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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强调海盗个体的自由、平等，到形

成最初的代议制、制衡制以维系海盗组织

运转，海盗组织运转机制推动了早期美国

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美国匹兹堡大学

大西洋历史学教授马库斯·雷迪克近日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历史上的

“海盗组织和海盗行为，对美国民主制度的

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各国

民主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近年

来，在美国学术界，关于美国民主制度的形

成有众多讨论，其中广受关注的就是《海盗

宪章》的作用。

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 ，马 萨 诸 塞 许 多

当地人以海盗为职业。他们冬季在加勒

比海域、夏季在新英格兰附近海域，抢劫

运送黄金、白银和其他商品的过往商船。

位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新英格兰海盗博

物馆，展示了历史上的《海盗宪章》文本、复

原的海盗船以及挖掘出的海盗宝藏等。

最初，17 世纪西印度群岛海盗相互之

间签订了“协议条款”，后来基于这套体系

创制了所谓《海盗宪章》，对海盗组织运转

作了规范：每次成功抢劫战利品后，每个海

盗都可均分新鲜的食物、烈酒；船长和舵手

必须由全体海盗投票选举产生；抢劫得手

后，普通海盗领一份战利品，船长和舵手可

领两份战利品，其他小头领可领 1.25 份到

1.5 份战利品等。来自英国威尔士的巴塞

洛缪·罗伯茨一生掠夺了 400 多艘船只。

他所创设的 11 条《海盗宪章》准则，是所有

版本中流传最广的。

美国一些专家学者指出，18世纪的《海

盗宪章》最早出现“选举权”“制衡制”“代

议 制”“分赃制”等，可视为美国民主的雏

形。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文理

学院创办的“历史新闻网”发表文章，对海

盗组织与美国民主制度的关系作了分析。

文章指出：“海盗规则对美国民主发展具有

极大影响。《海盗宪章》的第一条规定就是

‘每个人都有对重大事件的投票权’，确认

个人参与选举或罢免船长及其他官员的权

利。除此之外，海盗组织还建立了权力制

衡和赃物分配体系。这套体系是非常激进

的，但在一群盗贼中形成了秩序的平衡。

《海盗宪章》事实上是美国民主的前身。”

美 国 乔 治·梅 森 大 学 经 济 学 教 授 彼

得·利森在所发表的论文《海盗组织的法

律与经济学》中指出，美国历史上的海盗组

织表现出了复杂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堪称

影响最深远的犯罪组织之一。 1715 年至

1725 年间活跃在加勒比海的 700 名海盗的

样本显示，超过一半的海盗来自英国和美

国。为有效组织抢劫活动，海盗需要确立

机制防止内部冲突，使海盗组织利益最大

化。他们通过确立选举制、制衡制、分赃制

等维护了船上秩序，提高了海盗抢劫的效

率。“构成海盗治理体系的这些制度，同美

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非常相似。”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彼得·利森表

示，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美国民

主制度的诞生同《海盗宪章》直接相关，但

从时间线以及相关内容的极高相似性上可

以推断，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正是运用了海

盗组织那套民主制衡体系来创设美国政

府。“詹姆斯·麦迪逊等人很可能是借鉴《海

盗宪章》的制度设计，在《联邦党人文集》中

提出了民主分权制。从这一方面来考察，

海盗是美国民主治理方面的始作俑者。”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一篇名为《海盗

在大西洋世界的影响》的学术论文同样指

出，《海盗宪章》不仅直接影响了美国《独立

宣言》和早期美国政府的制度设计，海盗行

为对美国独立前各英属殖民地的经济繁荣

也意义重大，为最终美国从英国独立奠定

了部分经济基础。

（本报华盛顿 12月 9日电）

美国一些专家学者研究认为—

“海盗规则对美国民主发展具有极大影响”
本报记者 张梦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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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美国民主步履维艰，根子在美
国内部，“内病外治”解决不了美国民
主的困境。对美国政府来说，放下傲
慢与偏见，反躬自省才是正道

美国一贯自诩为“山巅之城”“民主灯塔”。然而，

大量事实显示，美国的民主制度已逐渐异化和蜕变，越

来越背离民主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的初衷。中国智

库近日发表《十问美国民主》报告，用大量事实和数据，

指出美式民主实际上是少数人的“民主”，美式民主存

在导致权力滥用、加深民众疾苦、妨害自由、侵害人权

等一系列问题，美国输出美式民主更是给他国和地区

造成灾难动荡，破坏国际秩序。可以说，美式民主不仅

痼疾重重，而且背负巨额“赤字”。

民主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本意是“人民统治”“主权

在民”。但在美国，民主沦为赤裸裸的“富人游戏”。正

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

姆斯基所言，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

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以 2020年美国总统和国会

选举为例，此次选举总支出高达 140亿美元，是 2016年

的 2 倍和 2008 年的 3 倍，被称为“史上最烧钱的大

选”。在民主实为“钱主”的美国，民众不得不面对的现

实是，金钱政治贯穿美国选举、立法、施政的所有环节，

实际上限制了普通民众的参政权利，经济地位的不平

等转变为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口袋里有足够多资

本的人才能享受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

金钱政治越来越成为美国社会难以根除的“毒

瘤”。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贾拉拉贾指出：“美国

目前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实质民主。”美

式民主表面上“一人一票”，实际上是“少数精英统治”

