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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军政危机的原因
探析 （1962—2019 年）

———基于军政关系协调论的视角

赵 军 马文媛

【内容提要】 军政关系是政治学的一个经典命题。 军政关系协调

性是这一命题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军政关系协调性观点侧重于考察

军官团、 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三者之间的对话、 妥协和共同价值观，
并试图通过构建三者之间的伙伴关系以避免军人干政。 在阿尔及利

亚案例中， 军官团、 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三者之间未能形成良好的

互动与合作是该国历次军事政变的主要原因。 军政关系协调论有效

地解释了阿尔及利亚军政博弈不断升级的背后逻辑。 未来， 在民选

政府 （或文官政府） 的统一领导下， 军队保持适度的独立性与有限

的干预能力仍将是阿尔及利亚军政关系难以改变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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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关系是国家政治安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军事安全政

策制定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 20 世纪中叶， 如何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维持

大规模军队引发理论学界广泛讨论， 军政分离成为主流学术观点。 冷战

结束后， 被两极格局钳制下的国内民族族群矛盾、 宗教教派冲突此起彼



伏， 传统的军政关系理论已难以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在此

背景下， 美国政治学者瑞贝卡·斯希夫 （ Rebecca L. Schiff） 提出 “协调

论” （Theory of Concordance） 以重构军政关系理论。① 与强调军政分离的

主流观点不同， 军政关系协调论重视历史、 文化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
主张在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式中引入社会学视角加以分析， 强调互动过程

中的 “政策性协调”， 即多元行为主体在具体政策目标中的相互协作， 力

求解释军队在国内领域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条件。 协调论同时否认在军事

和政治之间存在单独且明确的领域界限， 提出军政关系是一种可能涉及

分离、 融合或其他形式的多元关系。 军政关系协调论还认为， 军官团、
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应关注彼此之间的对话、 目标与共同价值， 致力于

建立一种可能分离但不强制要求分离的伙伴关系， 以至于三者间互动达

至平衡状态， 从而避免军人干政的现象发生。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 军政体制的确立为国家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根本

保障， 但军官团、 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却始终无法实现长期

有效平衡， 军人干政现象不断上演。 本文以军政关系协调论为基本视角，
以期探讨阿尔及利亚历次军事政变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 军政关系协调论及其分析框架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对军政关系的系统研究已初步形成。② 这一时

期的大量文献聚焦于军队对政府和社会构成的威胁， 认为 “军政分离”
是政府应对军队胁迫的有效措施， 也是其他国家应该效仿的理想模式。
正如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 Samuel P. Huntington） 所指出的，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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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政关系应该被界定为 ‘主观文官控制’ （ 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
与 ‘客观文官控制’ （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 两种基本类型”，① “客观

文官控制” 是美国军政关系的最佳模式。②

尽管军政分离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 但诸多学者对其质疑之声一直

不断。 美国政治学者梅兰·卡姆拉夫 （ Mehran Kamrav） 认为， 虽然军队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专业化和制度化， 但军队始终是政治制度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政之间不可能实质性地分离。③ 阿尔及利亚政治学

者法乌兹·卡西 （Fawzia Qasi） 和阿拉比·布迈丁 （ Arabi Boumedienne）
也提出类似观点， 认为军政关系研究必须考虑到阿拉伯地区政治发展的

例外性， 如民事机构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 军事机构专业化的程度等。④

简言之， 当前军政关系的主流观点主要假设了一种制度分离的情况， 即

把职业化军队从特定的政治范畴中剥离出来。 但这种质疑军政关系实现

一体化的可能性的观点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第一， 该观点成立的前提

是有一套独特的政治体系来维持对职业化军队的政治控制， 这种具有明

显西方二分法和制度性约束的模式无法有效解释西方国家以外的发展中

国家， 特别是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情况。 第二， 数十年来美国军政关

系已发生深刻变化。 一方面， 文官政府在 “客观控制” 与 “主观控制”
间摇摆不定； 另一方面， 军官团坚持 “专业主义” 精神并非常态， 有时

会因保护机构特权而将之抛弃。 该观点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军政关系内部

的动态作用。 第三， 该观点弱化了历史与文化因素， 包括价值观、 立场

倾向等在军政关系中的作用， 这些因素不仅反映了国家对军队军事角色

的看法， 也反映了军队自身对其军事作用的看法。 特别是在战后摆脱殖

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 军政体制的强力色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本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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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的特殊性， 军政关系很难同历史与文化背景完全剥离。
基于此， 美国政治学者瑞贝卡·斯希夫在质疑主流军政关系研究及

