 层 (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大学或以上学历

企业家、高官、经理、自

由职业者、退休者
７.５％

“银 领 养 老 ” ( ｓｉｌｖｅｒ

ｐｅｎｓｉｏｎｅｒ)家庭
高中或以上学历

退休者、退而不休担任

经理、商人、自由职业

者的人

８.６％

职员(ｃｌｅｒｋ)家庭 高中或以上学历 职员、自雇用者 ２０％

接近全

国平均

收入

年轻蓝领工人家庭 初中、高中学历 蓝领工人、体力劳动者 １０.２％

退休蓝领工人家庭 多为初中学历 退休者 １７.３％

低于全

国平均

收入

低收入意大利家庭 多为初中学历 蓝领工人、体力劳动者
１３.６％ (多在南

部、岛屿)

传统大区(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家庭
多为初中学历 商贩、艺术家、退休者

６％ (多在南部、

岛屿、人口少于

５ 万的城市)

年轻失业者、独居老

妇家庭
小学或初中学历 无业 ８.９％

有移民的意大利低收

入家庭(最底层)

多为 高 中 学 历ꎬ

１０％有大学学历
低技能岗位

７. ８％ ( 多 在 北

部、中部)

　 　 资料来源:ＩＳＴＡＴꎬ “Ｉｔａｌｙ Ｔｏｄａｙ: Ａ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ｓｔａｔ.ｉｔ / ｅｎ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７＿ｓｕｍｍａｒｙ.ｐｄｆ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访问ꎮ

意大利的经济 /阶层分野ꎬ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有直接关联ꎮ 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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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是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ꎮ① 经济全球化

具有收入分配效应ꎬ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ꎬ有些群体在经济全球化

中受益ꎬ有些群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受损ꎮ 在发达国家ꎬ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是物

质资本要素所有者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ꎬ受损者主要是作为非熟练 /半熟练劳动力

的低技能劳工ꎮ② 这种分配效应基本上可通过“贸易机制”和“生产投资机制”来实

现ꎮ 一方面ꎬ根据要素禀赋理论ꎬ国际经济分工是根据一国的要素禀赋进行ꎬ各国出口

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ꎬ而进口需要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ꎮ 斯托尔珀—

萨缪尔森定理进一步指出ꎬ商品和服务的跨国自由流动ꎬ在收入分配上不利于一个国

家稀缺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ꎮ 在现实中ꎬ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工充裕ꎬ所

以往往出口密集使用半熟练 /非熟练的低技能劳动力的产品ꎬ而发达国家的物质资本

或人力资本充裕ꎬ因此更多出口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ꎮ 据此ꎬ通过与发展

中国家的贸易ꎬ发达国家进口低技能劳动密集的产品ꎬ从而减少了对本国低技能劳工

的需求ꎮ 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工会面临就业机会减少、收入降低等问题ꎬ成为

经济全球化的输家ꎮ 这是经济全球化冲击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的“贸易机制”ꎮ 另一

方面ꎬ经济全球化还可以通过“生产投资机制”冲击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工ꎮ 具体而

言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ꎬ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ꎬ资本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

外包的方式转移生产地点ꎬ从而使得发达国家的工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人易被劳动充裕

国家的劳动力取代ꎮ 因此ꎬ中低技能劳工相对于资本的谈判力就受到削弱ꎬ从而可能

导致其劳动报酬下降和工作条件恶化ꎮ

在全球比较视野下ꎬ意大利作为一个发达国家ꎬ其非熟练 /半熟练的低技能劳动力

相对稀缺ꎬ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充裕ꎮ 一方面ꎬ在国际贸易中ꎬ来自劳动力充裕

的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进口对意大利劳动密集型产品造成冲击ꎬ减少了本国对这些劳动

密集型产品的生产ꎬ从而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ꎮ 另一方面ꎬ意大利是欧盟成

员国ꎬ欧盟实行边界开放原则ꎬ使资本和人员的跨国流动非常便利ꎮ 资本家可从劳动

力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如一些东欧国家招募到更加便宜的劳动力ꎬ或者把工厂

转移到此类国家ꎮ 同时ꎬ移民和难民的涌入也为意大利提供了更加廉价和驯服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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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ꎮ 因此ꎬ在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冲击下ꎬ意大利的低技能工人首先受

到打击ꎮ 例如ꎬ意大利著名的汽车业巨头菲亚特集团ꎬ不断在发展中国家扩大投资ꎬ同

时在国内裁员、缩小生产规模ꎮ ２０１０ 年年底ꎬ菲亚特集团宣布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在巴西投

资 １３ 亿欧元建造新厂并创造 ３５００ 个就业岗位ꎬ同时它在 ２０１１ 年先后关闭了国内的

三家工厂ꎬ裁员数千人ꎮ 对此ꎬ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指出ꎬ菲亚特已经从“意大利工厂”

变成了“裁员工厂”ꎮ①

另外ꎬ在金融全球化的作用下ꎬ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来自体系中心大国美国的金融危机

迅速传导至全球ꎬ意大利的银行也遭遇流动性不足的问题ꎮ 为重新获得流动性ꎬ银行

或者减少对企业和消费者的贷款ꎬ或者提高贷款标准ꎬ结果导致投资乏力ꎬ消费者信心

下降ꎮ 信贷紧缩、市场需求疲弱ꎬ对意大利各类企业都造成了冲击ꎬ其中小型企业遭受

的冲击更大ꎬ因为大型企业还可以通过延缓支付供应商货款或压低价格ꎬ把危机部分

转嫁到小型企业身上ꎮ 在 ２００９ 年ꎬ小型企业集中的北部大区伦巴第和威尼托出现当

时最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分别达到 １９６３ 家和 ８８０ 家ꎮ 企业破产ꎬ就业率随之下跌ꎮ 意

大利的小型企业占本国企业的 ９５％ꎬ雇用了 ５０％的工人ꎬ破产的影响不可谓不大ꎮ②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意大利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ꎬ其中最高值出现在 ２０１４ 年ꎬ达到

１２.６８％ꎬ２０１７ 年为 １１.２１％ꎮ③ 意大利的失业现象有三个突出特点:在地域上ꎬ南部失

业率最高ꎻ在人口特征上ꎬ青年失业率非常高ꎻ失业率的上升主要集中在特定行业ꎬ如

酒店行业、餐饮业、建筑业以及一些工业部门等ꎬ④而这些是低技能工人聚集的行业ꎮ

可见ꎬ经济危机让原本处于收入底层的低技能工人家庭雪上加霜ꎮ

失业率与贫困率相关ꎮ 在失业保障方面ꎬ大中型企业的工人作为“内部人”受到

有力的劳动保护ꎮ 但这种保护并没有延伸到工人中的“夹心层”和“外部人”ꎮ 因此ꎬ

未能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外部人”在遭遇失业风险时ꎬ享受不到国家的制度

保障ꎬ完全依赖于家庭的支持ꎮ⑤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统计ꎬ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意大利

的绝对贫困率节节攀升ꎬ全国平均绝对贫困率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６％不断走高ꎬ２０１３ 年达

到最高值 ７.９％ꎬ到 ２０１７ 年仍为 ６.９％ꎮ 从地域分布来看ꎬ南部和岛屿地区的贫困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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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最高ꎮ ２０１３ 年ꎬ南方绝对贫困率高达 １２.６％ꎬ２０１７ 年仍高居 １０.３％ꎮ①

为改善处境ꎬ工人纷纷走上街头参加要工作、反裁员的抗议游行ꎮ 例如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在最大的劳工组织意大利总工会(ＣＧＩＬ)的组织下ꎬ首都罗马举行大罢工ꎬ参与

人数最高达 １００ 万ꎮ 意大利总工会负责人苏珊娜卡穆索对示威人群表示:“我们要

求每个人都有工作ꎬ并且有权利地工作ꎻ这是为那些无业、无权、受难、没有确定未来的

人们举行的游行”ꎮ② 在罗马大罢工数日之后ꎬ钢铁工人又聚集在德国驻意使馆前示

威ꎬ抗议德国钢铁巨头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在意大利的裁员计划ꎬ并与警察发生暴力

冲突ꎮ 钢铁工人的示威得到了其他工会的同情和支持ꎬ卡穆索更是宣称:“政府应该

给出答案ꎬ而不是用棍棒击打工人”ꎮ③之后ꎬ在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ꎬ示威队伍

还把矛头对准了“产业家协会”ꎬ认为它是真正的敌人ꎬ应该和政府一起对当前的劳动

政策及低收入阶层风雨飘摇的生活负责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ꎬ有观察称“意大利的阶

级斗争又回来了”ꎮ④

(二) 国族 /种族 /文化分野与“内外对立”

除经济 /阶层的纵向分野与对立之外ꎬ意大利也存在横向的国族 /种族 /文化分野

和对立ꎬ主要表现在以“意大利人”为本位的对移民的排斥及对欧盟的怀疑态度上ꎮ

由于意大利半岛紧靠中东、非洲和前苏东国家ꎬ自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ꎬ意大利就成

