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高效的政治能促进共同福祉。然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环境受种族、宗教和经济

利益集团主导，使得政治家去迎合一小部分人，而未顾及到全社会。因此，推行鼓励政

治家实现共同福祉的政治制度很有必要。但哪些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可以向瑞士学

习。虽然瑞士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但政治稳定，经济富裕。传统上，瑞士的成功

被归结为联邦制和直接民主。我们强调第三个政治制度，即选举制度的作用。在瑞士，

比例选举制和多数选举制并存于各个层级，其特点是：多数选举制通常在多议席选区进

行，且往往规模浩大，这意味着一个选区覆盖整个司法管辖区。文献对多议席多数选举

常有争议，实际上，所谓的少数群体代表的问题并不突出。比例选举制和多数选举制结

合的安排，为确保高效、稳定和包容性的政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重点是，这种制度比

广泛分权或直接民主更容易借鉴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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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公民的高水平福祉并非与生俱来。相

反，它是高效政治的成果。然而大多数国家

的政治环境是由种族、宗教、领土和经济地

位主导的，政治家也因此迎合一小部分人，

而不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共同福祉。因此，

有必要发展政治制度，将政治家的注意力转

向整个社会。但哪些制度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建议研究瑞士制度中往往被忽略

的方面。虽然瑞士以经济和政治稳定而闻

名，但瑞士社会在语言和宗教方面却是高

度多样化。瑞士如今正经历着移民大潮，外

国人占比大（约25%），且还在增加。由于

入籍率高，公民数量迅速增长，种族和文化

背景日益多样化。从1960年到2018年，瑞

士人口增长了59.9%，与德国（13.9%）、

奥地利（25.5%）、丹麦（26.5%）和瑞典

（36.5%）等其他成功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如此，瑞士政治始终高度关注效率，且

高度包容。事实上，政治和谐或联合主义

通常被视为政治的核心要素（见林德、穆

勒，2021年）。国会不仅有多个政党，而

且地方、州和联邦各级政府通常也是由各个

政治派别的所有关键政党成员组成。对于形

成这种良好局面的标准解释，通常是有瑞士

特色的广泛权力下放和直接民主。但我们认

为，第三种制度形式——选举制度，对瑞

士高效和包容的政治贡献巨大。这个想法

最早是艾森伯格（2015）提出的。沙斐尔

（2019）、艾森伯格、沙斐尔和斯塔德曼

（2019）提供了实践证据，艾森伯格、波特

曼、沙斐尔和斯塔德曼（2021）广泛讨论了

该理论。

多议席多数选举的权力构成机制

瑞士的选举制度融合了比例代表制和

很强的多数选举制特征。两项选举规则并存

于各级政府中。联邦有两个平级议会。全国

议会有200个席位，成员通过比例代表制选

出。联邦院有46个席位，主要来自多数投

票。在市级和州级，公民也要选举议会，以

及所有政府成员。议员由比例代表制选出；

政府成员则基本靠多数制选举。

瑞士选举制度的三个特点有助于防止

极端化，并维护协调性。首先，特别吸引政

治家的职位一般都是由多数投票产生的（地

方政府和小型联邦院的成员比地方议会和大

型国民议会的成员更有影响力）。因此，渴

望担任有影响力职位的政客们会选择站中间

立场。其次，在其他国家的单议席选区通常

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瑞士是可以在

多议席选区施行的。有多少选票就有多少坐

席，选民可以自由地将全部或部分选票投给

候选人（但不能给单个候选人重复投票）。

第三，州、市政府的成员是在覆盖整个州、

市的单议席选区里经大规模选举产生的。

不盲目投票的好处

在一些学术讨论中（主要针对美

国），认为多议席多数选举是存在弊端的。

当公民将所有选票投给最喜欢的政党候选人

时，集体投票的主导力就会令人担忧。此举

会导致最大的政党赢得全部席位，而少数群

体则无代表。因此，有人认为在大部分单议

席地区举行多数选举会给少数群体更好的表

现机会。但在瑞士，多议席多数选举中的少

数群体就有更好的代表。为什么会这样?

瑞士的多议席多数选举中，选民倾向

于给不同政党的候选人投票，原因有二：其

一，在全国和地方议会选举中采用比例代表

制会吸引许多政党参与（迪韦尔热，1954

年）。因此，政党间意识形态差异很小，公

民给不喜欢的政党候选人投票的心理成本也

很低。事实上，选民可能感觉到一些候选人

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原因可能是意识形

态，或者是个人特点，如职业背景、性别、

文化背景或私人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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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瑞士，来自不同社会和种族

的人士会因不同原因频繁建立起联系，如高

质量的公立学校和大学可以吸引所有群体、

所有阶层的男性必须服兵役、所有社会经济

团体会使用各类公共交通工具。这种联系为

跨党派投票提供了支持，避免了集体投票的

情况。

高效的政治如何形成

许多选民不会在瑞士的多议席多数选

举中进行集体投票，这对代表的质量和政治

的适度有重要影响。

首先，如果选民把部分选票投给喜欢

的政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候选人，他就不能投

全票给自己支持的政党候选人。所以，若第

一大党提名的候选人数等于需填补的席位，

第一大党就无法自动赢得所有席位。但是政

党可以通过减少候选人数来提高候选人的当

选几率。如此一来，各政党都竞相减少候选

人，导致候选人数再次减少。最终，每个选

民的票数远远多于各政党的候选人数，于是

选民只好把票分散投给多个政党的候选人。

其次，既然集体投票并不常见，所以

每个政党的候选人数小于选民们的选票，

这就鼓励候选人采取向中立选民靠近的适

度立场。这可能会让候选人获得那些看似与

别的政治派别关系密切的人的选票。只要候

选总人数少于席位数的两倍，向心力就依然

强劲（考克斯，1990年；艾森伯格等，2021

年）。由于这些选举范围广，成功的候选人

必须要考虑整个司法管辖区的广泛利益，而

不能只着重于局部利益。因此，尽管当选的

政客们隶属不同政党，却有着相似的心境，

这也能促成他们合作，为共同福祉贡献有效

的政策。

分散化社会会带来什么结果?

瑞士选举制度的设计会带来良好的结

果。通常多议席多数选举会产生均衡、适度

和高效的结果。我们假设投票制度在其他社

会多元化的国家实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但

是，在举行多议席多数选举的同时进行比例

选举，以产生多党制也是绝对必要的。这是

多议席多数选举的重要前提，不应让集体投

票使最大政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而是保证

选举结果有利于和谐、包容、高效和稳定的

政治决策，简言之，以实现共同福祉作为最

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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