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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政黨威權政體間和平肇因之商榷

黎寶文

(喬治亞1州立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

摘要

當代民主和平研究已不再局限於民主政體間的戰爭機率，有些學者已經

開始轉向研究威權政體悶的戰爭機率 。 這樣的研究發展，有利於促進國際政

治和比較政府兩個次領域的對話，而本文亦嘗試將威權政體分類相闊的比較

政治研究，帶入國際政治場域進行分析 。 2002 年 Mark Peceny 、 Caroline C 

Beer 和 Shannon Sanchez-Terry 提出 「 獨裁政體和平假說 J ( dictatorial 
peace) .主張威權政體問亦存在低武裝衝突機率。而且，如果再將威權政體

進一步分類，貝'1僅有單一政黨政體問存有較低的武裝衝突機率. Peceny 等認

為單一政黨政體間的共享意識形態，亦即馬列主義，是導致較低武裝衝突機

率的原因 。

本文則認為. Peceny 等以共享意識形態作為因果機制之結論過於草率，

畢竟共產主義式改革:國家政體並不是單一政黨政鍾的唯一形式 。 因此，本文

透過比較 Barbara Geddes 、 Juan Linz 和 Alfred Stepan 對於威權政體分類之研

究，重新對單一政黨政體進行定義，並納入意識形態作為分類標準 。 經過對

Peceny 等的資料庫重新進行編碼 ，並以其原有統計方法檢證後，本文發現，

Peceny 等之共享意識形態結論無法成立 ，但是，威權政體間的較低武裝程

度，仍然為統計上顯著之現象，只是其因呆機制仍待進一步分析 。

關鍵詞:威權政殼、獨裁和平、民主和平、國內結構、政體類型

壹、研究緣起

民主和平論 (democratic peace) 源 自 1795 年康德 (lmmanuel Kant) 的永久和平

(Perpetual Peace) 主張 。 康德認為唯有共和制民主國家間方有國際和平的可能 。 自

1970 年代以來 ， 大量國際關{系學者投入此一領域進行實證研究， 使得民主和平論已經

由單純的規範性理論，轉變為實證↑生變數分析 。 事實上 ，民主和平研究的發展，對於

國際關係研究有兩項重要的影響。第一，民主和平研究挑戰了國際關係理論中，長期

居於壓倒性優勢地位的新現實主義 ( neo-realism ) 觀點，結情決定論。就新現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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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來自國際層次的權力結情分布，才是決定單一國家外交行為的決定性因素 。因

此，就戰爭機率而言，國際權力分布不均或是權力結惰的改變，才是戰爭的最直接肇

因 。 但是，民主和平論卻直接挑戰這種「結構決定論」觀點，並且主張來自國家內部

結惰的因素 ， 例如政體類型 (regime type) ，才是決定戰爭機率的因素。 @簡而言之，

民主和平論司以歸類強調第二象限國內結惰的國際關係理論 ，與強調第三象限之新現

實主義不同。 7;第二，民主和平研究的發展 ， 為比較政府與國際關係兩積政治學次領域

提供了對話與合作的空間。由於民主和平研究 ，必須將政體類型當作自變項加以分

析，因此，對於政體類型之分類，不能再停留於康德式規範性、 主觀性的認定 ，而必

須籍助比較政府領域中 ，關於政體類型分類的實證研究，來加以定義 。 隨著比較政治

研究中關於政體類型分類的日趨細緻，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兩大類型各自可以進一

步詳細加以分類 ，也將為民圭和平研究提供新的自變項。簡而言之 ， 民主和平與政體

類型研究的深化 ，將可更進一步強化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闊的對話。

在 1 970 年代以來民主和平研究的基礎之上 ，現階段學者進一步將視角延伸至非民

主政體闊的戰爭機率。 Mark Peceny 、 Caroline C. Beer 和 Shannon Sanchez-Terry 三位

( 以下簡稱 Peceny 等 ) 在 2002 年提「獨裁政體和平假說J (dictatorial peace) 0 Q)透過

統計方法 ， Peceny 等發現，相較於不同類型政體間( 民主 vs 獨裁 ) 的武裝衝突，相同

類型獨裁政體間 ( 獨裁 vs.獨裁 ) 也較不可能進行武裝衝突，銜突程度較低 。 (j) r獨裁

政體和平假說」的結論，對於民主和平論的研究成果 ， 有肯定也有衝突。肯定之處在

於，兩者都主張相同政體的配對組合 (dyad) 其武裝衝突之機率亦較低，統計數據也

閻明政體類型確為預測武裝衝突機率之重要指標。衝突之處在於，傳統上 ，民主和平

論只主張民主政體配對 ( 民主 vs .民主 ) 的武裝衝突機率較混合政體配對 ( 民主 vs 威

權 ) 為低。但是 Peceny 等的研究顛覆了傳統的認知，並主張威權政體彼此間也較不司

能進行武裝衝突 ， 亦即 「威權 VS.威權」的武裝衝突機率也較低 。

除了針對獨裁政體間武裝衝突機率進行全面性的探討， r獨裁政體J ' 此一概念亦

包含多種不同之子類型，因此， Peceny 等也進一步將威權政體分類為軍事政體 、個人

政體與單一政黨政體三類進行分析 。 他們發現，相較於軍事政體間和個人政體間，單

一政黨政體配對 ( 單一政黨 vs 單一政黨 ) 亦較不可能進行武裝衝突。針對這樣只發生

於單一政黨間的獨特現象， Peceny 等認為 ， 單一政黨政體問彼此共享之意識形態和規

詮 l 徐斯動 ， r民主國家在世持大戰iit車鏈和平之政策的比較分析 J ' 聲灣民主季刊，第 l 卷第 3 期

( 2004 年 9 月 ) ，頁 23 1 -237 " 

說白 閥際關係理論長期存在著層次分析 ( level-of-ana lysis ) 之爭論，開於各象限之定義與爭論焦點請參見

Hseik-wen $oon且， "The Implicat ions of Cross- Levc l Analysis on International Re lat ions Theory，" 政治分析

的層次(盡北 韋伯出版扯， 200 1 年 ) ， 頁 8 1 - 11 6; J. David Singer, "The lcvel-of-analys is problem in 

internalional re !at ions ," World Politics , Yo l. 14. No. I (1961 ) , pp. 77- 92 

註 GT Mark Peceny, Caroline C. Beer, and Shannon Sanchez-Terry, '.Dictatorial Peace?" The Am肘;con Political 