为国际移民通道上的一个中心枢纽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意大利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的

来自突尼斯的移民潮ꎮ １９８９ 年柏林墙倒塌后ꎬ来自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乌克兰的

移民增多ꎮ⑤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ꎬ有 ５０４７０２８ 拥有

外国国籍的人生活在意大利ꎬ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 ８.２％ꎮ 这个数字统计的是合法移

民ꎬ包括外国移民在意大利出生的孩子(２０１４ 年为 ７５０６７ 人ꎬ占新生儿的 １４.９％)ꎬ但

未包括后来取得意大利国籍的人ꎬ也没有包括非法移民ꎬ因为非法移民的数字难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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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ꎮ 在移民构成上ꎬ２００３ 年ꎬ东欧移民占据意大利移民的几乎一半ꎬ北非移民则占据

另一半ꎬ形成两大移民群体ꎮ① 到 ２０１３ 年ꎬ移民的构成变为:欧洲(５０. ８％)、非洲

(２２ １％)、 亚洲 (１８.８％)、 美洲 (８.３％)和大洋洲 (０.１％)ꎮ②

此外ꎬ这些移民在意大利的地区分布并不均衡ꎬ明显集中于发达地区ꎮ 例如ꎬ根据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５９.５％的移民居住在意大利发达的

北部地区ꎬ２５.４％生活在中部ꎬ只有 １５.１％生活在南部地区ꎮ 而且ꎬ生育率也表现出类

似的地区差异:移民在北部的生育率最高ꎬ平均一个妇女生 ２.０９ 个孩子ꎬ在南部的生

育率要低(１.８５)ꎬ但也大大超过了意大利人的生育率(１.２９)ꎮ③ 可以说ꎬ经济发达的

北部地区面临更加突出的移民冲击ꎮ

在难民方面ꎬ２０ 世纪ꎬ涌入意大利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只是移民潮中微不足道的

一部分:从 １９８５ 年到 １９９９ 年这 １４ 年间ꎬ意大利只收到大约 １０ 万份避难申请ꎮ 与其

他欧洲国家相比ꎬ意大利收容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并不多ꎮ 但 ２０１１ 年后的形势大不

相同ꎮ ２０１０ 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使得北非和中东的威权政体纷纷倒台或摇摇欲

坠ꎬ为了逃避内战和不稳定的局势ꎬ该地区民众开始逃亡欧洲ꎬ给欧洲造成极大的压

力ꎮ 与这些国家毗邻的意大利成为难民第一个登陆的欧盟国家之一ꎮ 仅 ２０１１ 年一

年ꎬ意大利就收到 ３.７ 万份庇护申请ꎬ２０１２ 年有 １.７ 万份ꎬ２０１３ 年为 ２.７ 万份ꎬ２０１４ 年

为 ４.５ 万份ꎮ ２０１５ 年ꎬ叙利亚内战和其他人道主义危机导致 １００ 多万难民涌入欧洲大

陆ꎮ 其中来到意大利的难民和庇护寻求者在 ２０１５ 年一年就达到 １５.４ 万ꎬ２０１６ 年则又

新增了 １８.１ 万ꎮ 而根据欧盟关于难民管理的«都柏林协定»ꎬ意大利必须接待这些登

陆的难民并提供协助ꎮ④

由于意大利未做好充分的准备来接受移民ꎬ因此ꎬ移民早就被当成一个“问题”、

一种“紧急状况”来对待ꎮ 根据意大利学者对有关移民话语的研究ꎬ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以来ꎬ意大利的大众传媒就用非常负面的语言来描述移民ꎬ把他们视为对意大利脆

弱的边界和海岸线的“野蛮入侵”(ｂａｒｂａｒｉｃ ａｓｓａｕｌｔ)者ꎮ 从那时起ꎬ移民不再和劳动市

场新闻联系在一起ꎬ而是和犯罪挂钩ꎮ 意大利明爱会(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ａｒｉｔａｓ)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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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一份文件显示了公共舆论的上述变化:一份舆论调查显示ꎬ１０ 个意大利人中有 ６

个相信移民与犯罪具有直接联系ꎮ① ２００９ 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ꎬ在意大利的移民面

临的敌意加深:“现在人们因为这场危机而指责移民ꎮ” “他们说我们抢走了工作、住

房ꎬ甚至幼儿园名额———因为我们生的孩子太多了”ꎮ②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难民大批涌入ꎬ

给意大利的安全、认同、就业、社会福利等都造成了更大的冲击ꎮ 据统计ꎬ２０１２ 年ꎬ意

大利总计投诉 ９３３８９５ 起ꎬ其中投诉外来移民的有 ２９０９０３ 起ꎬ占总投诉数量的 ３１.１％ꎮ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移民投诉报告ꎬ４９％的路上抢劫事件、４９％的商店和住宅中心抢劫

以及 ５７％的住宅盗窃事件、６０％的商店偷窃事件以及 ６６％的道路扒窃事件都是移民所

为ꎮ③ ２０１３ 年意大利国家选举研究协会(ＩＴＡＮＥＳ)④在当年大选后所做的一项民意调

查表明ꎬ意大利人对移民总体持负面态度ꎬ５５.７％的人认为移民对意大利经济而言并

不代表资源ꎬ６０.９％的人表示不信任移民ꎬ认为应该加强对移民的归化ꎬ让他们遵从意

大利的风俗习惯ꎮ ２０１８ 年ꎬ欧洲一家智库的政策研究也显示ꎬ１０ 个意大利人中有 ６ 个

对来自非欧盟国家的移民持负面态度(５９％负面态度 ｖｓ. ３２％肯定态度)ꎮ 而且ꎬ只有

３８％的人认为移民对意大利有贡献(５５％的人并不这么认为)ꎮ⑤

在难民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冲击下ꎬ意大利人对欧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ꎮ 作

为欧盟创始成员国之一的意大利曾经非常“挺欧”ꎬ现已变为最疑欧的国家之一ꎮ 面

对蜂拥而至的难民ꎬ意大利人很普遍的一个看法是:意大利被欧盟抛弃ꎬ不得不独自面

对这场危机ꎬ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却要承担重负ꎮ 而且欧盟现有的«都柏林协定»对

意大利不利ꎮ 因为它规定:庇护寻求者必须在他们抵达的第一个欧盟国家申请庇护ꎬ

不管这个国家是否是难民的目的地ꎬ都必须承担难民接待、资格审核等一系列责任ꎮ

这就给意大利这样被难民席卷的“前线国家”造成了过大的压力ꎮ⑥ 这让意大利人感

到很不公平ꎬ认为欧盟及其他成员国对意大利漠不关心ꎬ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团结ꎮ⑦

７０１　 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民粹主义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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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作为欧元区国家的意大利ꎬ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ꎬ由于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

策ꎬ不能再用货币贬值、增发货币等方式来应对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发展ꎮ 因此ꎬ很多

意大利人认为欧元应该对经济危机负责ꎮ 意大利人对欧元的支持率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一

直呈下降趋势ꎬ并始终低于德国和法国(见图３)ꎮ与此同时ꎬ欧盟还限制意大利政府

图 ３　 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对欧元的态度比较

资料来源:Ｒｏｕｔｅｒｓ 根据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和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的数据整合而成ꎬ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ｇｆｘ. 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ｇｆｘ / ｒｎｇｓ / ＥＵＲＯＺＯＮＥ－ ＩＴＡＬＹ － ＥＵＲＯ / ０１００７０ＢＷ０Ｓ１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ꎮ

债务规模ꎬ要求减少公共支出、实行财政紧缩ꎬ严重影响了意大利人的日常生活ꎬ使他

们对欧盟的疏离和敌意不断上升ꎬ反对欧盟要求的财政紧缩的游行不断爆发ꎮ 在

２０１２ 年的一次游行中ꎬ示威者占领了比萨斜塔ꎬ并打出了这样的旗号:“站起来! 我们

不为你们的危机买单!”①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反欧盟抗议游行中ꎬ示威

者还把欧盟比作黑手党ꎬ贴出了“挣脱欧盟和欧元的牢笼”“对欧盟这个黑手党说不”

的标语ꎬ发出“我们再也不当你们的奴隶了”的呼声ꎮ② 根据欧洲晴雨表(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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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的调查ꎬ对欧盟“根本不依恋”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９％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

的 １６％ꎬ２０１６ 年则高达 ２１％ꎮ 全球领先的德国数据统计公司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的调查则表明ꎬ

２０１５ 年ꎬ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称他们在过去一年对欧盟的信任降低了ꎻ２０１７ 年ꎬ４０％的

