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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女性政治家崛起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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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导致了政治在传统上一直是男性主导的领域,而那些能够在政治上

有所作为的女性则屈指可数,活跃在政坛上的也大多数是男性政治家。 自古以来,人们就形成了女性不适合参与政治的共

识,女性只拥有从属地位,是对男性的一种补充。 纵观当今世界,虽然在许多国家存在着女性领导人的案例,但是东南亚女性

政治家的从政参政与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多位女性政治家,并在所在国的政坛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章将以东南亚女性的政治影响力为起点,对东南亚女性政治家的崛起现象进行描述,并结合亨廷顿的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冶的三种社会背景对东南亚女性政治家崛起现象的特点和原因进行分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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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东南亚女性政治家的崛起现象

(一)东南亚女性的政治影响力概述

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王国统治时期,
国王之位长期由男性所控制,女性因而长期处于受

支配的地位。 长期以来,安全领域和权力、政治一

样, 被视为高级政治和公共领域, 女性的作用被严

重边缘化[1]。 随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大
多数国家都受到了西方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女
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依旧相对不高,女性主义发展也

不够充分。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五十年

代,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和女性对平等参与政治的

权利的追求,一批杰出的女性开始走向政治舞台,在
政治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一国的最高

领导人。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全球第二大信用卡国际组

织)在 2005 年首次发表的万事达卡亚太地区女性先

驱指数(MasterCard Worldwide Index TM of Women爷s
Advancement)显示出东南亚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大

幅提升,数据表明,整体而言亚太地区女性的社会经

济地位与男性相比相对较低(67. 7),但在高等教育

(86. 3)以及就业市场的参与度(70. 3)上的较高指

数却将差距拉近[2]。 虽然随后几年的女性先驱指

数有所下滑,但是在 2013 年的最新亚太地区女性先

驱指数中,女性先驱指数则有明显提升,数据显示:

亚太区得分最高的国家为澳大利亚(96. 1),其次是

泰国(91. 5)及新西兰(90. 5)。 此外,在受访的 14
个亚太区市场里,八个市场有超过一半的受访女性

认为自己负责家庭财政开支。 比例最高的市场依次

为泰国(77. 8% )、韩国 (74. 4% )、中国大陆 (73.
2% )、越南(68. 8% )、印度尼西亚(59. 6% )、菲律宾

(57. 6% )、日本(54. 4% )、中国台湾(54. 2% )及新

西兰(50. 5% ) [3]。 由此可见,东南亚国家女性先驱

的政治影响力在亚太地区处于相对靠前的位置,总
体地位也呈现着不断提升的趋势。

(二)东南亚女性政治家的杰出代表

东南亚女性政治参与运动的发展根植于社会的

变革之中,深受压迫的东南亚女性勇敢地投身于国

家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行列,期盼民族的独立会带

来妇女权利的解放和地位的提升,因而在东南亚各

国的政坛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女性政治家代表。
1、印尼前女总统———梅加瓦蒂

梅加瓦蒂是印度尼西亚开国总统苏加诺的长

女,其领导的民主斗争党一直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
在罢免前总统瓦希德而担任总统后,这位爱好插花

艺术和摆弄花草的主妇在 2001 年 7 月成为了印尼

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代表着被苏哈托长期压制

和排挤的苏加诺家族在政治上的复兴,也使得那些

看不起家庭主妇的人不得不佩服这位杰出的女性政

治家。 梅加瓦蒂执政以来,坚持审慎渐进的改革措



施,致力于缓和党派矛盾,平息地方分裂运动和宗教

种族冲突,有步骤地推行地方自治,使得国家局势逐

渐走向稳定,得到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
2、缅甸政坛女性代表———反对党领导人昂山素季

昂山素季是缅甸通过非暴力方式提倡民主的女

性政治家,她的父亲昂山将军是缅甸独立运动领袖

和缅甸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被称为缅甸国父,但在

1947 年遇刺身亡。 在父亲遇刺后,她一直没有放弃

政治上的追求,昂山素季在 1990 年带领全国民主联

盟赢得大选的胜利,但选举结果被军政府作废。 其

后 21 年间她被军政府断断续续软禁于其寓所中长

达 15 年,在 2010 年 11 月 13 日终于获释。 昂山素

季曾在 1990 年获得萨哈罗夫奖,翌年获得诺贝尔和

平奖,在她看来“民主的追求,是人类为了证明其精

神能胜过其本性中的缺点,所做的永不停歇的努力

之一冶 [4]。 2013 年 6 月,昂山素季在世界经济论坛

会议上明确宣布竞选缅甸总统。
3、菲律宾“铁娘子冶———阿罗约

菲律宾前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出身名门,其父是菲律宾前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