Scie l1ce Reν吋w， Vo l. 96, No. 1 (March, 2002) , pp. 15- 26 

2主 f4' Peceny, Beer, and Shannon Sanchez-Terry,‘Dictato rÎal Peace?"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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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使得單一政黨政體間較不可能進行武裝衝突 。 布本文的研究目的 ， 即是希望進一步駿

證 Penceny 等關於單一政主義政體間的低武袋Í']J突機率的肇因 。 Peceny 等將學一政黨政

體與街突機哥拉之負 向關係， 歸因於政飽問彼此共享之意識形態 ， 特別是共產國家間共

享之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 ， 但是 Peceny 等並未針對此一主張進行驗證 。而 就買際

的歷史經驗來觀察，這種將所有學一政瓜政體都創為共產主義國家政紹國家的假設，

並不符合現賞 。 煥句話說， Peceny 等的單一政黨政體定義，忽略了其他不屬於共產主

義關家 ， 卻也是單 政黨政體的可能性 。 同時，這樣的定義也影響其 「共享馬列主義

意識形態導致較低武裝衝突機率」結論的可信度 。

國內目前民主和平之研究，對於威權和平的統計現象著墨較少 。 因為愛灣民主轉

型的歷史經驗，所以學者多著重於「民主化 J ( 政體類型之變化 ) 對街突機率之影響 。

而基於中圓~屈起的國際現實，許多國內學者的關注焦點，多著重在民主化對兩岸銜突

饑率之影響 。 例如，楊永明與李茵潭、張孝言平皆針對臺灣民主化對於兩岸關係的街突

與和平進行專文研討 。 ，n張S:~中則的規能性角度出發 ，進一步提出更為激進的「開放和

平」 概念 ， 主張政治市場的開放，才是米來國際和平的基礎 。 H ，由此可奈11 ' 國內的民主

和平研究 ， 多著重於民主和平個案研究和規能性探討，但是，對於民主和平的質證研

究和威權和平之統計現象，國內的研究者則多尚未觸及 。 本文將透過文獻回顧干11假設

之再驗證，以深化政體類型與銜突機率相關研究之實證基礎 。 所以，在文獻回顧方

面 ， 本文將回顧民主和平研究的理論基礎，並重新審視單一政黨政體類型之定義 。 在

研究設計上，本文將利用 Penceny 等建立之資料庫 ， 將學一政黨體制類型，進一步區

分為「共產主義式政黨國家政體J 與「非共產主義式政黨國家政體 J '誰驗誰在此 新

分類之下， Penceny 等的共享意識形態假設是否依然成立。

貳、 政體類型對戰爭機率的影響

紅l欲探討政體類型對武裝衝突機率之彩響 ， 貝Ij必須先對此一領域的先驅﹒民主和

平論，進行理論回顧

一 、 從自由主義到民主和平論

民主和平論的思想淵源來 自 自由主義的道德論述，尤其是來自康德之「永久和

gJ: (5 Peceny , ßeer向 and Shannon Sa nchez-Terry , "Diclatorial Peace?" pp. 22- 25 

1主 f ij l Peceny、 Bcer ， and Shannon Sanch ez-Terry. “ Di c: tatorÎa l Peace小 pp. 19- 20 

3王 1 李凶悔、張孝評 . r民主化與直在海平11 '1'之分析」﹒ 問題與研究﹒ 第 43 卷第 4 )的 ( 2008 年 l 月 ) .頁

l 司34 點j永明 ﹒ 「 至2灣民主化與蓋在 j苟安全保防」 畫，偉民主季刊， 第 l 爸第 3 即) (2004 年 9 月 )可 頁

1- 23 • 

註 H 哎哎中 可 「開放和平論 追求水久和平的另一個選擇J '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第 2 )閱 ( 2007 年)

1'T 1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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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J 的概念。 @自由主義強調國家對個人權利的保障 ， 並進一步衍生出一套與現實主義

之權力論述截然不同的理論。 Michae l Doyle 總結康德的論點後認為，民主政體間較容

易和平相處，降低戰爭可能性的原因 ， 來自兩方面 : 1þJ 

l 國內政治結構的限制 出於共和政體「有限政府 J (limited government) 的信

仰，分權制衡的制度設計，將限制共和政體的戰爭能力。

2.民主國家間的共開信念 基於民主國家對於個人自由的尊重 ， 民主國家間較易

形成共同和平的信念與共識 ， 並且經由實踐 ( 不輕易使用武力解決爭端 ) 加以

落實 。

但是，自由主義論述同時也隱含著威權政體本質上即具備侵略性的主觀假設 。 由

上述兩原因加以推論，威權政體明顯缺乏國內政治結惰的分權制衡限制和對於民主價

值的尊重，因此威權政體先天的侵略性是無庸置疑且理所當然的 。由此可知， 自由主

義論述明顯缺乏對於威權政體內部政治結構的研究和認識 ，所以 ，對於威權政體的行

為模式完全透過民主政體 「反推」的方式來論證。再者，民主和平論者間對於民主的

定義 ， 本身便十分分歧 。 對於康德而言 ，民主的定義在於憲政主義和權力分立 ，但是

後期的實證研究者，貝lj 多以選舉來定義民主。 心此一關於政體定義問題在後緝的文獻回

顧中，將一再浮現 。

Bruce Russet 在康德的論點上，進一步為「民主和平」的現象，建稱其因果機制 。

Russet 認為， r國際制度上 「遠距」、 「結盟」、「富裕國家」、「政治穩定」假說，皆無法

清楚說明民主和平現象的因果機制，並且設計「文化/規範性」和「結情/制度性J

兩大模型 (model) 來說明並驗證其假設。 12

l 文化/規範↑生模型

( 1 ) 長期的政治實踐 ， 必定形成特定風格特色之政治規範 ( norm) 。 當面對衝

突時 ， 決策者將選循巴存在於國內政治過程之規範進行決策 。 同時 ， 決策

者也將期待具備相似政治過程之他國決策者，遵循類似之規範進行決策 。

因此 ， 民主國家決策者將期待另一民主國家決策者 ，依據民主規範處理衝

突。

( 2 ) 對民主國家而言，妥協和非暴力原已經成為處理國內銜突之政治規範 。 但

是 ， 對非民主國家而言 ，使用暴力解決國內政治衝突，仍為常見手段 。因

此，當面對國際衝突時，不論民主閥家或威權國家 ，仍將依各自國內政治

規範行動 。 所以，民主國家間之武裝衝突機率較低，而非民主國家間或民

註(ID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New York : Cos imo, ln仁 .2005 ) 

點@ Michael W. Doyle. Ways 01 War αnd Peace: Real凹'1 ， L泊的 a{is帆 and Socialism (New York: Norton , 1997) , 

p.257 

詮@ 朱雪瑛， r民主和平論之分析與美國推廣民主戰略 J . 聾，曙民主季刊， 第 2 卷第 l 期 ( 2005 年 3

月 ) ， 頁 143- 144 .