受访者说他们不像以前那么信任欧盟ꎻ到 ２０１８ 年ꎬ有 ５１％的意大利人不信任欧盟ꎮ①

在此背景下ꎬ以意大利人为中心的本土主义呼声越来越高ꎮ

(三)作为高高在“上”的“外人”ꎬ建制派精英成为两种对立情绪指向的焦点

意大利政治表现出典型的“党强政弱”特点ꎮ 政党不仅把持国家权力ꎬ而且将触

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ꎬ掌握大量资源ꎬ向其支持者分配利益ꎮ 乔瓦尼马拉

尼尼曾评论说ꎬ意大利不是民主政治ꎬ而是由政党统治ꎮ②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ꎬ意大利先后

经历了由力量党主导的中右联盟政府、蒙蒂领导的技术官僚政府、民主党主导的中左

联盟政府ꎮ 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ꎬ在作为新自由主义制度化代表的欧盟

的压力下ꎬ这些主流政党、“建制派”精英无论左右ꎬ都表现出新自由主义的执政理念:

重视可以跨国转移资源的资本的意愿ꎬ降低劳动力市场保护ꎬ紧缩福利支出ꎮ 可以说ꎬ

迎合资本、迁就欧盟是 ２００８ 年以来意大利建制派的共同做法ꎮ 难民大量涌入意大利

之后ꎬ执政的民主党对其表现出同情和包容ꎬ从而被饱受难民冲击的普通百姓斥为

“不懂人间疾苦”ꎮ

面对经济 /阶层分野ꎬ意大利建制派精英选择的是亲跨国资本、轻劳动保护ꎬ削减

公共开支、实行财政紧缩ꎬ至少从政策的短期效果来看是如此ꎮ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爆发

后ꎬ贝卢斯科尼政府一方面大力援救银行(理由是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和大企业(理

由是为挽救就业)ꎬ另一方面减少公共开支ꎬ而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也认同这一

政策导向ꎮ③贝卢斯科尼主张议会应立即采取行动ꎬ通过宪法修正案ꎬ实现平衡预算ꎮ

预算平衡修正案随后在 ２０１２ 年蒙蒂执政期间被通过ꎬ规定政府只能在极其特殊的情

况下并经议会许可才能采取赤字预算ꎮ 为缩减开支ꎬ蒙蒂政府还大力推动养老改革ꎬ

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通过的“拯救意大利法令”吸收了贝卢斯科尼政府的改革要义ꎬ大幅

提高退休年龄ꎬ使得领取退休金的条件更加严苛ꎮ④蒙蒂技术官僚政府之后的执政党

９０１　 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民粹主义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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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民主党为主的中左联盟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任民主党党魁的伦齐ꎬ担任过一届政府总

理ꎮ 在其执政期间ꎬ推出“旗帜性”改革方案ꎬ即“就业法案”ꎮ 该法案使大企业在解雇

员工上更为便利ꎮ 虽然大企业对放宽解雇限制欢欣雀跃ꎬ但工会认为ꎬ企业可以更轻

易解雇员工削弱了工人的基本权利ꎮ 有学者甚至指出ꎬ如果伦齐能够重写宪法ꎬ那么

他或许会把意大利宪法第一条改为 “意大利共和国是建立在企业自由之上”ꎬ而非

“劳动之上”ꎮ① 因此ꎬ对伦齐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改革ꎬ意大利工会用罢工予以回应ꎮ

一位金属工人的话很具代表性:“如果意大利天天有示威ꎬ那不是因为人民愚蠢ꎬ而是

因为他们受够了政府总拿最弱势的群体来开刀”ꎮ②蒙蒂和伦齐政府的改革长期而言

会提高意大利经济的竞争力ꎬ但在当下ꎬ其政策难免会带来阵痛ꎬ而且要求部分群体承

受改革的代价ꎮ 普通劳动者恰好是当下的利益受损者ꎬ因此改革自然会引起他们的抗

议ꎮ

面对国族 /种族 /文化分野ꎬ一方面ꎬ建制派精英选择把超国家组织欧盟的要求置

于本国民众需求之上ꎬ一个典型的表现是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ꎬ各届政府都在

欧盟的压力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ꎬ即便是以降低民众的福利开支和社会保护为代价ꎬ

结果被批评为欧盟的傀儡ꎬ将欧洲的理念置于国内民主吁求和老百姓真实的日常生活

之上ꎮ③ 另一方面ꎬ在对待移民和难民问题上ꎬ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执政的中左联盟体现出

比较宽容的态度ꎬ不像北方联盟、五星运动那样态度强硬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伦齐在«纽约

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ꎬ题为«帮助移民是每个人的责任»ꎬ展示了对移民和难民的人

道主义责任感:“地中海ꎬ我们文明的摇篮ꎬ正在变成数以千计默默无名、哀哀无望的

男男女女、稚子儿童的丧身之地”ꎬ“母亲们眼见儿女命丧大海ꎬ她们的哀号将在我们

心头萦绕”ꎬ“我们必须阻止这场屠杀”ꎮ④ 因此ꎬ尽管伦齐呼吁甚至威胁欧盟其他国家

要公平分担接收难民的责任ꎬ但他对移民的态度还是“先救起来再说”ꎮ 对于反移民

的言论和行为ꎬ他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道德高地加以指责ꎮ⑤结果ꎬ滞留在意大利的

难民急剧增加ꎬ伦齐的政策招致反对党和广大民众的猛烈抨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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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ꎬ伦齐发起修宪公投ꎬ被认为是该年内继英国脱欧公投后影响欧洲一体化

的最重大事件ꎮ① 由于他把个人的政治生命与公投绑在一起ꎬ公投被普遍视为对伦齐

表达不满的一个机会:高达 ６７％的选民都参与了投票ꎬ投反对票的占了 ６０％之多ꎬ既

有左翼选民也有右翼选民ꎮ 伦齐的黯然下台ꎬ被称为“民主对新自由主义”的胜利ꎮ②

简而言之ꎬ意大利的主流政党、建制派精英ꎬ无论左右ꎬ都集体选择了亲资本的立

场ꎬ将欧盟的指令置于中下层民众的呼声之上ꎬ他们(主要是民主党)站在道德高地指

责对移民的敌视ꎬ而广大中下层民众却难以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内发出自己的声音ꎬ成

为不被代表的人群ꎬ对政治怀有深深的无力感ꎮ ２０１３ 年大选后的相关民意调查显示:

８４％的人认为自己丝毫不能影响政府的所作所为ꎻ７７.５％的人表示他们不信任议会ꎻ

８８.６％的人表示不信任政党ꎬ认为他们选出的精英只对选票感兴趣ꎬ对选民的想法毫

不在意ꎻ９３.７％的人认为一旦当选ꎬ议员很快就会脱离群众ꎮ 更重要的是ꎬ左右两派的

建制派精英在执政期间都没有解决严重的失业和债务问题ꎬ非但没有明显推动经济的

增长ꎬ还把意大利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欧洲难民营”ꎮ 因此ꎬ建制派失去了广大中下层

民众的信任ꎬ被视为腐败无能、脱离人民、高高在“上”的“外人”ꎬ成为众矢之的ꎮ 反建

制、反精英ꎬ也成为政治偏好迥异的广大中下层选民共同的立场ꎮ

综上所述ꎬ意大利存在生活困顿、不被代表的低收入群体与有资源、有话语权的

“统治阶层”之间的经济 /阶层分野和“上下对立”ꎬ以及“意大利人”ｖｓ“移民＋欧盟”的

国族 /种族 /文化分野和“内外对立”ꎬ从而为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生长”提供了沃

土ꎮ 但是ꎬ同样在意大利ꎬ在两种土壤都存在的情况下ꎬ为什么北方联盟形成的是右翼

民粹主义ꎬ而五星运动却是混合民粹主义? 这就引入了“供给”问题:究竟会产生哪种

类型的民粹主义ꎬ取决于民粹政党如何成功利用社会分野与对立ꎬ针对选民需求进行

有效供给ꎮ

四　 供给侧:五星运动的话语叙事与互联网直接民主

针对意大利存在的两种社会分野ꎬ五星运动充分利用上下对立、内外对立ꎬ以“人
民”及其“敌人”为主角ꎬ建构了一套话语叙事ꎬ以抗议者的姿态在不同语境中对人民

的“敌人”大加鞭挞ꎮ 话语就是政治行动的一种ꎬ是政治行为体重新创造现实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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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红波、孙彦红主编:«变化中的意大利»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１４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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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手段ꎮ① 五星运动领导人、喜剧演员出身的格里洛以夸张生动的话语、出色的传