帕加尔,她曾经是东盟十国领导人中的唯一女性,在
2001 年当选菲律宾第 14 任总统,在 2004 年大选中

获得连任,于 2010 年 6 月卸任。 2011 年 11 月 18
日,阿罗约以“操控选举冶的罪名被起诉并在医院被

捕,但因身体状况的原因被获许留院。 阿罗约继承

了她父亲的倔强,在近年来打击恐怖主义和处理政

变中都展现出了强有力的铁腕形象[5],行事果断强

硬,被称为“刚强的弱女子冶。 她对示威者和叛乱者

的宽大处理以及从扶贫工作着手的做法,很快赢得

了民众的普遍信任,在菲律宾和世界人民心中树立

起了良好的个人形象。
4、泰国总理———英拉·西那瓦

泰国总理英拉·西那瓦是泰国前总理他信·西

那瓦最小的妹妹,比他信小 18 岁,2002 至 2006 年

先后担任隶属于西那瓦家族企业的 AIS 电信公司总

裁和 SC 地产公司执行总裁,自从英拉接管该公司

后,公司股价上涨了 101% ,但在成为泰国为泰党的

总理候选人之后,英拉辞去其全部商界职务。 2011
年 8 月 5 日,在第 24 届国会下议院第二次会议上,
英拉当选为泰国的第 28 位总理,成为泰国历史上首

位女性政府首脑。 2013 年 12 月 9 日,迫于反政府

示威活动,英拉宣布解散国会下议院。 由于泰国反

对派于 2014 年 1 月发起的“封锁曼谷冶活动,英拉

再次陷入政治危机中。 泰国宪法法院在 2014 年 5
月 7 日作出判决,从即日起解除看守总理英拉的职

务,当天,看守内阁指定副总理兼商务部长尼瓦探隆

为新的看守总理。 历经两年 9 个月零 2 天,泰国历

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英拉被迫告别总理职位[6]。

二摇 东南亚女性政治家崛起的特点

尽管东南亚女性政治家的崛起有其独特路径和

模式特点,但是民主化浪潮是东南亚女性政治家走

上政治舞台的重要社会背景,因而,我们可以根据塞

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

潮》一书中阐述的引发“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冶的三种

社会背景[7],对东南亚女性政治家崛起现象的特点

进行分析。
(一)亨廷顿指出的引发“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冶

的三种社会背景:
变革———即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掌权者带头实

现民主化;
置换———即自下而上的革命,由反对派来实现

民主化;
转移———即合作的方式,由政府和反对派相互

妥协共同推动实现民主化。
(二)东南亚女性政治家崛起现象的模式特点:
1、与变革相对应的是政治替代者

东南亚女性政治家的从政之路多数都是在政治

斗争或竞选中替代了原有的统治者,这相对来说是

一种比较和平和平稳的政权更迭方式,并没有造成

大范围的反对活动,民主选举过程也为政权提供了

正当性与合法性。 梅加瓦蒂当选印尼总统就是在打

破原有的苏哈托的高压统治、罢免前总统瓦希德后,
获得政治斗争的胜利并成功当政的案例。

2、与置换相对应的是政治局外人或政治攀登者

政治局外人或政治攀登者则主要表现为政治上

反对派的胜利,由于原有政权在执政过程中造成了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人民对政权的

认同感普遍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就获得了相

对较高的获胜可能性,而后通过民主选举或者暴力

推翻的形式来获得政权,泰国前总理英拉的上台虽

然是通过合法的民主选举,但是红衫军和黄衫军的

对立冲突则是显而易见的。
3、与转移相对应的是政治外来者或政治活动家

政府和反对派通过相互妥协的方式进行合作,
这是一种折中的利益合作方式,政府和反对派都不

愿意失去对政权的控制力,但同时又不愿意因此和

对方“大打出手冶“为争取权利而斗争冶,因而选择折

中的合作方式,被缅甸军政府软禁多年的昂山素季

在 2010 年的获释就是这种合作与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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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摇 东南亚女性政治家崛起的原因

除了北欧和拉美国家之外,其他地区的女性政

治参与以及女性政治领袖的现象并不是十分明显,
而东南亚国家却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女

性政治家,其原因包括国际因素的影响也包括地区

独特的历史传统、社会背景、家庭背景以及男性直系

亲属的因素,此外个人因素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因素

东南亚女性政治家的崛起与其所处的国际环境

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与女性主义的

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与最初的

女权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一波女性主义冶,而 1960
年之后的女性主义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冶,也有

第三波女性主义之说,但是女性主义者之间对于其

存在必要性、贡献与概念意见不一。 三个阶段之所

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就像海浪般,一个接一个永不间

断,后来者运用了前行者的贡献与资源,也与民主化

的三次浪潮相互呼应。
第三波女性主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到 90

年代初期达到高潮,其主要观点包括:挑战传统的二

元论,主张用女性的视角看待世界和观察政治世界。
在这种女性主义发展的大背景影响之下,东南亚的

女性政治家的崛起现象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各
国具有影响力的女性政治人物开始走向政坛的顶