的游戏。对于普通选民而言，选举时召之即来，选举后

挥之即去，大多数人都只是选举游戏的“群众演员”，

“民治”在美国政治实践中很难真正体现。由于政治极化日益严重，美国

引以为傲的权力制衡设计变成“否决政治”，两党对立从政策之争变为身

份之争。美式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愈加凸显，结果必然导致政府效能

被弱化、公正法治被践踏、发展进步被迟滞、社会分裂被放大。

美式民主的“赤字”在实践中更是触目惊心：国会山的枪声与闹剧彻

底撕开美式民主的华丽外衣，弗洛伊德之死又一次揭露了美国社会长期

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失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普

通民众收入长期停滞……美国社会乱象丛生，说明美式民主已难以有效

维护公序良俗，无法充分提供公共福祉。这样一个背负巨额“民主赤字”

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自诩为“民主样板”，没有道义充当“民主判官”。

“93%的美国民众都认为美国民主正在经受考验”“72%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已经不是可供他国效仿的‘民主典范’”“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研究

民主如何消亡的案例”……最近，美国国内外一系列民意调查得出的结

论，都说明美国民众对美式民主的信心早已不再，美式民主弊病缠身的现

实引发世人更多的思考。美国民主步履维艰，根子在美国内部，“内病外

治”解决不了美国民主的困境。对美国政府来说，放下傲慢与偏见，反躬

自省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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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9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国驻俄罗斯、意大利、

德国、巴西等国大使近日分别在驻在国媒

体发表文章或接受采访指出，民主是各国

人民的权利，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它不应

成为攻击抹黑其他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维

护自身霸权的幌子和借口。美国所谓“民

主峰会”并不民主。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在俄《共青

团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民主峰会”并不

民主》。文章说，美国民主失序混乱，贫富

差距、种族歧视、大选乱象、疫情失控等问

题交织震荡，无不暴露出美式民主制度在

国家治理中的缺位和失效。美国在自身民

主问题堆积如山背景下召开所谓“民主峰

会”，不啻为莫大的讽刺和滑稽的闹剧。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军华在意安克罗

诺斯通讯社发表署名文章《民主是全人类

的共同价值》。文章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

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

渝坚持的重要理念。美国搞所谓“民主峰

会”，反映出美方固守冷战思维、奉行零和

博弈，无疑将受到国际社会许多有识之士

的质疑和批评。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恳日前在《柏林报》

刊登署名文章《世界需要更多的“建桥者”

而不是“建墙者”》。文章说，回顾中德建交

以来的合作历程，一条最重要的启示就是，

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不是排斥和拒绝

合作的理由，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应成为阻

碍两国关系发展和人民相互走近的绊脚

石。这个世界本就是多元的世界，不同文

化、宗教和制度也应和平共存、交流互鉴，

而非谁优于谁、谁改变谁或谁取代谁。

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在巴西《环球

报》发 表 署 名 文 章 说 ，美 国 所 谓“ 民 主 峰

会”，以美式标准评判各国民主好坏，本质

是将民主工具化、私有化、武器化，在全球

划分阵营、制造分裂、挑动对抗。中国坚持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人民享有广泛

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中国愿

同国际社会团结协作，抵制伪民主行径，共

同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人类进步事

业取得新发展。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溪连在《马尼拉

时报》《马尼拉公报》发表署名文章。文章

说，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必须深深

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照抄照搬他国政治

制度行不通。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

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而且应该由这个

国家的人民来评判。

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唐松根在当地

《乌凯拉报》和《新星报》发表署名文章表

示，民主是各国人民都享有的权利，而不是

某一个国家独有的特权。文章说，中国人

民为中国民主事业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愿同各国和各国人民分享中国的实践和经

验，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

中国将从其他文化的成就中借鉴经验，欢

迎有益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但不会接

受那些自认为优越、居高临下的说教。

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在接受白

俄罗斯国家通讯社专访时表示，以美国为

首的部分国家，打着所谓“民主”旗号拉帮

结伙、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蛮横打压遏

制其他国家正常发展和享受更好生活的权

利，恰恰是最大的不民主。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陈国友在厄“证

实”网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民主不应只有一

种模式和标准。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权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梦想和诉求。中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将人民的评价作为

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民主不是

装饰，检验民主的有效性不是看许诺，而是

看结果。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日前表示，

美国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是典型的冷战思

维，在世界上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和矛盾，制

造新的分裂，中方坚决反对。中方呼吁各

界有识之士共同抵制反民主、伪民主行径，

共同维护国际团结与合作，共同推动世界

和平与发展。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临时代办简放宁

在伊拉克《时代报》发表署名文章。文章说，

民主不是装饰品，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

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

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

我驻多国使馆批驳美所谓“民主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