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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小书篇幅很短，却以十分精到的方式介绍了世界各地的联邦制。
虽然覆盖国家的数量不多，但联邦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它覆盖了当今世界40％的人
口和更多的土地，更因为它凸现了如何平衡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当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加重要，而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凡是能被称得上“大国”的
国家（以及在规模上不够这个标准的某些小国）确实也都采用了联邦制，足见联邦制至少对于大国的
某种“普适价值”。
中国未必需要接受这种制度，但是联邦制所提出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诸多层面上的问题却是任何国家
都回避不了的。
事实上，一个国家在宪法上是否采纳联邦制度已经无关紧要。
正如本书作者安德森先生指出，某些名义上的联邦国家实行相当高度的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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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人口的40%生活在联邦制国家。
28个采行联邦制政府体系的国家令人惊异地存在多样化：它们不仅包括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
——也包括像密克罗尼西亚与圣基茨和尼维斯这样的小岛国。
十个最多人口国中的六个以及十个面积最大国中的八个都是联邦制国家。
不仅联邦制在世界上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理解其起源、巩固与特征也尤为重要。
这本由乔治·安德森写作的精致而简明的读本为该论题提供了一个通俗易懂的、毫无学究气的介绍—
—他是一位研究联邦制的领先专家，是联邦国家论坛的负责人。
这本精华读物不仅适合于学生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适合于世界上联邦制国家的每个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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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治·安德森（George R．M．Anderson），先后就读于加拿大女王学院、牛津大学和法国巴黎的国
家行政学院。
曾为哈佛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
2005年成为联邦国家论坛主席，之前在加拿大联邦公共服务机构从事过30多年令人尊敬的工作，其中
包括做了10年的代理部长。

　　联邦国家论坛是设立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一个国际性非营利组织，致力于通过全球性项目的延伸、
教育和网络工作推动联邦制政府的最优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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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联邦制的适应性联邦制并不总是最好，也不存在最好的联邦制版本。
联邦制看起来特别适合于有着特别大量的人口或领土，或有着按地区聚居的高度多样化的人口的民主
国家。
随着时间推移，联邦制除了需要地区层次上的生动而积极参与的政治共同体之外，还需要人口中的重
要部分对整个国家有一种认同意识。
联邦制适合于一些国家，而非全部。
联邦制是政府的一种民主形式，植根于宪政和法治。
联邦制在非民主国家竟会成为赝品，尽管存在局部民主或自由化的例子，在那里联邦结构有过某些真
实的生命。
联邦制和民主：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共产主义统治时期不是真正的联邦制国家，尽管它
们有联邦宪法。
所有真实的权力都集中在共产党。
在拉丁美洲情况更加复杂：巴西和阿根廷在中央层面有过军事统治的时期，但有时却允许内部的州或
省进行相对自由的选举（特别是在从军事统治转型的时期；在巴西，各州在设计宪法终结这一统治的
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墨西哥，制度革命党（PRI）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许多年的选举，但随着时间推移，其控制松弱了
，特别是在一些州。
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有着类似的断断续续的军事统治和联邦制民主的经验。
因而，一些非民主的联邦国家明显是摆设，但另一方面其联邦结构也可能具有某些真实性。
进而，在所有这些国家，随着先前从属性的构成单位获得授权，联邦宪法安排在民主转型中便具有日
益真实的重要性。
在前述共产主义国家中，联邦制结构在其崩溃过程中起了作用。
毫无例外地，所有人口超过一亿的民主国家都是联邦国家（日本和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非联邦民主国
家，但二者都是地方分权的），所有大陆规模的国家也都是联邦国家。
一个单一的、大众选举式的政府能够有效管理的人口或领土的规模似乎有一个限度。
换言之，高度多元化的民主国家，特别是那些有着明显区别的、地区性聚居的人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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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初次见到这本名为《联邦制导论》的小册子是在2008年9月中旬的一个午后，在翟小波博士的办公室里
。
当时他告诉我，这是张千帆教授转过来的一本小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社
会价值，希望觅得一位得力译者快速译成中文出版。
我当时简单翻看了一下该书，发现“短小素朴”（仅80多页）、“其貌不扬”（无脚注、无学术规范
通行之主义、范式、视野、进路、体系之类时髦称谓），但我很痛快地答应接受翻译任务，既有对二
位老师的信任，也有对联邦制论题及作者行文风格的兴趣。
此时，我在北大的读博生涯刚刚开始。
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承担翻译工作，因而从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唯恐“害人”（作者声誉和读者期待）
“害己”（成为初涉学术之路的一个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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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联邦制导论》：阅读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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