詮@ Bruce M. Russett , Grasping Ihe democralic peace: Principles far a pos f-Cold War world ( PrÎnceton 

Princel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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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與非民主國家悶，武裝衝突機率較高 。

2 結梢/制度性模型

( 1 ) 國內政治結構和制度設計，必定對該國之決策過程形成限制。同時 ， 決策

者也將期待受限於相似制度設計或政治結稿之他國決策者 ， 在類似之決策

過程中進行決策 。因此，民主國家決策者將期待另一民主國家決策者 ，也

受制於分權制衡與尋求民意支持的決策過程 。

( 2 ) 對民主國家而言，分權希IJ衡之制度設計與公共辯論尋求支持的政治過程，

使得大規模使用武力的限制大幅提高。但是 ， 對非民主國家而言 ， 大規模

使用武力之限制，明顯低於民主國家。所以，民主國家間之武裝衝突機率

較怔 ， 而非民主國家間或民主與非民主國家間，武裝衝突機率較高。

即使 Russet 的歸納獲得廣泛的認同，但是. Russet 的理論卻忽略了兩個重要的基

本問題 第一 、如何定義民主與非民主政體，而不流於康德模式的主觀?第二 、除了

文化規範和制度限制，如何看待政治權力結構於決策過程中的影響? Bueno de 

Mesquita 等認為透過分析選擇者團體和獲勝聯盟 (the s iz es of selectorate and w innin g 

coalition) 的大小，不但百I以解決如何分類民主和非民主政悔的問題 ，也可以將權力結

楷囡素，納入決策過程之分析 。 J3'選擇者的定義，是指具備選擇下任領導人權力的人

物 。 一般在民主國家是選民，但在威權政體通常是政治菁英 。 而獲勝聯盟則意指獲得

執政權所需之支持對象為何。在民主國家 ， 為大多數選民 ﹒ 但在威權國家，則是特定

階級或特定闢艘。 一般而言 ， 非民主政體之選擇者團體和獲勝聯自身較小 ， 而民主關家

之選擇者團體和獲勝聯盟較大 。 這兩種政體的不同特色 ， 也影響著決策者之執政策

略 。對非民主政體而言 ， 自於選擇者和獲勝聯躍較小 ， 只需爭取特定對象之支持 tlP

司，因此決策者傾向提供特定利益以討好特定團體，同時決策者所受限制較小。但

是 ， 對民主政體而言， 決策者傾向提供公共財 ， 以提升整體公共利益 ， 因為無法僅討

好特定團體或對象 ， 其所受限制亦較大。 1 1 i負句詞說 . Mesquita 等直接利用犧力結悄作

為制度指標的方法，進一步議研究者避免民主/非民主政體分類的主觀性問題，同

時，將權力結精納入分析，解決了威權政體制度不透明或制度僅為形式↑生存在的問

題 o 但是 Mesquita 等理論 ，仍然無法完全解決第一個問題 如何定義民主與非民主政

體 。 選擇者固體和獲勝聯盟雖然可以解釋決策者所受之限制，但是，這兩項指標本身

就無法清楚定義。首先，要涵蓋多少人民在選擇者團體中. 7可司以稱作民主政體?

Robert Dahl 認為民主政體之選舉，應該包含所有成年公民 (inc1 u s ion of adults) 。依此

定義，許多傳統認為之民主政體之典範，都將被排除，比如古希!您時代之雅典、排除

婦女參政權的瑞士 。 ' 15再者 ， 即使選民和選舉對於威權政體決策仍有一定程度之影響，

~-t 1~ 1 Bruce Bueno de Mesqui間、 et a l. . "An J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o f th e Democrat ic Peace ," Tlu.' 11m的 fC(1f1

Po /i tical Sciem.:e Rev;ew. Vo l. 93 , No. 4 (Dcccmber, 1999) , pp. 791 - 807 

t.l 且 Mesquit a ， et a l., "A n lnstituli onal Exp lan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cace," pp. 793- 794 

且主 J5 Roberl D.h l. Polya阿hy: parlÎcipolÎon and oppos川。n (N ew Havcn: Yal e Univ. Press , 197 1 ); Robert Dal汁 ，

On democracy (New Haven: Ya le University Press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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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依本文之研究目的，選民團體大小並無法幫助我們進一步區分非民主政體，甚至