其解释力局限的基础上提出了 “军政关系协调” 的观点， 并引入影响军

政关系新的分析变量， 以增强主流军政关系理论对美国以外国家的解释

力。 与强调军政分离的主流观点不同， 协调论强调多元共识平衡， 聚焦

军官团、 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三者之间互动过程中的对话与妥协及其最

终达成的共同价值观或目标。
协调论认为军政关系协调效果主要取决于军官团、 政治精英和社会

民众三类群体。 军官团系指广义上的武装部队和狭义上的军事官员； 政

治精英系指总统、 议会、 总理及其内阁、 政党领袖等政府机构和政治派

别的确切职位， 或是从现实中能够对军队组成、 发展产生直接作用与重

要影响的政府官员； 社会民众系指多样的社会群体构成， 通常指能够影

响军队职能以及能够对军队施加影响的所有社会因素， 具体表现为广泛

代表社会利益的各类团体或组织。
协调论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军队在国家中的作用。 围绕这一个问题， 协调论提出四项具体指标予以

考察， 即军官团的社会构成、 政治决策过程、 征兵方式和军事风格。 通

过以上四项具体指标来显示影响三者合作伙伴之间达成共识或分歧的具

体情况， 决定军事、 民事和社会间采取分离、 融合或其他形式与否。
军官团的社会构成是考察上述问题的首要指标。 协调论认为， 军政

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点就是军官团同国家之间的关系。 军官团是军事体制

中实际运作部分， 并且负责国家和社会的军事安全。① 因此， 在分析军政

关系协调性时， 就必须界定军官团的社会构成。 广泛的阶层代表性是影

响军官团社会构成的重要因素。 例如在以色列， 军官团成员通常从国家

不同地区挑选，② 而在英国殖民印度时期， 军官团成员则是从特定种姓和

阶层中抽调而来的， 鲜见从人口最多的印度农民阶层中挑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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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决策过程是第二项指标。 广义的政治决策是指将对各类因素的

广泛认知吸收到决策过程之中， 以作为决策的合法性基础。① 协调论则将

政治决策过程限定在如下范畴： 军人在一系列涉及军事预算、 军备、 规

模以及物资分配领域中的政治参与， 尤其着重考察政治精英与军官团是

否就以上涉及军事方面的政治决策过程达成一致。
征兵方式是第三项考察指标。 一般来说， 大多数国家的征兵方式分

为两种： 强制性征兵和劝服性征兵。 强制性征兵是指通过征兵和税收对

民众提出强制性要求， 以用于军事目的、 满足军队需要。 这种要求往往

基于民众被迫违背自己意愿而进行合作， 通常阻碍了军队和民众之间的

协调。 反之， 劝服性征兵则指民众基于安全、 爱国主义或任何其他国家

事业的 “信念” 作出自愿服从兵役的选择， 这将有利于促进军队和民众

之间的协调。
军事风格是第四项考察指标。 军事风格直接涉及军队的外在表现与

内在心理结构， 以及它所传达的公开而微妙的信号， 以暗示一种权力或

权威， 通常表现为军队的社会角色与形象优劣， 以及民众对军队的态度

与看法， 往往因时而异。
总体来看， 军政关系协调论有三大基本要义： 第一， 重视历史、 文

化等社会因素的作用， 主张在传统结构性或制度性等理性选择模式中引

入社会学视角加以分析； 第二， 强调 “政策协调”， 即多元行为主体 （军

官团、 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 在具体政策目标中的互动作用， 力求解释

军队在国内发挥作用的具体条件， 即无论是通过法令或宪法建立的协议，
还是基于长期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协议， 通常是在积极达成协议的背景下