播技巧ꎬ吸引了众多追随者ꎮ 他的个人魅力对五星运动的成功功不可没ꎮ② 同时ꎬ五

星运动还以建设者的身份出现ꎬ对选民投其所好ꎬ推出自己的替代方案ꎮ 为了争取尽

可能多的选民ꎬ五星运动有意采取了一种“跨意识形态”的话语叙事ꎬ不追求意识形态

的内在一致性ꎬ以便左右逢源ꎮ 那么ꎬ它又如何能自圆其说、让左右选民都买账呢? 笔

者认为ꎬ五星运动在利用左右选民都对建制派精英不满的同时ꎬ提供了其他政党都没

有的独特的供给方案:互联网“直接民主”ꎮ 通过互联网平台ꎬ让左中右选民聚集在一

起共同讨论、争辩和投票ꎬ以“问题”为导向ꎬ用协商民主的方式来处理意识形态差异ꎮ

由于让不同立场的选民找到了“当家作主”的感觉ꎬ五星运动自然将立场迥异的选民

都聚集在自己麾下ꎮ

(一)利用经济 /阶层分野与“上下对立”争取左翼选民

基于“经济 /阶层分野”的“上下对立”ꎬ五星运动把“人民”的“敌人”界定为大公

司(资本要素)及亲资本的政治卡斯特(ｃａｓｔ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等掌握权势的阶层ꎮ 格里洛不

停地批判大公司的经济和政治权力ꎬ批判金钱的主导地位ꎬ③以及政治阶层的腐败ꎮ

在“破”之外ꎬ还有“立”ꎮ 面对民众关于改善经济社会处境的强烈吁求ꎬ五星运动

也投其所好地进行回应ꎮ 意大利国家选举研究协会在 ２０１３ 年大选后的调查表明:

９０ ９％的人认为社会保护应该成为任何一届政府的首要目标ꎻ８３.５％的选民认为政府

应该采取干预措施以缩小国内收入差距ꎻ９５.２％的人认为应该给予环保更多的关注ꎮ④

五星运动则趁机提出高度契合民众需求的竞选主张ꎮ 以 ２０１３ 年大选竞选纲领为例ꎬ

和其他主要政党相比ꎬ五星运动在主张福利国家扩张、教育扩张、加强市场管制、关注

环保问题等方面最为突出ꎮ 由于这些主张具有明显的左翼色彩(此次竞选纲领几乎

没有涉及欧洲和移民等反映五星运动右翼倾向的议题)ꎬ所以基于对这次竞选纲领的

分析ꎬ专门研究政党立场的“竞选纲领项目”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把五星运动归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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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Ｍｏｓｃａ ｅｔ ａｌ.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Ｆｕｅｌｌｅｄ Ｐａｒｔｙ?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ｍｅｎｔｏ ５ Ｓｔｅｌ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ｂ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６ꎬ ｉｎ Ｆｉｌｉｐ￣
ｐｏ Ｔｒｏｎｃｏｎｉ ｅｄ.ꎬ Ｂｅｐｐｅ Ｇｒｉｌｌｏ’ ｓ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 ｐ.１２８.

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五星运动成立到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迪玛约继任为五星运动的领导人的八年间ꎬ格里洛一直是
五星运动的“魅力型”领袖ꎻ甚至在迪玛约继任后ꎬ他仍然在幕后发挥着关键作用ꎮ 由于本文重点分析五星运动
在两次大选中争取选民的策略(而非执政后的政策)ꎬ而格里洛对五星运动两次大选获胜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迪
玛约ꎬ所以文中重点着墨于格里洛而非迪玛约ꎮ

Ｎｉｃｏｌａ Ｍａｇｇｉｎｉ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ｔａｌｙꎬ” Ｃｚｅ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３７－５９.

关于意大利 ２０１３ 年大选后民意调查的数据ꎬ参见意大利国家选举研究协会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ｔａｎｅｓ.ｏｒｇ /
ｄａｔｉ / ꎮ



的左翼政党(ｒｉｌｅ ＝ －４９.０３２ꎬ甚至远远超过民主党:ｒｉｌｅ ＝ －６.８６３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对意大利四个政党 ２０１３ 年大选竞选纲领的内容分析

政党名称 自由人民党 民主党 北方联盟 五星运动

总数 ２１０ ２０４ ２１０ １５５

ｐｅｒ１０７
国际主义(积极)

０.４７６ １.４７１ ０.４７６ ０

ｐｅｒ１０８
欧共体 /欧盟(积极)

２.８５７ １１.７６５ ２.８５７ ０

ｐｅｒ２０１
自由和人权

１.９０５ ４.９０２ １.９０５ ０

ｐｅｒ２０２
民主

１.９０５ ８.８２４ １.９０５ ７.７４２

ｐｅｒ２０３
宪政(积极)

０ ０.９８ ０ １.２９

ｐｅｒ２０４
宪政(消极)

２.８５７ ０ ２.８５７ ０

ｐｅｒ３０１
分权

３.３３３ １.９６１ ３.３３３ ０

ｐｅｒ３０２
集权

０ ０ ０ １.２９

ｐｅｒ３０３
治理和行政效率

９.５２４ ８.３３３ ９.５２４ １.２９

ｐｅｒ３０４
反腐败

２.３８１ ０.９８ ２.３８１ ５.１６１

ｐｅｒ３０５
政治权威

０.４７６ ９.８０４ ０.４７６ ０

ｐｅｒ４０１
自由市场经济

２.３８１ ０ ２.３８１ ０

ｐｅｒ４０２
激励(积极)

１６.１９ ０.４９ １６.１９ ２.５８１

ｐｅｒ４０３
市场管制

６.１９ ３.４３１ ６.１９ ２３.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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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４０４
经济计划

０.４７６ ０ ０.４７６ ０

ｐｅｒ４０８
经济目标

０.４７６ ０ ０.４７６ ０

ｐｅｒ４１０
经济增长(肯定)

０.９５２ ０.４９ ０.９５２ ０

ｐｅｒ４１１
技术与基础设施(肯定)

１０.４７６ ０ １０.４７６ ３.２２６

ｐｅｒ４１３
国有化

０ ０ ０ ０.６４５

ｐｅｒ４１４
经济正统

１.４２９ ０ １.４２９ ０.６４５

ｐｅｒ４１６
反增长经济(肯定)

０ ３.９２２ ０ １.９３５

ｐｅｒ５０１
环境保护

６.１９ ０ ６.１９ ２５.８０６

ｐｅｒ５０２
文化(肯定)

３.３３３ ０ ３.３３３ ０

ｐｅｒ５０３
平等(肯定)

０.９５２ １８.６２７ ０.９５２ ０

ｐｅｒ５０４
福利国家扩张

６.６６７ ０ ６.６６７ １４.１９４

ｐｅｒ５０６
教育扩张

５.２３８ ５.８８２ ５.２３８ ７.７４２

ｐｅｒ６０３
传统道德(肯定)

０.９５２ ０ ０.９５２ ０

ｐｅｒ６０４
传统道德(否定)

０ １.９６１ ０ ０

ｐｅｒ６０５
法律与秩序(肯定)

４.２８６ ３.４３１ ４.２８６ １.２９

ｐｅｒ６０６
公民意识(肯定)

０.４７６ ２.９４１ ０.４７６ ０

ｐｅｒ７０１
劳工团体(肯定)

３.３３３ ９.８０４ ３.３３３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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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７０２
劳工团体(否定)

０.９５２ ０ ０.９５２ ０

ｐｅｒ７０３
农业与农民(肯定)

１.９０５ ０ １.９０５ ０

ｐｅｒ７０４
中产阶级与专业团体

１.４２９ ０ １.４２９ ０

ｐｅｒ７０５
边缘少数群体的权利

０ ０ ０ ０.６４５

ｒｉｌｅ ３.８１ －６.８６３ ３.８１ －４９.０３２

Ｐｌａｎｅｃｏ
计划经济

６.６６７ ３.４３１ ６.６６７ ２３.２２６

Ｍａｒｋｅｃｏ
市场经济

３.８１ ０ ３.８１ ０.６４５

Ｗｅｌｆａｒｅ
福利

７.６１９ １８.６２７ ７.６１９ １４.１９４

　 　 资料来源:Ａｎｄｒｅａ Ｖｏｌｋｅｎｓ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ＲＧ / ＣＭＰ /
ＭＡＲＰＯＲ)ꎬ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１８ａꎬ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ｚｅｎｔｒｕｍ Ｂｅｒｌｉｎ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ｚｂ.ｅｕ /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ꎮ

注:(１)第一列:关于某个议题的“准语句”(ｑｕａｓｉ－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占该党竞选纲领编码文本的百分

比ꎻ(２)ｒｉｌｅꎬ表示政党意识形态立场的指标ꎬ负号表示“左倾”ꎬ正号表示“右倾”ꎮ

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ꎬ五星运动继续高度关注民生问题ꎮ 其竞选纲领宣称要废除

４００ 条“无用的”法律以解放意大利经济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以保障公民的福利ꎬ国家

拥有多数股权的公司应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根本作用ꎬ保护“意大利制造”ꎬ为小企业、

农民和家庭设立公共投资银行ꎬ改革拟将退休年龄提高到 ６７ 岁的 ２０１１ 年养老金方

案ꎬ消除无用的“政治成本”ꎬ改善工人的薪酬待遇、对上市公司经理和董事的经济待

遇设立上限以降低工资差距ꎬ为年轻人进入公共部门工作创造条件等ꎮ 但最核心的措

施是:为所有生活贫困的意大利人提供“公民工资”(ｒｅｄｄｉｔｏ ｄｉ ｃｉｔｔａｄｉｎａｎｚａ)ꎬ每位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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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月 ７８０ 欧元ꎮ①