單一政黨政體 ， 來解釋其武裝衝突模式 。 E最後，民主政體內 ，難道不存在影響外交政

策之特定階級和團體?例如「猶太遊說國」對於美國中東戰略的影響? @

此外 ， 民主和平研究f盡管已經清楚說明民主和平現象的成因 ， Dan Reiter 和 A ll an

Stam 認為制度性和文化性的限制並不直接產生民主和平的現象 ，而是因為這些文化性

和制度性特色使得民主國家具備較佳之 「戰爭能力 J (war capability) ，使得與民主國家

產生衝突 ，將導致高度風險。且換句話說， Reiter 和 Stam 認為在制度性和文化性限制

( 自變項 ) 和武裝衝突 ( 依變工頁 ) 之間，應該加上戰爭能力作為中介變項。民主國家

的較佳戰爭能力，來自兩方面 : IID 

l 較佳之戰前評估能力 因為自由的媒體環境 ， 使得決策者得以獲得較多的資

訊，不致於遭到蒙蔽。同時，因為責任政治原則，使得決策者必須準確評估戰

爭的成敗。

2 較佳之軍事素質 因為文人掌握軍隊的原則 ， 使得民主國家軍隊之專業化素質

較高。同時 ，由於民主國家普遍擁有較佳的人力素質 ，連帶也提高士兵的素

質 。

歸納而言， Reiter 和 Stam 的研究，提供了兩項可貴的指標來分析某一政體的戰爭

能力 透明度和軍隊的專業程度 o 這樣的研究成果 ，雖有助於建立民主與非民主政體

戰爭能力的指標 ， 但是，如果將非民主政體進一步細分，則不同非民主政體間的能力

是否能依此兩項指標加以比較? 例如共黨國家與與非共識之單一政黨國家之戰前評估

能力與軍事素質何者為高?這一部分 ， 目前學界尚無明確之質證研究成果。

總結而言，從自由主義到民主和平論，這些研究已經說明透過共萃的信念規範、

國內政治的制度結惜限制和不同的戰爭能力 ， 將導致不同的政體類型產出不同之外交

行為模式。民主和平研究之價值之一即是 ，設明政體類型得以作為影響國際武裝衝突

之自變項。然而 ，如何將政體清楚分類，則是民主和平論研究 直無法克服的問題 。

如果政體類型的確是彩響國際衝突之重嬰變項，那麼各種非民主政體的不同特色，亦

有可能導致不同的國際行為模式。因此 ， 進一步將非民主類型加以分類 ，即成為必然

應該加以努力的方向。 Doyle 、 Russet 、 Mesquita 等之研究成果 ，僅是籠統地將政體型

分類為民主與非民主，並探討民主政體間的和平機制 。這樣能統二分法之上的推論，

或許說明了民主和平的機制，但是並做法進一步對威權政體間的武裝衝突行為或是

「獨裁和平」現象進行解釋。換句話說，民主和平研究之分類明顯忽略在非民主政體

註Q6， 1，倒於選舉和選民在成做政體中之角色和影響，請參見 Jenn ifer Gandhi and ElIen Lust-Okar, "ElectÎons 

Under A uthoritariani s眠 ， Annual Reνiew 0/ Poliliclll Science , Vo l. 12, No. I ( June. 2009 ). pp. 403- 422; 

Stc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 Comp叫iliνe Authorilarianism 的，b，.id Reg imes after the Co 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 ity Press. 20 I 0) 

2主 11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 The Israel Lobby Qnd u.s. Foreign PoJicy (London: Macmill an 

2008 ) 

自主 J!> Dan Reiter and AlIan C. Stam , Democracies al IVQr ( Princc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2002) 

吉主<19， Reiter and Stam, Democrac i的圳、叫11"， pp. , 0-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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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之中，仍有許多不同之政體類型 。 此一局限同時也使得研究者質疑民主和平論能

否適用於解釋威權政體間的行為模式。例如 Russet 的 「規範性模型」與「制度性模

型」是否能有效解釋威權政體間的武裝衝突機率? 此一領域 ， 目前仍未被學界加以關

注。

二、非民主政體之分組與研究

如果欲全面探究政體類型和國際衝突悶的因果關係，那麼，研究者就不應忽略對

於非民主政體類型之研究 。 f盡管民主和平研究己就政體類型和 l劃際武裝衝突機率之間

的關係和因果機制 ， 進行許多分析，並且提出不少值得信服的理論 。 但是，民主和平

研究的分析 ，卻大多集中在探討「民主 vs 民主」、 「民主 vs 非民主J 兩種配對 。 換句

話說，由於傳統民主和平研究缺乏對於非民主政體問 ( 非民主的非民主 ) 的探究 ， 使

得目前學界對於非民主政體問之武裝衝突機率和因果機制仍然十分陌生。

Peceny 等之研究將非民主政體閑之差異作為自變頃 ， 並探討其制度性和文化性限

制，以及戰爭能力的差異 ， 以分析威權政體差異與國際武裝衝突之關係 o 心透過將非民

主政體區分為三類。個人政體 (person a li s ti c regime) 、軍事故體 (mili tary regime) 、單

一政黨政體 (single party reg im e ) ， 再比較其與民主政體之武裝衝突機率， Peceny 等之

分析，司歸納如下 l2V 

l 相同政體類型之配對 (homogenous dyads) 之武裝衝突機率較低 如果將所有政

體僅分類為民主和非民主兩類 ， 貝IJ不僅民主政體配對 ( 民主閻家 vs.民主國家 )

之武裝衝突機率較低，非民主政體配對 ( 非民主國家 vs 非民主國家 ) 之武裝街

癸機存亦較低 。

2.基於共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 ，使得單一政黨政體配對之武裝衝突機率

較低 如果將非民主政體區分上述為三類 ， 貝IJ僅有單一政黨政鰻配對 ( 單一政

黨威權國家 vs. Jj但一政黨威權闋家 ) 的武裝衝突機率較低，個人政體與軍事故體

類型對國際武裝衝突之影響，並不顯著。 {涅J

事實上，本文認為 Pece ny 等的第二點結論司能是有問題的，甚至是無法成立的。

因為他們將單一政黨政體與銜突機率之負向關係，在未經實證檢驗的情況下，即倉促

地將此一現象歸因於政體問彼此共享之意識形態，特別是共產關家間共享之馬克思列

寧主義意識形態。 必第一、 Peceny 等之研究設計 ， 自始便忽略舉一政草草政闊的意識形

態差異 ， 所以，即便統計數據支持「學一政黨政體與衝突機率之負相翩」現象，但

是 ， 直接歸因為「規範性成因」顯然過於倉促 。 第二、在經驗上，客觀現質也不支持

推卸 Peceny . Beer, and Shanllo t1 Sa n c h ez-Te rry ， 心叫at肘ial Peace'?" 

:tt: \且 Pecen y. Beer, and Shannon Sa n c h阻-Te rry， " 0叫a tor ial Pe ::J ce?" p. 20 

註世l 很據 Pcceny 等的迴歸分析﹒雖然個人政體對武裝衝突機率之關係府正翩翩 市市政l1'il與武裝衝突機來

為具相闕 ， 但兩者皆未達統計之隔著傑啦 。 l收單一政黨政體典禮I央機率之自相關 ﹒ 迫 )!IJ顯著一標車 ﹒

Mark Peceny, Caroline C. Becr. and Shunnon S<l nchez-Terry. ‘Dictatorial Peace小 p.24

2主自 Pcccny. Beer. and Shannon Sanchez-Tcrry. "D ictatorial PcaceT哩 pp . 19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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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eny 等之研究設計 。十分明顯地， Penceny 等遣將共產主義國家政黨國家

(communist party-state) 模型視為所有的單一政黨體制國家的基本模式，方才得出共

享意識形態導致低衝突機擎的結論 。但是 ，十分弔詭地， 經進一步檢視 ， Peceny 等的

分類定義中 ， 並末將意識形態納入分類標準之中。這導致了在其研究中，與其結論明

顯街突的案例﹒臺灣與中國大陸 。 望海兩岸自 1949 年起，即各自屬於單一政黨政體，

但是 ， 這兩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卻是南轅北轍 ， 甚至曾經進行武裝衝突 。 rzt因此，在

Peceny 等的研究中，特別將 INo Taiwan J 列為控制變項，特別進行獨立之迴歸分析，

以證明其論點依舊成立 。@然而，將蓋灣列為控制變項並不能解決在 Peceny 等所定義

之單一政黨政體過於概括的問題，例如墨西哥 ( 1 929-2000 年 ) ，馬來西亞( 1 957 年至

令 ) 、象牙海岸 ( 1 960-1 999 年) ，皆被定義為單一政黨體制國家，卻難以想像上述國家

與共產主義國家分享共同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 總結而言，如欲驗證 Peceny 等之「共

