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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暴力不已。民眾示威，軍警彈壓 ，屍橫 街 頭 ， 政 黨 反 戈 ， 總 統 流 亡 ，

強鄰虎視，世界側目。關於動亂的原因 ，中西 媒 體 的 評 論 幾 乎 都 會 提 到 烏 克

蘭的「東西之爭」，即親俄國的東、南 部民 眾和 親 西 歐 的 西 、 北 部 民 眾 之 間

的衝突；目前衝突的導火索，就是親俄的亞努 科 維 奇 總 統 決 定 暫 停 與 歐 盟 簽

署「聯繫國協定」，恢復與俄羅斯的積極對話 ， 考 慮 加 入 俄 國 主 導 的 歐 亞 聯

盟 。

主張專制者認為動亂說明了民主的失敗—沒有20多年前蘇聯東歐的民主革

命，烏克蘭應還在蘇聯的卵翼下平靜度 日。主 張 民 主 者認 為 動 亂 是 民 主 必 須

付出的代 價—假以時日，烏克蘭民眾、政客和媒體終將學會民主的規則，學

會守法和妥協。兩種觀點都未看到，烏 克蘭乃 至 其 他 幾 乎 所 有 的 「 民 主 」國

家的選舉制度都極為粗糙，使得其整個 制度很 不 夠 民 主 。

烏克蘭與法國、埃及以及前蘇聯陣營其 他各國 一 樣 ， 在 總 統 選 舉 中 實 施 「 二

選制」，首輪得票過半的候選人當選， 若無人 過 半 ， 則 以 得 票 最 多 的 兩人為

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得票較多者當選。與 此 相 對 ， 美 國 、 韓 國 的 總 統 選

舉以及英國、日本和前英殖民地各國的的議員 選 舉 實 施 「 一 選 制 」 ， 一 輪 投

票中相對得票最多者當選。一選制和二選制都 要 求 選 民 用 打 勾 、 劃 叉 、 塗

圈、戳洞等方法選擇候選人，而不許排序、打 分 ， 統 稱 為 「 勾 選 制 」 。 其 中

二選制比一選制更民主一些，但進步的幅度不 大 。

試舉一例：烏克蘭人口約4500萬，假設人民對4個候選人（A、B、C、D）

的好惡順序如附表所示，多數派選民 認 為A 只是略微好過B，而少數派選民卻

強烈反對A。顯然，A是分化型候選人，而 B是和 諧 型 候 選 人 ， B當選 更 能被所

有人接受，更能實現穩定。但勾選制— 無論 是 一 選 還是二 選 — 會讓A當選 ，

因 為 A 得 到 了 過 半 選 民 的 首選 票 。

勾選制只看到「A得2500萬首選票，B得2 000萬首選票」，而完全忽略選民

們的第二選擇（B得2500萬票，A得0票）和最末選擇（A得4000 萬反對票，

B 得0票），也完全忽略這些「非首選意 願 」 所 傳 遞 的 「 人 民 認 為 A分化 極

端 ， B 和 諧 中 庸 」 的 資訊 。 所 謂 民 主 ， 就 是 聽 從 全 體 選 民 的 所 有 意 願 ；聽 從 越

徹底，則民主越徹底。勾選制只考慮過 半選民 的 首 選 意 願 ， 而 完 全 忽 略 全 體

選民非首選票中的意願，不是民主，而 是「亞 民 主 」（under

d e m o c r a c y）。正是亞民主中「不夠民 主 」 的 成 分 ， 使 得 分 化 極 端 的 A能夠

擊 敗 和 諧 中 庸 的 B ， 並迫 使 所 有 政 客 拒 妥 協 ， 反 共 贏 ， 走 極 端 ， 進 而 鼓勵 多 數

暴政，強化社會分裂，刺激族群惡鬥， 使得本 來 有 妥 協 空 間 、 有 共 贏 可 能 的

烏國東西民眾，變得水火不容，不共戴 天， 也 使 得 歐 美 與 俄 國 之 間 的 矛 盾 變

得更難調和。

美國、英國、法國等的「成熟（亞）民 主」相 對 於 「 轉 型 （ 亞 ） 民 主 」 的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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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大學排名榜的調查結果公布，樹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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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一棵樹：烏克蘭動亂是「亞民主」的失敗-趙心樹 
香港浸會大學講座教授繁 简 港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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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不在於選舉制度（「轉型」國的選 舉制度 由 於 後 發 而 往 往 略 優 於 「 成

熟」國），而在於對法治制度和言論自 由的遵 從 ， 以 及 在 選 舉 之 外 尋 求 妥 協

的政治倫理。法治自由和倫理道德的政 治文化 在 幾 十 甚 至 幾 百 年 的 磨 合 中 逐

漸養成，它是對亞民主中的分化惡鬥的 自然反 應 和 有 限 制 約 。 與 此 相 對 ， 埃

及、泰國、烏克蘭等各「轉型」國，法 治、自 由 、 倫 理 的 文 化 尚 未 發 展 成

熟；失去了制約，分化惡鬥就膨脹爆炸 。

假設實施記分制，讓選民給每個候選人 打分， 或 多 訊 制 （ 最 多 訊 息 制 ，

maxi mum informat i on），鼓勵選民打分但允許排序或打勾。假定選民給

首選候選人記3分，二選2分，三選1分，末選0分，則B以1 .1億分擊敗得

0 . 7 5 億 分 的 A 。 這 意 味 著， 在 更 為 民 主 的 制 度 下 ， 本 有 可 能 產 生 中 庸 和 諧 的

總統總理，他（她）們站位於親歐的尤 先科、 季 莫 申 科 和 親 俄 的 亞 努 科 維 奇

之間，綜合考慮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 被各派 擁 戴 、 遵 從 或 認 可 ， 因 而 有 意

願也有能力帶領各派民眾尋求妥協更尋 求共贏 。 於 是 ， 族 群 撕 裂 惡 鬥 得 以 避

免，假以時日，更可有族群融合，形成 統一的 民 族 認 同 和 民 族 文 化。

多訊記分制可以幫助所有的亞民主走向 民主， 但 尤 其 可 以 幫 助 新 興 亞 民 主 防

止撕裂和動亂，在平和穩定中更快形成 法治、 自 由 和 倫 理 的 政 治 文 化 ， 從 而

更成功地轉型。此中的道理，《選舉的困境》（四川人民200 8年版，ISBN

97 8-7-22 0-07537 -7，2009年電子版）有更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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