五星运动的左翼经济主张对失业率和贫困率双高的南部地区尤具吸引力ꎮ 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ꎬ五星运动一举拿下南部近一半的选票(见表 ４)ꎬ证明五星运动的纲领

供给高度迎合了选民的需求ꎬ供给策略非常成功ꎮ

表 ４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意大利主要政党(联盟)大选结果(地区分布)

政党 /
政党联盟

地区

北部 红区(ｒｅｄ ｚｏｎｅ) 南部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３
(％)

Δ
(％)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３
(％)

Δ
(％)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３
(％)

Δ
(％)

意大利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３
(％)

Δ
(％)

众
议
院

北方联盟
(联盟党) ２７.３ ９.４ １７.９ １８.７ １.５ １７.２ ８.０ ０.２ ７.８ １７.３ ４.１ １３.３

力 量 党
( 自 由 人
民党)

１２.７ １９.４ －６.７ １０.２ １７.１ －６.９ １７.５ ２５.６ －８.１ １３.９ ２１.６ －７.６

中右联盟 ４４.１ ３１.２ １２.９ ３３.０ ２１.１ １１.９ ３１.８ ３０.８ １.０ ３７.０ ２９.２ ７.８
五星运动 ２３.５ ２３.７ －０.２ ２７.７ ２５.７ ２.０ ４３.４ ２７.３ １６.１ ３２.７ ２５.６ ７.１
民主党 １９.５ ２４.３ －４.８ ２６.７ ３５.４ －８.７ １４.２ ２２.０ －７.８ １８.７ ２５.４ －６.７
中左联盟 ２５.４ ２８.１ －２.７ ３０.６ ３８.９ －８.３ １７.６ ２６.８ －９.２ ２２.９ ２９.６ －６.７

参
议
院

北方联盟
(联盟党) ２７.３ ９.９ １７.４ １８.８ １.６ １７.２ ８.５ ０.２ ８.３ １７.６ ４.３ １３.３

力 量 党
( 自 由 人
民党)

１３.０ １９.８ －６.８ １０.４ １７.７ －７.３ １８.３ ２６.４ －８.１ １４.３ ２２.１ －７.８

中右联盟 ４５.２ ３２.９ １２.３ ３３.９ ２２.１ １１.８ ３３.２ ３３.３ －０.１ ３７.５ ３１.０ ６.５
五星运动 ２３.９ ２１.８ ２.１ ２７.７ ２４.２ ３.５ ４２.８ ２５.２ １７.６ ３２.２ ２３.６ ８.６
民主党 １９.８ ２６.１ －６.３ ２７.３ ３７.６ －１０.３ １４.８ ２３.７ －８.９ １９.１ ２７.３ －８.２
中左联盟 ２５.２ ２９.６ －４.４ ３１.３ ４０.６ －９.３ １８.１ ２８.９ －１０.８ ２３.０ ３１.４ －８.４

　 　 资料来源:Ａｌｄｏ Ｐａｐａｒｏ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 ｓ Ｄｅ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Ｍ５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８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１３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ｐ.７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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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五星运动 ２０１８ 年大选竞选纲领ꎬ参见五星运动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ｖｉｍｅｎｔｏ５ｓｔｅｌｌｅ. ｉｔ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 / ꎻ 以及
ＡＮＳＡꎬ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Ｍ５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ꎬ” １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ｎｓａ.ｉ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１５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ｍ５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９６９ｄ５０９９－ｄ９ｆｅ－４ｄａ８－ａ３６ｆ－０ｂ６２３ｆｃ５２１ｃ６.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ꎮ 但是ꎬ在
五星运动上台执政后ꎬ一些选民尤其是北方富裕地区的选民担心福利开支的增加导致加税ꎬ所以从支持五星运动
改为支持北方联盟ꎬ造成前者支持率的下跌ꎬ参见 Ｈｏｌｌｙ Ｅｌｌｙａｔｔꎬ “Ｉｔａｌｙ’ｓ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Ｓａｉｄ ｔｏ Ｂｅ ‘Ｃａｎｎｉ￣
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ｓ Ｖｏｔｅｒｓ Ｓｔａｒｔ ｔｏ Ｔａｋｅ Ｓｉｄｅｓꎬ” ＣＮＢＣꎬ 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ｂｃ.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５ / ｉｔａｌｙ－
ｖｏｔｅｒ－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ｏｌｌｓ－ｓｈｏｗ－ｌｅｇａ－ｉｓ－ｇａｉｎｉｎｇ－ｖｏｔｅｒｓ－ｆｒｏｍ－ｍ５ｓ.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ꎮ



(二)利用文化分野与对立吸引右翼选民

在文化分野中ꎬ“人民”的“敌人”被界定为外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ꎬ以及对意大

利人的命运显得无动于衷的欧盟ꎮ

１. 移民牌

在正式纲领中ꎬ五星运动对移民的立场没有北方联盟那么严苛ꎮ 但是ꎬ其领袖为

了迎合右翼选民中强烈的反移民情绪而频频发布反移民言论ꎬ从而使该党具有了右翼

色彩ꎮ

五星运动的支持者既有左翼也有右翼ꎮ ２０１３ 年大选使用的竞选纲领在刚刚制定

时ꎬ五星运动的支持者还是以左翼为主ꎬ所以没有明显的反移民立场ꎬ只有一条与移民

归化相关的ꎬ列在“教育”项下:“应该免费教外国人意大利语ꎬ如果外国人想申请意大

利公民权ꎬ就必须学习意大利语”ꎮ ２０１８ 年的大选纲领要由左翼和右翼支持者同时投

票表决才最终形成ꎬ所以没有针对移民或难民本身进行指责ꎬ而是把移民和难民带来

的问题集中在对政府的控诉上ꎮ 例如ꎬ五星运动宣称ꎬ移民管理是主流政党最大的败

笔ꎻ移民被描绘成社会公敌ꎬ那只不过是政客们试图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责任上移开而

已ꎮ 五星运动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侧重在国家之间的责任分担上:应坚持公平分担原

则ꎬ管理和接待难民的责任和负担必须基于客观的、可量化的参数ꎬ如人口、国内生产

总值(ＧＤＰ)和失业率ꎬ在所有欧盟成员国之间平等分摊ꎻ要求国际保护资格申请的审

核在来源国或中转国的使领馆或者在欧盟驻第三国代表处进行ꎻ完全停止向发生冲突

的或直接间接与国际恐怖主义有联系的国家售卖武器ꎻ打击人口贩运等ꎮ

如上所述ꎬ五星运动正式的竞选纲领中并没有明显的反移民言论ꎬ但随着意大利

移民问题越来越突出ꎬ为了和北方联盟等竞争对手争取右翼选民ꎬ五星运动的领袖还

“见机行事”ꎬ频频发表反移民言论ꎬ从而使该党具有了反移民的右翼民粹政党特征ꎮ

例如ꎬ格里洛反对根据属地原则自动给予在意大利出生的移民子女公民权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他在博客中写道:“给那些出生在意大利、但父母没有意大利国籍的人公民权ꎬ这没道

理”ꎮ 此后ꎬ格里洛的言论更为“右倾”ꎬ声称他在五星运动中“只想看到意大利人”ꎮ

他还公开反对罗马尼亚的罗姆人(吉卜赛人)移民到意大利ꎮ 面对反对声音ꎬ他愤怒

７１１　 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民粹主义的生成



地回应:“凡说我是法西斯的人ꎬ都没长脑子ꎬ还拍体制的马屁”ꎮ① 反法西斯主义还被

他说成是自由主义的建制派用来让普通老百姓闭嘴的工具ꎮ②格里洛把非法移民和老

鼠、垃圾相提并论ꎮ ２０１５ 年ꎬ他呼吁当时的罗马市长下台ꎬ在推特上说应该“抢在罗马

被老鼠、垃圾和非法移民淹没之前”尽快进行选举ꎮ③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柏林恐怖袭击的

嫌犯在意大利米兰被击毙之后ꎬ格里洛在博客上宣称所有非法移民都应被驱逐出意大

利ꎬ他将移民和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ꎬ称:“移民局势已经失控了”“我们的国家已经成

为恐怖分子来来往往的地方ꎬ我们却无法识别、举报他们ꎬ他们能凭借申根协定在整个

欧洲漫游而不被打扰”ꎮ 同时ꎬ格里洛还要求修订关于移民管理的«都柏林协定»ꎮ④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即将领导五星运动 ２０１８ 年大选的迪玛约针对在地中海救援移民船只的

组织ꎬ呼吁“立即停止海上出租车服务”ꎮ⑤他还建议立即遣返所有新来意大利海岸的

非法移民ꎬ⑥以及意大利应该提高自己的出生率ꎬ而不是交给移民ꎮ⑦

２.“软”疑欧(ｓｏｆｔ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疑欧是五星运动另一个吸引右翼选民的主张ꎮ 意大利有深厚的“挺欧”传统ꎬ曾