享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導致較低武裝衝突機率」假設，必須對原有之研究設計，重新儉

討 。

總結而言，經過民主和平研究的努力和近年對於非民主類型的研究，關於政體類

型和武裝衝突機率闊的因果關係，學者總計提出四個面向的成因分析 制度性限制、

透明度、戰爭能力以及共享的信念規範 。 Peceny 等的貢獻，主要在將研究觸角深入威

權政體，探討其可能性 。 但是 ， 本文認為 ， Peceny 等對於單一政黨政體配對之低武裝

街突現象所提出的假設 ，過於武斷 。 因為其分類，並未參考比較政治領域中 ， 意識形

態對政體類型分類影響之相關研究 ， 所以，本文認為應該再針對單一政黨政體加以細

分後 ，再次驗證其假設是否成立 ，以求精值。

參、假設與理論

本文主要透過政體類型再分類的方式 ， 對 Peceny 等之研究設計進行修正 ， 並重復

其統計方法 ，驗證其意識形態假設 。事實上，對於 Peceny 等之 「共享馬列主義意識形

態導致較低武裝衝突機率」假設的驗證，某種程度也是對於 Russet 的「規範性成因」

模型 ， 能否適用於獨裁政體間的低度衝突現象的一種實證檢驗 。 所以，在研究設計修

改部分，既然傳統分類 ( 單一政黨、軍事、個人政體 ) 無法清楚表達意誠形態之差

異 ，貝IJ應將學一政黨政體再加以細分，以求全面。同時，本文對於意識形態是否影響

獨裁政體問武裝衝突機率之影響，並無立場 。 所有之理論和假設，都是建立在 假定

Peceny 等之假設為真之前提下。因此，如果實證檢驗拒絕本文推導之假設 ，即代表

peceny 之假設無法成立。

社(砂 關於塾灣與中間的政體類型定義與特性，請參見林佳能與邱澤奇編，兩岸.團體時IJ與民主發展(草

北新自然主義出版社 ﹒ 1 999 年 )

~t QI Peceny , Beer, and Sbannon Sanchcz-Terry. "Diclatoria l PeaccT pp. 2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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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憲議形態影響的理論與現實

如欲探討「規範性成因 J 假設 ( 同時也是 Peceny 等對學一政體問衝突機率的假

設 ) ，則必須 先回答兩個問題 。 首先，在國際政治中，共享意誠形態外化

( ex ternalize ) 為行為規範 (norm) 之效果 ， 是否存在?其次 ， 獨裁政體間的低武裝街

突機率，是否是意識形態所導致?

共享意識形態外化為行為規範之效果，是否存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槽主義

(constructivism) ，明確主張意識形態、共享之文化或規範對於「國家的本質」、 「個人

的定義」等基本認知問題的詮釋，是建偽國家和決策者行為原則的重要因素。 $， Martha 

Finnemore 也曾經分析過+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國家債務不得以武力干預收取」

(the norm of non-intervention for forcib le debt-collection) 的國際規範如何形成，來說

明認知對軍事干預行為的影響。 車而建惜主義雖然將意識形態或規範 ( norm ) 作為重

要變項 ，但是 ， 意識形態能否真的發揮作用，並且由誰來加以執行?這樣的質疑，是

建構主義者無法迴避的問題 。 Amitav Acharya 認為國際規能必須透過各國之政治菁英

加以「地方化 J (Iocali zati on) 後，才能落實 。祖 Acharya 同時也認為地方菁英必非只有

接受或拒絕兩種選項，相反地 ， 大多數情況是基於理性考量 ，將國際規範與地方規範

力Il以調和 ( h armoni zation ) 以達到雙廠的效果 。 因此， 意識形態的作用， 基本上是透

過各國的政治菁英來發揮作用，如果菁英之間進一步能形成網絡，則功效將更加強

大 。 Peter H aas 認為現代閥際社會已經在各個議題領域 (i ssue areas ) 形成跨國政策網

絡 ，稱之為「菁英社群J (epi s temic community) 。現i而菁英社群的運作機制 ， 可以為共

享之意識形態和專業知誠如何影響外交行為 ， 提供說明和解釋 ，並提供某種程度的預

測能力 。 Haas 認為菁英社群將透過以下四種方式，影響政策產出:酒，

1 .共享的規範性信念-建惜以價值為基礎的行動原則 。

2.共享的因果性觀念 建立各種政策不[]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且指險因果關係

中的本質問題為何 。

3 分享的效度 ( va l idity ) 概念 建立標準用以評斷決策過程中之相關知識或手段

是否正當、有效 。

4 形成政策產出單位 :利用共同知識參與政策制定，並產出自信有利於全體福祉

之政策 。

了1: 3l Martha F i nncmo悶 "Norms. culture, and wor ld politics: insights from soc io logy's institutiona lism. 

IlJIerl/afÎο1/01 organizalio l1. Vo l. 50, No. 2 ( 1996) , pp. 325- 347 

在首 Martha F 自 nn emorc. The Purpose o/In/的呵nrion: Chαnging Beliψ abοuf the Use 01 Force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3) , chap. 2 

，11:2島 Amitav Acharya,‘How Idcas Spread: Whose Norms Maller? Norm Localiza tion and lnsti tutiona l Change in 

Asian Rcg i ona l時叭 IlIlerll。ω11(110rganÎzα110叫 Vo l. 58 , No. 2 (2004) , pp. 239- 275 

在路 Peter M. Hnas , " llllroduction : Ep閃閃mic Communitics and lnternati ona l Policy Coordinati叭，" Inlern叫;onol

0，缸m;zatioll. Vo l. 46, No. I ( 1992) , pp. 1- 35 

司主扭 Haas. " Jnt rodUclion: Epislt.~ mic Comm 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 inat ion ,"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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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s 的概念，有利於解釋具備相同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之共黨菁英在外交決策過程