进行的； 第三， 否认存在唯一且明确的民事和军事界限， 并引入 “伙伴

关系” 这一概念， 强调军官团、 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之间的对话、 目标

与共同价值， 认为军政关系是一种可能涉及分离、 融合或其他形式的多

元关系。 军官团、 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三者之间应致力于建立一种可能

分离但不强制要求分离的伙伴关系， 以至于三者达到互动平衡， 从而避

免军人干政的现象发生。 换句话说， 当军官团、 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三

者在军官团的社会构成、 政治决策过程、 征兵方式以及军事风格的四项

指标形成一致时， 国内发生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并将可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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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系列相关军政关系格局的重要变化。①

二 阿尔及利亚军政关系的历史演进

阿尔及利亚历史上曾多次受到外族入侵和奴役。 近代阿尔及利亚在

摆脱奥斯曼帝国长期统治后又被法国殖民多年， 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才

获得独立国家地位。 在多民族文化碰撞与融合、 暴力交往互动， 以及伊

斯兰文明的深刻影响下， 阿尔及利亚军事与民事博弈不断， 冲击着民族

国家的构建与发展。

（一） 内战前的军政关系 （1962—1991 年）

独立之初， 国家人民军 （People’s National Army） 队伍由民族解放军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改建， 具有留法军事经历的成员少之又少， 大

部分军人之前是乡村或山区游击士兵， 受教育水平较低， 整体军事能力

处于相对低阶水平。 为了彻底清除国内叛乱并重建农村秩序与安全， 总

统艾哈迈德·本·贝拉 （ Ahmed Ben Bella） 政权与国防部部长胡阿里·
布迈丁 （Houari Boumedienne） 军权保持了一段时期较好的合作。

然而， 独立后的第一年， 阿尔及利亚军政关系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一方面， 本·贝拉为巩固自己的权力， 在担任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和民

族解放阵线 （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总书记的同时， 试图寻求扩大武

装部队统帅职权， 集民事、 军事权力于一身， 这促使布迈丁整合军事机

构、 任命其密友为军区领导人以巩固自身军事权力。 1964 年， 布迈丁以

国防部部长法令的形式正式创建 “ 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部” （ People’s
National Army Staff）， 一系列涉及军事预算、 军备、 规模以及物资分配的

政治决策全权由总参谋部负责， 总参谋长和相关参谋官员 （校级） 职位

由国防部部长以法令形式推荐。② 另一方面， 关于军队在国家中的角色问

题的政治争论日益激烈。 第四军区中尉阿鲁阿什 （ Allouache） 明确表示

反对组建现代化军队， 认为此举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浪费。 民族解放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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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领导人穆罕默德·希德 （Muhammad Khider） 也持类似立场， 认为军队

应该回归到军营当中， 并将权力移交于民事部门。 军队在国家中的角色

定位受到质疑。 1963 年 4 月， 希德被驱逐出民族解放阵线后， 布迈丁被

提名为第一副总统。①

1963 年 10 月， 卡比利亚 （kabylie） 地区的非法政党秘密成立武装部

队并宣布起义， 与此同时， 边境地区的领土争端矛盾也不断激化。 在内

外交困之际， 布迈丁决定前往苏联寻求帮助。 访苏期间， 本·贝拉突然

任命军事领导人塔哈尔·兹比里 （ Tahar Zbiri） 为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
并将相关军队建设、 预算、 培训等一系列权力向兹比里移交。② 1964 年

夏， 为了再次削弱布迈丁势力， 本·贝拉开始对其密友采取行动， 要求

艾哈迈德·梅德格里 （ Ahmed Medeghri） 从内政部辞职， 解除艾哈迈

德·卡伊德 （Ahmed Kaid） 旅游部部长的职务， 并将谢里夫·贝尔卡西

姆 （Cherif Belkacem） 从教育部降级。 1965 年初时， 只有外交部的阿卜

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 （ Abdelaziz Bouteflika） 继续留任政府职位。③