峰,在所在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地区因素

影响东南亚女性政治家崛起的地区因素有很

多,主要包括历史传统、社会背景、家庭背景和直系

男性亲属这四个方面,具体的原因分析如下:
1、历史传统

在东南亚国家中,虽然历史上女性的政治地位

并不高,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女性的经济地位还是相

对比较高的,女性有权参与经济活动,受教育程度相

对较高,如菲律宾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就处于领先地

位,其妇女在东南亚各国中是最早参与高等教育的,
在 1908 年菲律宾大学建立时就实行男女同校政

策[8]。 在这样的历史传统之下,女性有更多的机会

通过经济地位的提升从而进入政治领域,如泰国总

理英拉就先后担任隶属于西那瓦家族企业的 AIS 电

信公司总裁和 SC 地产公司执行总裁,自从接管该

公司,公司股价上涨 101% ,这为她随后当选总理,
为泰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2、社会背景

东南亚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受到独裁

和高压统治,如菲律宾马科斯统治时期和印尼的苏

哈托统治时期,此外军人政权的出现也造成了政局

动荡和经济发展衰退,如 1988 年缅甸的军政府统治

时期。 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人们对强权统治产生了

不良的印象,再加上女性主义的传入,更是让东南亚

人民认为男性主导政治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

因,并开始对女性执政后国家会出现温和执政以及

实现经济发展有所期望,这对东南亚女性政治领袖

的产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3、家庭背景

在东南亚女性政治参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
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家庭背景因素,上述列举的女性

政治家代表都有着深厚的家庭政治背景,从小所处

的家庭环境就为其参与和接触政治生活提供了便利

条件,使得她们能够较早地涉猎政治活动,并普遍接

受过高等教育,有着很强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加之家

庭成员的参政以及相关的家族利益关系的影响更使

得这些人容易走上参政从政的道路。
4、直系男性亲属

直系男性亲属和家庭背景有一定的重合部分,
但也有所不同,一些女性政治人物虽然一直以来就

拥有很强的参政热情与参政能力,但都未能迅速走

向政治的前台,这与其直系男性亲属有着密切的关

系,如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就是在其丈夫被枪杀之

后选择竞选并在 1986 年当选菲律宾总统的,泰国总

理英拉虽然对外声称自己的当选与其哥哥他信无关

并且不会奉行与他信相同的政策,但是在实际的政

治过程中依然可以看到他信的影子[9]。 在东南亚

的女性政治参与中出现了类似于“寡妇女儿现象冶,
这就形象地说明了直系男性亲属在这些女性从政之

路上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三)个人因素

东南亚女性政治参与固然受到国际因素和地区

因素的影响,但是并不足以说明全部,处于同样国际

环境和地区因素下的其他女性为何没有选择从政?
这无疑说明与参政者本身的个人因素有着紧密的关

系,即与女性本身的政治意识和受教育水平有关。
因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在生理、心理和社会

因素的作用下,只有男性才有能力或有意愿参与政

治生活。 在当今的社会中,男女平等地享有政治权

利,更多的女性也会拥有类似于男性的品格特点,性
别不再是区分能否参政的重要界限,女性们也愿意

参与政治斗争,并且十分希望在女性不占主导地位

的政治领域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所以即便

存在相同的国际因素和地区因素,若如个人缺乏相

应的参政能力和参政意愿也是很难成为政治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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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女性的。

总之,东南亚国家女性政治家的崛起现象与世

界其他地区不同,并表现出自身的独特路径和模式

特点,这主要与东南亚女性参与政治的因素有关,这
些因素包括三个层面,即国际层面上的第三波女性

主义的兴起,地区层面上的历史传统、社会背景、家
庭背景以及男性直系亲属因素,以及个人层面上的

个人参政能力和参政意愿。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东
南亚女性政治家的辈出并不表明父权制的衰微,因
为正是父权制为女政治家的出现提供了支持。 因

而,父权制既然能支持女政治家,也就能制约她们,
使她们在执掌政权后面临更多的困境[10]。 在新的

发展时期,相关的东南亚国家只有进一步完善实现

男女政治权利平等的相关法律法规,减少限制女性

参与政治的各项障碍,才能有助于实现更大程度上

的男女平等,为东南亚女性政治家发挥政治才能提

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最终实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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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Rise of Southeast Asian Women Politicians

WANG Yu鄄h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摇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the gender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cause the traditional interna鄄
tional politics to be considered as a male鄄dominated field, while those women who can make a difference are just a few numbers, the
active ones in politics are also mostly male politicians. Since ancient times, people have formed the consensus that women are not suit鄄
able for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ffairs and women only have a subordinate position which they are just a supplement for men. Looking
around the world,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successful cases of female leaders in modern world, Southeast Asian women politicians爷 po鄄
litical road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places that there have appeared a number of women politicians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political de鄄
velopment.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Southeast Asian women, describe the phenomenon of the rise of South鄄
east Asian women politicians, an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Southeast Asian women politicians in ac鄄
cordance with the three kinds of social backgrounds put forward by Huntington Samuel爷s argument on the issue of “the third democratic
wave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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