中的可能行為。基於共黨極權政體的政黨壟斷特性 ， 使得各國共黨菁英成為唯一具備

「馬列主義專業知識」的群體 。 同時，菁英社群所隱含之專家引導政策模式 ，也某種

程度賦予蘇聯共黨的領導角色 。 因為出於蘇聯共黨對於馬列主義詮釋權的獨占 ，使得

蘇聯得以對各個共產國家 ， 扮演「老大哥」的角色。如果結合傳統的民主和平研究的

四項成因 ( 制度性限制、透明度、戰爭能力、共享的信念規範 ) ，共黨政體間的意識形

態導致低武裝衝突機率之機制企1]下

l 透明度和共亭的信念規範兩因素合而為一 ， 基於共辜的意識形態 ， 使得具備各

國共黨菁英決策 ， 存在某種程度的透明性 o

2 除非有權力結槽的重大改變，否則一般的外交決策 ，不太可能脫離意識形態的

規範，尤其在共黨菁英需要意識形態作為執政合法性來源的情況下。

3 .基於共享的意識形態， 共黨國家具備類似之文武制度與決策過程 。

因此，由 Finnemore 、 Acharya 的學說可知，意識形態指導政策之可能性 ， 確實存

在 ， Haas 的學說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共黨政飽問低武裝衝突機率之「規範性成因」 。基

本上， Finnemore 的理論是建立在少數軍事、人道干預案例上，而 Achary 和 Haas 的理

論則是奠基於透過區域整合案例之上，這些學者的案例都沒有觸及全面性武裝衝突的

領域 。 擻句話說，意識形態指導政策之效果 ，是否依舊成立?本文亦將透過統計方法

進行驗證 。

其次 ， 獨裁政體間，是否有意識形態降低衝突之前能?如果不將獨裁政體進行區

分 ， Rosato 認為獨裁政體迴避戰爭的動機，基本上是建立在成本利益分析的理性考

量，與共享意識形態規範無關。 Rosato 明確主張 ， 戰爭的巨大經濟成本和避免國內發

生政治社會變革，兩者是獨裁統治者傾向迴避武裝衝突或戰爭的主因。 。如果說，前述

的建橋主義機制是建立在「怎樣才適當」的邏輯 (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 之上，

那麼， Rosato 則與之相反 ，獨裁政體的考壘，明顯應屬於一種理性「利弊分析」的因

果邏緝 令he logic of consequence ) 。所以 ， 依 Rosato 之邏輯 ， 獨裁政權間的低武裝街

突現象，並非 「規範性成因」的影響。

如將獨裁政體再加細分為「單一政黨」、「軍事」、「個人」類型，根據 Peceny 等之

研究，軍事政體配對和個人型政體配對的低武裝衝突機率未達統計顯著性。因此 ， 除

了單一政黨政體之外 ， 軍事政體和個人型政體問並無低武裝衝突機率之現象。 (Ø過往研

究雖然指出軍事政體和個人型政體雖然共同具備 「維持閻內安全優先」的政策偏好，

但都是出於「保障政權存續」的成本分析考壺，並非源於共同的意識形態基礎。依據

Michael Sto hl 和 George A. Lopez 針對 1 960 和 1970 年代拉丁美洲軍事政權的研究 ， 軍

事政體對於威權統治合法性之論述 ，常建立在因為國家正面對危機，所以必須維持軍

事政權統治 ，方能渡過危機，而反對勢力存在不利於國家面對危機，因此必須加以鎮

說 31 Sebastian Rosato. "The Flawed Logic of Democratic Peace Thcory ," AmericclIJ Polilical Scieflce Review, Vol 

97. No. 4 (2003). pp. 585- 602 

3主l! Peceny, Beer, and Shannon Sanchez. Terry, "Dictatorial Peace?" pp. 18- 1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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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 。 ' ll個人型政體而言 ，依據 Robert J ackson t日 Carl Rosberg 對非洲威權國家的研究，

出於維持政權之需要 ， 統治者必須隨時防備來自內部的軍事或人民政變 ， 因此，軍事

資源優先用於國內安全也成為共同現象。做此兩種政體 ， 因為軍隊之任務在內部鎮壓，

所以 ， 普遍缺乏社會支持和良好裝備進行外部戰爭。同時此一迴避衝突行為 ，也是獨

裁者的理性考量之一 ， 因為沒有外部衝突 ， 獨裁者亦無需因戰爭失敗遭致人民反對抗l

暴動。:lì*宗上所說，過往研究已經基本排除獨裁政體問低武裝衝突的「規範性成因」影

響 ， 尤其是軍事故總配對和個人型政體配對間。但是，針對單一政黨配對部分，貝IJ無

法催定是否有規能性成因之影響，因為 Peceny 的結果點出了單一政黨政體配對間意識

形態影響的可能性。墓於此 ， 本文擬針對單一政黨政體類型進行細分 ， 以確認單一政

黨政體配對的低衝突現象，是否是受到共享意識形態的制約。

二、周權政體分額的影響

如何準准將威權政體力日以分類 7 此一問題長期是比較政治中的重要的研究課題。

過去比較政治學界嘗試將威權政體加以分類的目的，大部分是為了民主化研究的需

要。但是，這樣的分類標準 ， 如果要運用於國際關係領域的武裝衝突機率 ， 貝IJ對於威

權政體分類的標準與操作化定義，應該進一步檢視，而非直接適用 。

Peceny 等之威權政體分類，是沿用 Barbara Geddes 在研究威權政體的崩潰存活機

率時的分類 。 Geddes 將威權政體區分為三類 (個人型政體、軍事政體 、學一政黨政

體) ， 並預測其生存機率和轉型途徑。 @事實上 ， 民主化研究之所以會對政體類型分類

感到興趣 ， 其原因在於民主化研究者皆假設 。 一個國家在轉型前的政體類型將會影響

其轉型時所能選擇的途徑與方式 ， 因為不同政體類型代表不同之政治結憶和國家能

力。 Geddes 的分類標準是建立在三張問題清單之上 ， 每張清單上都有十三3!IJ -卡五個問

題 。 這些問題清單司以視為 Geddes 對上述三種政體的操作型定義，主要集中在某一政

體之權力結惜、領導方式、制度設計在l安排之上。 13!J如果某一政體在軍事故體講學上得

分最高 ( 符合最多項該清單特色) ， 則歸類為軍事政體 。如欲進一步知悉 Gedde 的問題

清單 ， 可參見其 2003 年之著作 Paradig m s and Sand Cas tles 。經歸納後 ， Geddes 對三

種威權政體之定義如表 l

自主 r~J Michae l Stoh l and George A Lopez, Governme川 的。lence and R叮日ression : An Agenda戶，. R叫叫 ch (N ew 

York : Greenwood Press , 1986 ) , p. 76 

設 '3v Robert H. Jack son and Carl G. Ros be r且 • Personal ru/e ;n black Africa: pr ince. GufOCral, prophel, Iy ranl 