本·贝拉此举引起了军队高层的强烈不满。 1965 年 6 月， 布迈丁采取军

事行动并废止宪法。 讽刺的是， 最终发出逮捕本·贝拉命令的人正是其

此前任命的总参谋长塔哈尔·兹比里。④

布迈丁上台后， 在军队、 前政府部长的支持下， 一方面， 他迅速组

建新政府、 成立 “全国革命委员会”⑤、 建立以其为核心的 “乌吉达集

团” （Oujda Group）， 以掌握国防、 内政、 外交以及金融体系；⑥ 另一方

面， 他通过兼任国防部部长、 设立国防部秘书职位、 解散总参谋部， 直

接统领陆、 海、 空三军部队， 强化了对军队的控制， 军队开始成为阿尔

及利亚政治体系的主导力量。 1965 年 12 月， 当布迈丁再次访问莫斯科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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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军事帮助时， 阿尔及利亚军费开支达到独立后的最高点 1. 05 亿美元，①

阿尔及利亚也首次实现没有任何政治条件限制的军队现代化。 此外， 布

迈丁还允许军人在政府中担任重要的非军事职务， 参与国家发展与社会

主义建设。 随着技术官僚和军队人员在社会中影响力的日益增强， 军事

对社会事务的影响无处不在。
1979 年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 （Chadli Ben-Djedid） 上台后， 为了实

现 “去布迈丁化”， 其一方面重新在国防部下设立总参谋部， 为集成化的

军队运作制订计划； 另一方面开始逐步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进行改

革。② 随着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 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最终使本杰迪

德政府开启政治体制改革。
1989 年 3 月， 经民众投票批准后， 军队高层集体撤出民族解放阵线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然而， 军队的政治影响力并未随之结束。 在军事

领导人哈立德·内扎尔 （Khaled Nezzar） 的主持下， 军队内部开始设立特

别办公室， 自主与各政党联络。 与此同时， 情报部门也秘密渗入主要政

党之中。 1990 年 7 月， 内扎尔集中改组军队分支机构， 成立 “情报与安

全部”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③ 该机构是在军队内部建

立的一个独立于国防部控制的自主政治权力和决策中心， 这使总统本杰

迪德失去了军队控制权。
随着政治体制转型的深入， 阿尔及利亚开始进行公开的地方选举和

议会选举。 当伊斯兰拯救阵线 （ Islamic Salvation Front） 在市政和地区选

举中首次获胜后， 为了维护世俗政权， 军队立即中断选举进程、 取消选

举结果、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并组建最高国务委员会、 取缔并抓捕

伊斯兰拯救阵线主要领导人。④ 为了打击极端伊斯兰武装势力， 在军队的

主导下， 革命家穆罕默德·布迪亚夫 （Muhammad Boudiaf） 出任最高国务

委员会主席一职， 并联合世俗性党派， 组建全国爱国联盟 （Rassemb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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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otique National）， 与民族解放阵线一同打击政治伊斯兰力量。 1992 年

6 月 29 日， 布迪亚夫在安纳巴文化宫演讲时， 不幸遇刺身亡。① 随着宗教

极端武装势力针对政府、 军队甚至平民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 以军队为

支撑的政府最终未能在作出有限让步和通过暴力维持控制之间取得平衡，
阿尔及利亚深陷内战之中。

（二） 内战后的军政关系 （2002—2019 年）

1999 年， 布特弗利卡当选新一任总统。 在他主持通过 《民族和解法》
（Civil Comcord Referendum）② 后， 内战逐渐平息。 在布特弗利卡政府进一

步扩大民主、 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影响力大大削弱，
无法将国家政治资源全部占为己有， 阿尔及利亚政坛逐渐形成了以民族