坚定支持欧元ꎮ 传统上ꎬ意大利人对本国政府缺乏信任ꎬ他们希望加入欧盟后ꎬ能够从

其他拥有优良制度的国家学到好经验ꎮ⑧ 但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ꎬ意大

利在欧盟的要求下实行了财政紧缩政策ꎬ不得不缩减社会保障等公共开支ꎬ疑欧情绪

遂开始蔓延ꎮ 正是看到这一现象ꎬ五星运动积极主动打“疑欧”牌ꎮ

格里洛宣称欧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ꎬ需要对它进行“重新构想”(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ｅ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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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Ａｒｅ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ｗａｒｚꎬ “ Ｉｔａｌｙ: Ｂｅｐｐｅ Ｇｒｉｌｌｏ’ ｓ Ｉｎｅｘｏｒａｂｌｅ Ｍｏ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ꎬ”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Ｗｅｂ Ｓｉｔｅ (ＷＳＷＳ)ꎬ ２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ｓｗｓ.ｏｒｇ / 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２４ / ｇｒｉｌ－ｊ２４.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Ｃｈｕｃｋ Ｍｅｒｔｚꎬ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Ｏｎ Ｉｔａｌｙ’ ｓ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Ｖｅｒｓｏ Ｂｏｏｋｓꎬ 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ｖｅｒｓｏｂｏｏｋｓ.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３６７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ｏｎ－ｉｔａｌｙ－ｓ－ｆｉｖｅ－ｓｔａ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ＢＢＣꎬ “Ｉｔａｌｙ: Ｂｅｐｐｅ Ｇｒｉｌｌｏ ｕｎｄｅｒ Ｆｉｒｅ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Ｔｗｅｅｔꎬ” １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ｂｌｏｇｓ－
ｎｅｗｓ－ｆｒｏｍ－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３３１６７３４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ＡＮＳＡꎬ “Ｇｒｉｌｌｏ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Ｍａｓｓ Ｄｅ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ｎｓａ.ｉ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３ / ｇｒｉｌｌｏ－ｃａｌｌｓ－ｆｏｒ－ｍａｓｓ－ｄｅ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２＿ｃ２５８３７３７－０ｆ９７－４１５７－ａ２ｆ３－ｄ２ａ９１３７７２８ｂ６.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ｓ Ｗｉｄ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ＭＳＦ ｏｖｅ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Ｒｅｓｃｕｅｓ: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ｉｔａｌｙ－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ｍｅｄｅｃｉｎｓ－ｓａｎ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ｄＵＳＫＢＮ１ＡＬ０ＨＺ? ｉｌ ＝ ０ꎬ ｌａｓｔ ａｃ￣
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ＡＮＳＡꎬ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Ｍ５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Ｅｍｉｌｙ Ｓｃｈｕｌｔｈｅｉｓꎬ “Ｈｏｗ Ｉｔａｌｙ’ｓ Ｆｉｖｅ－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Ｖｏｔｅꎬ”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ꎬ Ｍａｒｃｈ ２ꎬ

２０１８.
Ｔｏｎｉａ Ｍａｓｔｒｏｂｕｏｎｉꎬ“Ｂｅｐｐｅ Ｇｒｉｌｌｏ －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 Ｗａｖｅꎬ” ＶｏｘＥｕｒｏｐꎬ 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ｖｏｘ￣

ｅｕｒｏｐ.ｅｕ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１３５８７１－ｂｅｐｐｅ－ｇｒｉｌｌｏ－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ｗａｖ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他抨击欧盟和法国:“它是一个庞大的机器ꎬ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分别设了两个

议会ꎬ就是为了讨好法国”ꎮ 在格里洛反欧盟论调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欧盟的代

表性ꎬ认为欧盟是被一群对“活生生的人”漠不关心的技术官僚和追求私利的政客主

导ꎮ “布鲁塞尔的官僚们歪曲了欧洲的民主梦ꎮ 今天ꎬ我们不是在和‘伊斯兰国’或者

俄罗斯开战ꎬ我们是跟欧洲央行开战!”①

格里洛还主张就是否脱离欧元区、重新使用里拉进行公投ꎮ 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接受

彭博新闻社访谈时ꎬ格里洛抨击说:“欧元就是绕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ꎬ每天都收紧一

点ꎮ” ②２０１３ 年大选后在德国«商报»上刊登的一篇采访中ꎬ这位五星运动的领导人

称ꎬ意大利实际上已被从欧元区中剔除ꎮ 他表示ꎬ北欧国家一旦收回对意大利国债的

投资ꎬ就会“像甩掉烫土豆一样ꎬ把意大利扔出欧元区”ꎮ③他强调民族国家的主权:“我

赞成出现一个不同的欧洲ꎬ让各国都能采取自己的财政和货币制度ꎮ” 许多意大利人

认为ꎬ２０１１ 年贝卢斯科尼政府的倒台和蒙蒂领导的技术官僚政府的建立是欧盟在德

国的策划下导演的ꎬ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施压ꎬ从而结束了贝

卢斯科尼的总理生涯ꎬ并让亲欧的蒙蒂取而代之ꎮ 格里洛紧抓住蒙蒂政府的紧缩政策

作为意大利失去主权国家自由的证据来煽动疑欧情绪ꎮ④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他对外宣称:

“如果我们去年破产的话ꎬ欧洲就玩完了ꎮ 所以他们派了蒙蒂来控制局势ꎬ好让德国

和法国的银行把他们的钱要回去ꎮ”⑤

当然ꎬ由于多数意大利人认为留在欧盟对本国有利ꎬ所以五星运动并不主张脱离

欧盟ꎬ而是秉持“软疑欧”立场ꎮ 同时ꎬ五星运动的疑欧反映了一种右翼倾向ꎮ 左翼和

右翼政党都可能疑欧ꎬ但左翼更多关注经济—社会议题ꎬ认为欧盟是新自由主义政体ꎬ

偏向自由市场经济ꎬ在欧盟框架下很难实现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ꎻ右翼疑欧ꎬ则出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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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ｉｚａ Ｌａｎ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Ｄｗａｙｎｅ Ｗｏｏｄｓꎬ “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Ｗｅｂ: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５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ｙꎬ” ｐｐ.６１－６２.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Ａｒｅ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ｗａｒｚꎬ “Ｉｔａｌｙ: Ｂｅｐｐｅ Ｇｒｉｌｌｏ’ｓ Ｉｎｅｘｏｒａｂｌｅ Ｍｏ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
«格里洛:意大利事实上已在欧元区之外»ꎬ德国之声(ＤＷ)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ｄｗ.ｃｏｍ / ｚｈ / 格里洛意大利事实

上已在欧元区之外 / ａ－１６６６７２２３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访问ꎮ
Ｌｉｚａ Ｌａｎ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Ｄｗａｙｎｅ Ｗｏｏｄｓꎬ “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Ｗｅｂ: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５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ｙꎬ” ｐｐ.６１－６２ꎻ Ａｊａｙ Ｎａｉｒꎬ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ａｙ ＮＯ!’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ａｙｓ Ｈｅ
ＷＩＬＬ Ｓｕｃｃｅｅｄꎬ” Ｅｘｐｒｅｓｓꎬ 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ｘｐｒｅｓｓ.ｃｏ.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７６５３２９ / ｂｅｐｐｅ－ｇｒｉｌｌｏ－ｉｔａｌｉａｎ－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ｂｂｃ－ａｆｔｅｒ－ｂｒｅｘｉｔ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ｏｙｌｅꎬ “Ｉｔａｌｙ’ｓ Ｃｌｏｗｎ Ｐｒｉｎｃｅ: Ｍｏｎｔｉ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ꎬ” ＣＮＢＣꎬ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ｂｃ.ｃｏｍ / ｉｄ / １００００１０３７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国家主权和文化认同的考量ꎬ反对欧盟要求民族国家“上缴”主权ꎮ① 就此而言ꎬ五星

运动表现出右翼疑欧的特点ꎮ

正如有观察者看到的那样ꎬ只要意大利仍然身陷经济危机ꎬ并且财政政策导致危

机更为恶化ꎬ那么疑欧民粹主义就仍然是一块吸票的磁石ꎮ②

(三)利用对建制派精英的批判和互联网直接民主聚拢立场迥异的选民

五星运动一方面通过“左倾”的经济社会主张吸引左翼选民ꎬ另一方面又通过本

土主义的纲领来吸引右翼选民ꎮ 而反精英、反体制是左右翼选民的共同点ꎬ所以ꎬ五星

运动更以抗议者的姿态出现ꎬ对建制派精英大加鞭挞ꎬ从而把立场不同的选民都吸引

过来ꎮ 在左中右选民都存在的情况下ꎬ如何处理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 格里洛认为ꎬ