( Berke ley: Un iversity o f Cali forn ia Press , 1982 ) , pp . 32~38 

註;fi ! Stani s lav A ndre咐 ， "On the peacefu l di spos it ion o f mi litary dî ctatorshi ps ," JO llrnal o[Slra legic Sludies. Vo l 

3 , No. J (Dec., 1 9 日 0 ). pp. 3- 10 

3主 x，' 8arbara Gedd口，“Autho rita rÎan breakdown: Empirica l test of a game theoreti c argument, " presented for 

American Po /i rical Science Associ。“Ofl Me叫ing ( Atlanta: American Political Sci c:ncc Associa tion. Scptcmber 

1999 ) 

註 j{ 1 Barbara Geddes, Paradigms and sand cast!es : Theol)' bui/di l1g {l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α f ive polifics 

( Ann Arbor: Unive rs ity of 恥tic h唱an Prcss. 2003 ) , pp . 225- 2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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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eddes 的非民主政體分類

類型 | 定義

軍事政體 |由軍官團決定統治者，且軍官圈具備某種程度之政策影響力。

個人型政體 |所有進入政治領域的機會，政治人物在位與否，大部分取決於特定領袖的考量。

單一政黨政體 |單一政黨掌握所有進入政治領域之機會，並掌握政策制定 。其他政黨可能合法存在。

資料來源 8arbara Geddes , “ Authori tarian breakdown: Emp汀ica l Test 0 1' a Game Theoreti c Argument ," p. 7 

根據 Juan L i nz 的研究經驗，學界對於非民主政體的分類，最初是為了區別位於兩

個極端 ( 共產極權政體與民主政體 ) 之悶的其他非民主政體類型 。@事實上 ， 冷戰期

間，對於非民主國家的研究+分錢行 。但是 ， 除了共黨國家與民主國家兩個理想型之

外，其他非民主國家該如何定位、分類。畢竟，這些國家與共黨國家明顯有所差異。

因此，後來 Juan Linz 和 AJfred Stepan 利用政治多元主義、意識形態、政治動員和領導

模式，四項指標將非民主政體分類為三大類:威權政體、極權政體、蘇丹式政髓 ， 並

用以預測其轉型路徑 ( 如表 2 ) 0 :j9) 

表 2 Li nz 和 Stepan 的非民主政體分類

多π主義 意識形態 政治動員 領導模式

有限度的多兀主義， 無， 若有僅在特定階 與傳統菁英團體合作

威犧政體 但並未發展為責任政無 段 統治

治

不存在 完整之烏托邦式意識 前強度與廣度的政治 依賴政黨墾斷之管道

極憎政體 形態，作為政策指導 動員 ，以及對政黨意識形

態的依從

蘇丹式政體
國家平預行為，難以 個人意志 低，偶有可能 高度依賴領袖

預測

資料來源 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0/ dénlocraric tr.削sition and consοlida t ion ， pp. 44- 45 

對於民主和平研究來說，政體類型也是非常重要的變項 。 同時 ， 民主和平研究與

民主化研究實際上分享相同的基本假設 不同政體類型代表不同之政治結構和國家能

力。但是，不同的分類指標 ， 可能導致分類的不完全 ， 進而導致推論的錯誤，因此，

有必要比較不同的分類方式。我們可以發現 Geddes 的分類完全只著重在政治過程 ， 尤

其是影響決策過程之部分。這樣的取向 ， 可能與她的理性博奕分析途徑有關。而 Linz

和 Stepan 的分類，則屬於結構取向 ， 由社會、制度的面向著手進行分類 。經過比較之

後，兩者皆有個人型政體 ( 蘇丹式政體 ) ，而 Geddes 的軍事政體與 Linz 和 Stepan 之威

權政體基本上並不衝突，而且 Linz 和 Stepan 的確將軍事政體歸類為威權政體 。 但是，

註噶) Juan Jose Linz and A Ifred C. Stepan , Problems 0/ democra tlc trans山011 and consoJid，叫on ( London: JHU 

Press, 1996 ), p. 38 

註 0.9> Linz 與 Stp an 原有「後極憎肢體」之分頰，但本文傾向將後極惜政體視為擾總政憫 。 本文之間的不征

於明確分類非民主政體，以研究其轉型途徑 ﹒ 本文之主要目的在觀無意識形態對於政飽問試裝衝突機

率之影響，因此 ， 既然後極犧肢體與樞惜政體同時具備意論形態作為政策指導之特色， g~無必要加l以

明悔區分 。 L i n z and Stepan , Problems 0/ democralic Irans州仰削d conso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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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ddes 的單一政:黨政體 ， 卻無法完全與 Linz jf日 Stepan 的極權政體分類定義相符，因

為 Geddes 並末將意識形態列為分類指標 。 換言之， Geddes 忽略了意識形態可能發揮

之「政策指導」作用。本文之目的，在驗證共有意識形態是否對單 政黨政體問武裝

街突機率產生影響。因此 ， 合理的研究設計應該是，維持 Gedd凹 的基本分類，但是利

用 Linz 和 Stepa n 的概念，將單一政黨政體再進行分類。 換句話說，本文準備將單一政

黨政體分為兩大類: I共產主義式政主義國家政體」與 「非共產主義式政黨國家政體」。

而其分類傑準為 「是否具備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策指導依據? J 

進一步將單 政縣政體區分為「共產主義式政黨國家政體」與「非共產主義式政

黨國家政體」之後 ( 請參見表 3 ) ，單一政黨政體問之意識形態假設，顯然有重新商榷

之必要。依 Peceny 等之立論，在各種非民主政體類型之間，只有單一政黨政體問因為

共享意識形態，導致武裝衝突機率較低，而且該共享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

依據表 3' 42 個單一政黨政體中，有 1 8 個不是「共產主義式政黨國家政體」。換句話

說，這 1 8 個國家並未與其他 24 個共產國家，共享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表 3 單一政黨政體列表

單政i緣政體類型 國家

尼j氾拉瓜 ( 1 979-90) 、 東德 ( 1 945-90 ) 、波蘭 ( 1 947-89 ) 、匈牙利 ( 1 949-90 ) 、捷克

( 1 948-90) 、阿爾巴尼亞 ( 1946-9 1 ) 、南斯拉夫( 1 945-89) 、保加利亞 ( 1 947-90 ) 、

共產主義式 羅馬尼亞 ( 1 945 -90 ) 、俄維斯 ( 19 17-9 1 )、 馬利 ( 1 960-68) 、 坦尚尼亞 ( 1 964- ) 、安

政黨國家政體 哥拉 ( 1 976- ) 、倫比亞 ( 1 964-9 1) 、辛巴威 ( 1 979-) 、南葉門 ( 1 967 -90 ) 、阿富汗

( 1 979-92) 、中國 ( 1 949-) 、北串串( 1 948- ) 、寮國 ( 1 975-) 、越南 ( 1 954-) 、東 Íílì

樂 ( 1 975-90) 、衣索比亞 ( 199 卜) 、幾內亞比索( 1974-80 ) 