解放阵线为首、 执政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合作格局。 实际上， 民主制度的

实施更多的是为了隐藏真正的权力中心， 以便其在幕后非正式地发挥影

响力。
第一， 以总参谋部和情报与安全部为中心的高级军官维护政治格局。

内扎尔退休后， 任命穆罕默德·拉马里 （Muhammad Lamari） 为军队总参

谋长， 全权负责军队内部事宜；③ 穆罕默德 · 麦地那 （ Muhammad
Mediène） [又称 “陶菲克” （ Toufik）] 为情报与安全部负责人， 全权负

责军队安全事宜。④ 此时国防部不再归总统控制， 而是由总参谋部组成的

军队高层接管。 1993—1998 年， 以总参谋部和情报与安全部为核心的军

事机构始终由拉马里和麦地那指挥， 逐渐形成了旷日持久的 “双重权力”
局面。 尽管总统布特弗利卡上台后一直试图削弱军队的影响力、 扩大总

统权力、 提升政治权威， 但其下台却标志着 “去军事化” 的失败， 军队

以仲裁者和决策者的身份继续维护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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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前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继续主导政治体系。 尽管民族解放阵

线的选举基础因内战而严重受损， 但其强大的历史合法性仍具有广泛的

影响力。 政治多元化时期， 民族解放阵线积极主导与各政党派别开展对

话， 推动政治和解以争取进入执政联盟。 1997 年 6 月， 民族解放阵线在

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票选位居第三，① 与民族民主联盟 （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émocratique） 顺利组阁； 在 2002 年的议会选举中， 民族解放阵

线重新恢复第一大党执政地位；② 2005 年后， 民族解放阵线在国家和地方

的历次立法选举中均取得胜利， 再次在多元化的政治体系中发挥深刻影

响力。
第三， 民族民主联盟发挥制衡作用以释放政治空间。 1997 年 1 月，

在总统利亚米纳·泽鲁阿勒 （Liamine Zéroual） 的授意下， 阿尔及利亚总

工会负责人阿卜杜·哈格·本·哈穆达 （ Abdelhak Benhamouda） 组建民

族民主联盟， 并在当年国民议会中赢得 40% 的席位， 一跃成为阿尔及利

亚当时的第一大党。③ 在泽鲁阿勒的倡导下， 政治立场与执政理念无根本

差别的民族民主联盟与民族解放阵线结成执政联盟。 为了巩固这一联盟，
布特弗利卡在政府内部权力分配中采用了总理职位由结盟两党负责人轮

流担任的方式以平衡两党关系， 使之互相牵制。④

为了维护中心权力不受侵害， 以上三种力量相互牵制、 彼此依赖，
并通过一系列方式严格控制多元政治体系， 其中包括采取庇护、 镇压手

段分化反对派政党和民间社会组织； 选择性地松绑某些经济部门以建立

和维护与军事和政治精英密切联系的私营企业阶层； 提拔政权支持者，
边缘政权反对派。 为了在做出适度让步和避免根本性变革之间保持平衡，
阿尔及利亚政权不断通过分化、 合作、 拖延或牵制策略来确保政治制度

的连续性， 即通过 “改革” 来限制 “改革”， 这成为阿尔及利亚维护政治

体系平稳发展的关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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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布特弗利卡再次寻求第五任期， 阿尔及利亚爆发自独立以

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活动， 军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盖德·萨拉

赫 （Ahmed Gaid Salah） 继续延续干预传统， 支持民众呼吁布特弗利卡下

台， 这不仅代表着布特弗利卡多年执政生涯的结束， 也标志着多年军政

格局的再次重组。
综上， 内战前， 阿尔及利亚军政关系始终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 即

政治以军事为依托， 领袖人物从武装力量中产生或推选出， 掌握党、 政、
军等一切国家权力， 军事的正式权威与非正式影响都被深入扩展至外交

与内政之中； 内战结束后， 虽然阿尔及利亚军政关系一定程度上表现出

了相对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但军队已逐渐采取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发挥