五星运动“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ꎬ人们不应该受意识形态的制约ꎬ而要追求“免于

任何意识形态的自由”ꎬ③试图以一种“超然”的形象来超越分歧ꎮ 但它提供的不仅仅

是“口惠”ꎬ还通过互联网直接民主这一独一无二的供给方案ꎬ为选民们提供了切切实

实的对传统政治制度的替代选项ꎮ

一方面ꎬ五星运动利用民众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失望、愤怒和不信任ꎬ挑动民众对建

制派的对立情绪ꎮ 在五星运动 ２０１３ 年的竞选纲领中ꎬ开篇就是对建制派的批判:“当

前的国家组织是官僚主义的ꎬ过于庞大、昂贵而无效ꎮ”④格里洛强烈谴责作为一个阶

层存在的“政治卡斯特”ꎬ他说:所有政客“都联合起来保卫这个官僚阶层总是提

名同样的统治者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ꎻ“意大利的卡斯特就像一个杀死宿主的寄

生虫”ꎮ⑤ 他声称现有主流政党和它们所代替的第一共和时期的政党没有区别:“政治

早就死亡ꎮ 只有秃鹫还在瓜分意大利的躯体ꎮ” 他还利用年轻人对“老政治”的不满

进行拉拢:“这些政客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ꎮ 他们都 ７０ 岁了ꎬ还谈论自己永远

都不会见到的未来ꎮ 我们需要年轻的血液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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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ｕｒｉｔｓ Ｊ. Ｍｅｉｊｅｒｓꎬ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Ｌｅｆｔ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ꎬ”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ｌｏｒ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１９１ꎬ Ａｐｒｉｌ ７ꎬ ２０１７ꎬ ｐ.１ꎬ ６.

Ｔｏｎｉａ Ｍａｓｔｒｏｂｕｏｎｉꎬ“Ｂｅｐｐｅ Ｇｒｉｌｌｏ －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 Ｗａｖｅ.”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Ａｒｅ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ｗａｒｚꎬ “Ｉｔａｌｙ: Ｂｅｐｐｅ Ｇｒｉｌｌｏ’ｓ Ｉｎｅｘｏｒａｂｌｅ Ｍｏ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
五星运动 ２０１３ 年大选使用的竞选纲领ꎬ参见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ｖｉｓｕａｌ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ｚｂ.ｅｕ /

ｍｐｄｂ－ｓｈｉｎｙ / ｃｍｐ＿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ｄａｔａｓｅｔ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ꎮ
Ｇｉｌｌｅｓ Ｉｖａｌｄｉ ｅｔ ａｌ.ꎬ“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Ｌｅｆｔ－Ｒｉｇｈｔ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ｅａｇｕｅꎬ Ｐｏｄｅｍｏｓ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ｐｐ.３５９－３６０.
Ｌｉｚａ Ｌａｎ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Ｄｗａｙｎｅ Ｗｏｏｄｓꎬ “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Ｗｅｂ: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５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ｙꎬ” ｐ.６０.



五星运动突出自己和政治阶级的不同ꎬ把自己塑造成和“人民”一样的正义的弱

势群体:“我们双方就像大卫和歌利亚ꎮ 我们只有网络ꎬ只有 Ｍｅｅｔｕｐｓꎬ只有激情和我

的集会ꎮ 他们拥有其他的一切ꎮ 我们是在末尾被排斥的、被嘲弄的ꎮ 而这就是我们要

胜利的原因ꎮ”①五星运动还很注重塑造自己廉洁清新的形象:五星运动主张“有犯罪

记录的人没有资格竞选公职”ꎬ号召 “废除议员的任何特权”ꎬ并把这两条写入 ２０１３ 年

大选的竞选纲领ꎮ 它的伦理准则还规定ꎬ五星运动的议员每月接受的工资不应超过

５０００ 欧元ꎬ超出部分应该返还国家———这远远少于其他议员获得的薪水ꎻ议员应该报

告每月与议会活动有关的开支ꎬ如果违反了这些准则ꎬ就要辞职ꎮ② 而且ꎬ五星运动党

员担任议员不能超过两个任期ꎬ以免成为职业政客ꎬ靠政治牟利ꎮ 总之ꎬ五星运动注重

塑造自己的清白形象来衬托建制派的腐败ꎮ

另一方面ꎬ五星运动不仅“破旧”ꎬ还“立新”ꎮ 五星运动诞生于互联网ꎬ它为广大

选民提供了区别于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互联网直接民主”这一独一无二的供给方案ꎬ

给选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体验ꎬ从而凝聚了大批支持者ꎮ

２００９ 年ꎬ五星运动公布了作为五星运动“党章”的“非章程”(Ｎｏｎ Ｓｔａｔｕｔｏ)ꎬ其中第

一条规定:五星运动是一个用于观点比较与协商的平台和工具ꎬ发源于格里洛的博客ꎬ

并以其为中心ꎮ 五星运动的“总部”就是网址(ｗｗｗ.ｂｅｐｐｅｇｒｉｌｌｏ. ｉｔ)ꎮ 针对选民无处发

声、不被代表、渴求变革的状况ꎬ五星运动试图以互联网为平台ꎬ让选民绕过中介ꎬ直接

发出自己的声音ꎮ 五星运动“非章程”的第四条称:五星运动力图成为协商的工具ꎬ在

众议院、参议院、大区和市议会选举时ꎬ通过互联网来识别和选择候选人ꎮ 互联网在加

入五星运动、协商、决策和选举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ꎮ 它想见证的是:在政党之外ꎬ不

以代议机构为中介ꎬ公民仍能进行有效的观点交流和民主辩论ꎮ③

在互联网民主的实施渠道方面ꎬ格里洛的博客、推特和脸书ꎬ“卢梭”平台(ｐｉａｔ￣

ｔａｆｏｒｍａ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ꎬ以及 Ｍｅｅｔｕｐ 等互联网空间成为五星运动用于政治动员和发动群众

进行政治参与的渠道ꎮ 格里洛的博客在五星运动发展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作为喜剧明星的格里洛极富感染力的表达方式吸引了大批粉丝ꎬ从而使他的博客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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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运动表达主张、汇聚意见的重要平台ꎮ ２０１６ 年ꎬ在联合创始人詹罗伯托卡萨来

焦(Ｇｉ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ｏ Ｃａｓａｌｅｇｇｉｏ)去世之后ꎬ格里洛倾向于“隐退”ꎮ 由此ꎬ“卢梭”成为五星

运动党员实践直接民主的重要渠道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在卡萨来焦去世的那一天ꎬ“卢梭”

正式宣布成立ꎮ 卡萨来焦认为ꎬ法国政治哲学家卢梭是“直接民主之父之一”ꎬ所以五

星运动的平台就以卢梭来命名ꎮ 在这个平台上ꎬ五星运动的党员可以自由表达观点、

提议法案、对其他成员建议的法案进行表决ꎬ提请五星运动的议员关注大家共同关心

的问题ꎬ对候选人的名单进行投票ꎬ集体决定五星运动关于特定议题的政治立场等等ꎮ

“卢梭”的首页上写着:“参与变革ꎮ 让你的声音通过‘卢梭’被听到”ꎻ“变革就在你手

中ꎬ从这里开始”ꎮ① “变革”“发声”这样极具诱惑力的字眼可谓戳中了选民的内心需

求ꎮ

在选举候选人方面ꎬ其他政党提名全国大选的候选人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ꎻ而五

星运动是自下而上在线选举候选人ꎮ 候选人并非事先指定的ꎬ他们来自“人民”ꎬ由党

员通过互联网直接选举产生ꎮ② 五星运动的“非章程”第七条规定ꎬ每个候选人的身份

都要通过网站公开ꎬ对候选人的讨论同样公开、透明ꎬ不经任何中介ꎮ③新任领导人迪

玛约就是通过“卢梭”平台由党员在线投票公开选举产生ꎮ 因此ꎬ五星运动这样宣称

自己的候选人:“他们都是像你们一样的人ꎮ 他们是你们的镜子”ꎬ“他们是你们的人

民”ꎬ④其言外之意是:支持五星运动就是支持人民自己ꎮ

五星运动的互联网直接民主还体现在竞选纲领和立法草案的确定上ꎮ 在成立初

期ꎬ五星运动经常被批评连纲领都没有ꎬ“只会抗议ꎬ不会建议”ꎮ 格里洛则反驳说ꎬ五

星运动早就有竞选纲领ꎬ它是通过在线汇集了数万条建议并在相关领域专家的帮助下

起草而成ꎬ是“第一个由公民们写就的纲领”ꎮ⑤ 这个纲领非常短ꎬ只有 １５ 页ꎮ 但当时

纲领的起草人主要是格里洛等少数人ꎬ没有通过投票表决ꎮ⑥ ２０１８ 年大选的竞选纲领

则是通过“众包”(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的方式来拟定的ꎬ各个主题都是通过“卢梭”在线讨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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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卢梭”官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ｍｏｖｉｍｅｎｔｏ５ｓｔｅｌｌｅ.ｉｔ / ꎮ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Ｂｉｏｒｃｉｏꎬ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５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ｐ.４３.
五星运动的“非章程”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ｙｄｂ.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 Ｉｔａｌｙ / ＩＴ＿Ｍ５Ｓ＿２００９.