作用， 保证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始终是军队的首要关注与根本利益。 阿尔

及利亚军政关系正在发生相较于过去更为深刻和复杂的变化。

三 阿尔及利亚军政关系的协调论分析

（一） 军官团的社会构成

如前所述， 协调论的第一项指标是军官团的社会构成。 然而， 在阿

尔及利亚跻身于军官行列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
首先， 从招募条件来看， 拥有军事才能是成为军官的第一要求。 满

足此项条件的潜在对象大多是殖民地时期生活于城市中的中产阶层、 宗

教贵族以及丧失部落特征并接受过法国教育因而获得向上晋升先决条件

的农民， 底层民众无法获得平等的被招募机会。 其次， 从培养方式来看，
毕业于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员成为优先培养对象。 但是， 进入军事院校成

为候选人的选拔过程非常严格， 不仅要求申请者身体素质良好， 还需其

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 完成 12 年的在校学习并持有学位证书， 在通过各

项竞争性考试后才可获得候选资格。① 拥有较多教育资源的城市青年相较

于农村青年更容易成为主体候选对象， 而来自底层的农村青年则无法获

得平等的被选拔机会。 最后， 从军官阶层来看， 军官往往将其自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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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社会其他阶层的群体， 他们以国家 “管理者” 的身份评判国家的

行动方案、 实施安全决策。 当其以行政官僚身份参与政治时， 军官身份

与政治精英身份难以区分， 也都是为争取政治权力而相互竞争， 难以真

正代表社会底层民众并表达其诉求。 因此， 阿尔及利亚军官团的社会构

成并不具有广泛的阶层代表性。

（二） 政治决策过程

协调论的第二项指标是政治决策过程， 即军队人员在一系列涉及军

事预算、 军备、 规模以及物资分配过程中的政治参与。 其关键问题是：
政治精英与军官团是否就以上过程达成一致。①

如前文所述， 阿尔及利亚绝大多数涉及军事预算、 军备、 规模以及

物资分配的政治决策始终全权由军官团负责， 特别是在布迈丁时期， 军

队无须与其他合作伙伴达成相关协议。 为了加强军队管理， 布迈丁取消

了总参谋部， 与军事预算、 军备、 规模和结构相关的参谋事宜由国防部

秘书直接向总统负责， 国防部成为唯一的最高军事权力机构。 尽管本杰

迪德致力于实现 “去布迈丁化”， 在国防部机构下重新设立国家人民军总

参谋部， 负责为集成化的军队制订运作计划， 负责预算、 信息和交通、
后勤和行政支持、 动员和征兵工作， 以削弱国防部对军队的垄断权， 然

而， 情报与安全部的成立意味着军事精英绝对权力的回归。 1999 年， 布

特弗利卡上台后传达出必须改善军政关系、 限制军队权力的讯息，② 并试

图通过一系列机构改革以削弱军队在政治结构中的权力。 2019 年总参谋

部继续延续干预传统， 这标志着军事中心的控制权再次回归总参谋部，
军政权力格局被打破。 可以说， 自 1992 年以来， 阿尔及利亚历届总统始

终面临着一支不可控制且无法取代的军队强权力量， 军政博弈不断演变。
所有一系列涉及军事预算、 军备、 规模以及物资分配的政治决策过程始

终由军官团全权负责， 政治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对其无从置喙， 双方没有

就此过程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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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征兵方式

协调论的第三项指标是征兵方式。 斯希夫指出， 强制性的征兵方式

往往阻碍了军政关系的协调。 反之， 劝服性的征兵方式则代表了一种和

谐有利的状态。①

1967 年以前， 阿尔及利亚完全依靠志愿军来保证维持基本的军队规

模。 随着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以及阿尔及利亚对阿拉伯民

族主义者的承诺， 阿尔及利亚国内开始对征兵政策进行重新思考。 1968 年

4 月， 阿尔及利亚政府签署通过第 68—82 号 《国民服务法令》 （National
Service Art）， 规定所有年满 19 岁的阿尔及利亚男性公民有义务服两年兵

役。② 1974 年 12 月， 政府正式颁布 《国民服役宪章》 （National Service
Charter）， 要求所有年满 25 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出示在完成义务服役期后发