ｐｄｆꎮ
Ｌｉｚａ Ｌａｎ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Ｄｗａｙｎｅ Ｗｏｏｄｓꎬ “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Ｗｅｂ: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５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ｙꎬ” ｐｐ.５９－６０.
参见格里洛的博客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ｅｐｐｅｇｒｉｌｌｏ.ｉｔ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ａ－５－ｓｔｅｌｌｅ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ꎮ
Ｒｕｔｈ Ｈａｎａｕꎬ “Ｂｅｐｐｅ Ｇｒｉｌｌｏ: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ｔａｌｙ’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Ｂｒｏｏｋ￣

ｉｎｇｓꎬ 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ｂｅｐｐｅ－ｇｒｉｌｌｏ－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ｉｔａｌｙ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ｙ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ꎮ



投票并汇集———五星运动很自豪地称之为“意大利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通过参与和

网络直接民主产生的政治纲领”ꎮ①提交议会的立法草案也必须在互联网上发起ꎮ 如

果在网上投票中ꎬ一个新的立法建议得到超过 ２０％的赞成票ꎬ五星运动的议员就有义

务将其提交议会表决ꎮ 而且ꎬ当五星运动成员的意见和领袖的意见发生冲突时ꎬ也要

通过投票来做最终决定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一些五星运动议员提出修正案ꎬ试图将“秘密

移民”(ｃｌａｎｄｅｓｔｉｎ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非罪化ꎬ格里洛对此迅速提出反对ꎬ因为他担心右翼支

持者的流失ꎮ 在 ２０１３ 年的大选中五星运动吸引了不少右翼选民的选票ꎬ而右翼选民

坚决反对非法移民ꎮ 但是ꎬ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参与网上讨论的 ６３％党员决定支持这个修正

案ꎮ②格里洛的意见并没有被支持者采纳ꎬ这也成为五星运动直接民主的体现ꎮ

因此ꎬ正如“卢梭”宣布的ꎬ五星运动倡导的互联网直接民主体现了公民及其代表

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当前的民主以授权为原则ꎬ没有直接参与ꎻ而互联网则会重新界

定公民与政治的关系ꎬ让公民实时获得关于所有事实的信息ꎬ对中央政府启动的进程

加以监控ꎮ 直接民主因互联网而成为可能ꎬ它将公民置于中心地位ꎮ③ 与传统政治终

结于“投票”不同ꎬ选民在投票选出五星运动议员后ꎬ仍然可以通过互联网来监督议员

的行为ꎬ对他们的立法草案进行修改ꎬ从而继续对政治进程施加影响ꎮ 选民因此有可

能从政治过程的“观众”变为“主角”ꎬ而五星运动的议员只不过是“人民”意志的“执

行者”ꎮ④ 更为重要的是ꎬ尽管五星运动内部支持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差异极大ꎬ但大家

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的民主协商ꎬ投票决定集体的政策立场ꎬ从而让最后胜出的决议具

有合法性———这是用技术手段解决理念差异的一次尝试ꎮ 互联网民主也由此成为五

星运动最有创新性的元素ꎬ⑤从而使其获得传统政党和其他民粹政党都未具备的比较

优势ꎮ 互联网民主就像一块磁石ꎬ把立场不同的选民聚拢在同一个平台ꎬ最终成就了

五星运动的混合民粹主义ꎮ

其实ꎬ五星运动也被批判在内部缺乏民主ꎬ如哪些议题可以拿到网上去讨论ꎬ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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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ꎬ” ｐｐ.４５７－４５８.

“卢梭”官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ｍｏｖｉｍｅｎｔｏ５ｓｔｅｌｌｅ.ｉｔ / ｌａ＿ｎｏｓｔｒａ＿ｓｔｏｒｉａ.ｐｈ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ꎮ
Ｍａｒｔｉｎ Ｍｅｊｓｔｒｉｋꎬ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ｏｓ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Ｐ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Ｐｒａｇｕ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７－１０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１０.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Ｂｉｏｒｃｉｏꎬ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５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ｐ.５０.



由少数人决定的ꎮ 但与其他政党相比ꎬ五星运动通过互联网提供了“去中介化”的直

接民主ꎬ为那些生活窘迫的失意选民、对传统政治参与渠道失望的政治冷漠者以及被

劳动力市场排斥在外的年轻人ꎬ提供了替代性的政治参与渠道ꎬ使其直接表达对统治

阶层的不满ꎬ对变革的要求ꎬ并能够进行政治参与、影响决策ꎬ从而满足了他们的部分

需求ꎬ这不能不说是民主实践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进步ꎮ

五　 结论

作为民粹主义“家族”中的一个特例ꎬ意大利五星运动代表了一种糅合“左右”立

场与选民的“混合”民粹主义ꎮ 本文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ꎬ分析了这种混合民粹主义

产生的原因ꎮ 我们发现ꎬ混合民粹主义的产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需要有以经济 /阶层

分野产生的“上下对立”ꎬ另一方面也要有以国族 /种族 /文化分野产生的“内外对立”ꎮ

当两种土壤都很“肥沃”的时候ꎬ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才可能同时出现ꎮ 但

究竟能够形成怎样的民粹主义形式ꎬ则取决于政党的供给方式ꎮ 不是每个政党都能成

功利用两种对立ꎬ吸引立场各异的选民ꎮ 只有提供左翼和右翼选民都能认同的方案ꎬ

才可能把立场迥异的选民都集中在自己麾下ꎮ 五星运动能够回应左翼和右翼选民的

需求ꎬ投其所好地进行“纲领供给”ꎬ从而赢得了不同立场的选民ꎮ 而为了调和内部的

分歧ꎬ使其保持为一个集体ꎬ五星运动强调“超越”意识形态ꎬ以“问题”为导向ꎬ通过互

联网直接民主的供给ꎬ使立场不同的选民可以围绕具体议题进行探讨ꎬ以公开、透明、

协商的方式来处理立场分歧ꎬ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政治理念上的差异ꎬ从而把左右选

民都聚拢在一起ꎮ 可以说ꎬ五星运动并非单靠粗俗的民粹主义话语来博眼球的浅薄

“网红”ꎬ而是真正带来了创新性的实践ꎮ

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ꎬ这种互联网直接民主是否有可能扩散到其他

国家有待进一步观察ꎮ 不过ꎬ法国总统马克龙为应对“黄背心”运动ꎬ倡议并启动了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持续到 ３ 月 １５ 日的“全国大辩论”(Ｇｒａｎｄ Ｄéｂａ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ꎮ 所有法

国人都可以通过“全国大辩论”的专门网站ꎬ围绕国家治理、政府开支、税收和民主等

议题ꎬ以公开透明的方式了解、发起和参与辩论并提出提案ꎬ同时也可以参加线下的辩

论活动ꎬ其中就有五星运动直接民主的影子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五星运动领导人迪玛约专

程赴法会晤法国“黄背心”运动代表时也讨论了直接民主等问题ꎬ声称“变革之风已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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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阿尔卑斯山”ꎮ 就此而言ꎬ五星运动实践的互联网直接民主ꎬ不是没有可能列入其

他国家的政治议程ꎮ

此外ꎬ五星运动的混合民粹主义还对传统政党非左即右的划分标准提出了挑战ꎮ

这说明ꎬ一个在选举中取得成功的政党也可能没有意识形态的内在一致性ꎬ它的行为

也可以不为意识形态的标签所规定ꎬ选民需要什么就供给什么ꎬ不分左右ꎬ不是某个

“阶级”的代言人ꎮ 这种看似机会主义的供给策略及其带来的或许是短暂的成功ꎬ是

否会被其他政党效仿ꎬ从而对标签化的“左右”界定发起挑战ꎬ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

题ꎮ

最后ꎬ作为一个“新鲜事物”ꎬ以混合民粹主义为特征的五星运动未来会如何ꎬ也

是引人关注的问题ꎮ 笔者认为ꎬ如果五星运动保持目前民主协商的投票方式ꎬ那么由

于左翼和右翼选民的合力使其很可能会比一般民粹政党更“温和”ꎬ不太可能采取特

别极端的举措ꎮ 例如ꎬ在反移民方面ꎬ五星运动的立场就比联盟党温和ꎮ 当然ꎬ妥协并

不能掩盖其内部的分裂ꎬ直接民主在多大程度上能“拢住”五星运动内部的分裂ꎬ仍是

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ꎮ 而且ꎬ五星运动的互联网民主实践如果发生扩散ꎬ为其他政党

部分效仿ꎬ就会稀释它目前独有的比较优势ꎮ 当其他政党也有直接民主供给时ꎬ并且

供给更加丰富多样、形成针对特定立场选民的细分市场时ꎬ五星运动的支持者就有可

能分流出去ꎬ这对它将是一大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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