放的 “国民服役卡”， 以证明按时完成国民服役。③ 由于制度性设计以及

实际操作阻碍， 阿尔及利亚义务兵役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 大量适龄青年错失就业、 出国机会， 造成失业率上升， 尽管

阿尔及利亚历任总统时常会在适当时刻宣布特赦举措， 但特赦往往具有时

间与年龄限制，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因服役带来的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 每

年可以参加服役的名额有限， 而实际需要的服役人数超过限制人数， 许多

适龄青年往往因为被迫排队而浪费一年时间。 除了参与黑市交易外， 大量

青年被迫成为无所事事的失业者， 徘徊于清真寺和运动场。 强制性的征兵

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失业率的上升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

（四） 军事风格

第四项指标是军事风格， 即军队在社会中的角色扮演与民众对军队

的认知态度。④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 军队通过多种正式与非正式手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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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 在和平时期， 军队通过相关议会机构举办有关国防的议会讲

习班①、 设立有关国防的议会日活动②、 不断修订有关国防的军事立法③

等方式缓解军队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促进军政关系的协调发展； 其次，
在和平时期， 军队通过媒体立法确定军队在新闻行业中的权威性， 通过

举办论坛、 设立学校加强军队在媒体与信息传播中的领导作用，④ 通过控

制监管媒体机构保证军队在社会中的影响力等方式加强军队对民众的信

息严控， 保持军政关系的健康发展； 最后， 在动荡时期， 军队通过取缔

非法政党、 逮捕极端分子、 制造派别矛盾等方式加强军队对民众在行为

和意识形态上服从领导方面发挥的作用， 保证军政关系的稳定发展。 对

此， 民众对军队的态度存在明显的两极化。 一方面， 亲政府的宗教党派、
工会人士积极支持军队在国家与社会中发挥的调节作用， 并配合服从军队；
另一方面， 反政府的宗教党派与工会人士采取申诉、 抗议甚至极端方式反

对军队幕后势力发挥作用， 并不断要求扩大政治参与来加强民事作用。⑤

此外， 阿尔及利亚民众对军队还存在一种模糊心理， 即对 “信任军

队与否” 问题不予表态。 随着阿尔及利亚军队军事能力的增强， 阿尔及

利亚民调显示， 当前民众信任军队的人数正在逐年增加。 相较于过去，
民众对军队认知态度的两极化趋势已进一步明显 （见图 1）。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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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阿尔及利亚民众对军队的信任度统计

  资料来源： Belkacem Elguettaa， “The Military’s Political Role in the New Algeria”，
Carnegie， https： / / carnegie-mec. org / 2021 / 03 / 17 / military-s-political-role-in-new-algeria-
pub-84076， accessed 2021 - 05 - 10。

利用协调论的四项指标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 阿尔及利亚军政关系

之所以难以实现真正协调， 其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阿尔及利亚政府倾向

于将军队视为一种制度化的暴力威胁， 存在军队参政不利于国家与政治

民主化发展的主观认知； 二是作为政权结构中的独立力量， 军队始终通

过强有力的手段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管理， 以此发挥促进或

阻碍社会发展的绝对性作用。 在民选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军队保持适度

的独立性与有限的干预能力仍是未来一段时间阿尔及利亚军政关系难以

改变的常态， 维护国家的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军队的

支持。

结 论

军政关系协调论是当前军政关系理论的重要议题。 它强调军官团、
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之间的对话、 妥协和共同价值观， 试图建立一种可

能分离但不强制要求分离的伙伴关系， 以至于三者间互动达至平衡状态，
从而避免军人干政的现象发生。

阿尔及利亚的案例为军政关系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在 1991 年内

战之前， 阿尔及利亚存在一个显性的、 强大的军事机构， 政治以军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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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 领袖人物从武装力量中产生或推选出， 掌管党、 政、 军等一切国

家权力。 内战结束以后， 这一范式从显性转变为隐性。 军队在新的政治

历史背景下继续保持适度的独立性与有限的干预能力， 以继续施加作用。
此时， 军队干预政治更多的是出于传统习惯与历史合法性， 而不是政府

机构的无能与孱弱。 军官团、 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三者之间未能形成良

好的互动与合作， 是该国历次军事政变的主要原因。 这在一定程度证明

了协调论的有效性与适用性。 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 阿尔及利亚的案例

也表明协调论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 从理论建构来看， 该理论更多是一种静态理论， 缺乏对变化

的预测， 行为者内部自身的变化也有可能引起最终结果的改变， 如 “军

队内部分歧” “政治领导风格” “经济因素” 等， 均有可能造成三者失

调。 此外， 尽管该理论提出了评判协调的四项指标， 但没有指出导致军

事干预的必要性指标， 存在一定模糊性。
第二， 从主体划分来看， 协调论将国内群体划分为军官团、 政治精

英与社会民众过于简单。 首先， 军官团内部纷繁复杂。 军官是一个科层

制的职业， 也是一个科层制的组织。① 他们不仅按军种 （陆军、 海军和空

军） 划分， 还按等级划分为将官、 校官和尉官， 只有少数的高级官员拥

有政治参与资格。 在阿尔及利亚， 军官团内部矛盾重重， 老将军官往往

具有革命传统， 主张保守； 而新晋上层军官往往有留学经历， 接受西方

民主平等价值观， 富有创新精神。 有时， 军事干预甚至是基于军官个人

或团体对政治权力的追求， 很难界定个人或团体偏好对军官团集体行为

的影响。 其次， 难以明确政治精英与军事精英的准确身份。 协调论认为，
总统、 总理、 政党领袖、 议会成员都是政治精英的可能形式， 其都可以

对军队施加影响。 然而， 在军政体制国家， 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布迈丁时

期， 高层军官几乎全被列入政治精英名单， 无法与民事政治精英区分开

来。 最后， 社会民众缺乏同等权利。 协调性理论将社会民众视为军官团

和政治精英的平等伙伴。 但事实上， 只有足够强大的社会团体才能够有

机会与军官团和政治精英进行谈判， 就自身利益与军队达成一致。
第三， 从四项指标来看， 军官团的社会构成、 政治决策过程、 征兵方

式以及军事风格无法充分衡量发生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首先， 协调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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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团的阶层代表性是影响军政关系达到协调的重要指标。 事实上， 军官

团作为一种职业化团体， 部分军官在军队职业生涯中获得令自己足够满意

的职位后， 其阶层身份发生转变， 并出现代表该机构的意识形态， 其社会

背景影响将逐渐减弱。 其次， 协调论认为政治精英和军官团达到协调的标

准是双方必须就涉及军事预算、 军备、 规模以及物资分配的政治决策过程

达成一致。① 这一指标缺乏一定的有效性。 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大多时

间里， 军官团始终垄断绝大多数决策过程， 政治精英无从置喙。 内战结

束后， 相较于预算、 规模、 材料或结构等具体事宜， 如何恢复历史合法

性、 免于人权审判起诉成为军队的首要任务。② 此外， 协调论认为强制性

的征兵方式阻碍伙伴关系的协调。③ 这项假设不具有足够的因果关系。 在

阿尔及利亚， 征兵政策一直与促进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联系在一起， 以增

强社会民众对国家认同和军事机构的信心， 同时军队优渥的生活条件和薪

资待遇使得许多山村贫困地区的青年渴望加入军队， 强制性的征兵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适时迎合了社会民众的普遍需要。 最后， 协调论认为社会民众

如何认识军队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影响协调的重要因素。④ 鉴于当前阿尔及利

亚民众对军队的认知存在支持、 反对与摇摆的三种心理， 这种分歧是否足

以导致军队发动军事干预仍未可知。 该指标仍有待进一步细化讨论。
随着军政关系理论研究的外溢， 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军政关系成

为重要研究对象。 尽管协调论仍有诸多不足之处， 但该理论已为未来研

究明确了方向， 并为如何避免出现军事政变与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

与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 宁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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