墨西哥 ( 1 929-2ω0 ) 、鑫內加爾 ( 1960-2000 ) 、尼日 (1 960-74 ) 、象牙海岸 (1960-99 ) 、

非共產主義式
幾內放 ( 1 958 - 84) 、獅子山 ( 1968-92) 、喀麥隆 ( 1 96 1 -83 ) 、肯亞 ( 1 963- ) 、 E寶安達

政黨國家政體
(1962-73 ) 、莫三鼻克 ( 1 975-) 、波札那 ( 1 966- )、 馬達伯斯加 ( 1 960-72 ) 、突尼西

亞 ( 1 957-) 、 土耳其 ( 1 923 -46 ) 、臺灣 ( 1 949-2000 ) 、馬來西弦 ( 1 957-) 、新加坡 (

1 965- ) 、波利維亞 ( 1952-64) 

i桔紅 此表內之國家﹒整理自 Di c lalO ria l Peace 資料庫中歸類f&l'/l.一政黨政惚之國家 。

就非共產主義式政黨國家政體而言， Linz 和 Stepan 的分類已經明白閻明 如將

「非共產主義式政黨國家政體」歸類為威權政體，此種政體並不依賴意識形態 ， 作為

合法性來源和政策指導依據。依據 Linz 和 Stepan 的理論 ， 大部分之非共產主義式政黨

國家政體叮以歸類為威權政體類型 ， 臺灣、墨西哥、馬來西亞可為顯例。一般來說，

威權政體通常傾向避免政治動員，以免失控的政治運動轉變為反政府運動或民族主義

運動 ， 而危及威權政體的生存 o 另外 ， 就多元主義和領導模式的觀點，威權政體傾向

與地方菁英合作，以維繫其統治。更重要的是，威權政體缺乏明確意識形態，作為政

策指導依據。就現實案例來說，我們也難從上列非共產主義式政黨閻家政體中，歸類

出任何共享之意識形態，也因此，本文認為非共產主義式政黨國家政體間不可能具備

如 Haas 所歸納之決策特色 o 總結而言，經過上述理論耙梳，本文認為單 政黨政體類

型中，只有共產主義式故黨國家政體問享有共享意識形態，非共產主義式政黨國家政

體間不存在任何形式之共享賞識形態，尤其是具備政策指導功能之意識形態。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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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Peceny 等關於意識形態導致單一政黨政體間低戰爭機率的主張為真 共享的意識

形態是單一政黨政體間低戰爭機率的原因 。 因為缺乏共享之意識形態，非共產主義式

政黨國家政體問(包括非共產單一政黨國家 vs 非共產單一政黨國家，以及非共產單一

政黨國家呵。共產主義國家兩種組合 ) ，應該傾向產生較高之武裝衝突機率。總結而

言，共享意識形態機制與各種配對組合開武裝衝突機率之關係 ，可參見表 4 。

表 4 各政體配對間之試裝街突可能性

意識形態或共享恩維

民主政體配對
依鐵民主和平研究，因共享自由主義文化，武裝衝突機率低。

(民主vs 民主 )

個人式政體配對 依Peceny等之研究，雖共享「防止內部政變」之因果邏輯，但非意

(個人vs 個人) 識形態，且未達統計顯著傑準 。

軍事政體配對 依Peceny等之研究，雖共享「維護國內安全優先」之因果邏輯，但
(軍事vs 軍事) 非意識形態，且未達統計顯著標準。

共產主義政黨國家配對 依Peceny等之研究，因共享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 所以武裝衝突機率

(共產vs 共產) 較低。

非共產主義政黨國家配對
依本文推論，難以歸類出任何共享之意識形態。假定Peceny等之假

( 共產vs 非共產、非共產vdF共產 )
設為真 ，貝IJ武裝衝突機率應該高於共產主義政黨國家配對 ( 共產vs

共產 ) 。

資料庫來源 作者自毀 。

基本上，本文之目的在驗詣，如果將單一政黨政體進一步區分為共產主義政黨國

家政體和非共產政黨國家政體後， Peceny 等主張之馬列主義導致單一政黨政體間低武

裝街突機率假設是否依然成立。此一驗證，同時也議我們也得以進一步檢證 Russet 的

「規範↑生成因」模型，能否適用於獨裁政體闊的低度銜突現象。由理論出發，本文發

現，許多學者主張獨裁國家間的低武裝衝突機率，基本上是一種理性的利弊分析 ， 並

非規範性成間 ，例如共享意識形態的影響。但是， Peceny 的研究結論，某種程度挑戰

了此一觀念，因為單一政黨政體間，的值有共軍意識形態 ( 馬列主義 ) 發揮影響力之

空間。為了驗證此一潛在的理論衝突， 只有進一步依意識形態對學一政黨政體進行分

類。透過對威權政體分類學的檢視和應用，以馬列主義作為指標再分類後，本文認

為，非共產主義式政黨國家政體間不存在任何形式之共享意識形態，尤其是具備政策

指導功能之意識形態。基於此，本文的假設立日下

在假定 Peceny 等之假設為真之前提下

如采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是影響武裝街突程度的主要關鍵， ;f目較 z于非共產

主義政黨國家配對(非共產 vs 非共產、非共產 vs 共產) ，共產主義政黨國家

由己對(共產呵。共產)將較不可能進行武裝街突，武裝街突程度較低 。

本文之目的在驗證 Peceny 等之假設，因此，應該以複製原有研究設計為原則，所

以，本文將大體沿用舊有之研究設計與方法，研究時限為 1945 年到 1 994 年。在研究

設計部分，本文近一步將單一政黨政體分類為「共產主義政黨國家」、「非共產主義政



學一政黨威權政體悶和平量僅因之前榷 的

主法國家 J 0 Peceny 等對單一政敵政體之定義，多集中在政黨國家 (pa rty-s ta te system) 

的制度性特色 ，例如具備運作功能的地方黨部 ， 或是壟斷高層政治職位的機會等等。

本文將針對學一政黨政體進行再分類。分類之標準為 ﹒( 二題中任一題為 yes '則視為

「共產主義政黨國家 J )

1. I統治改煞是否為共產主在或左翼政結? J 
2. I是否有官方文件或政策聲明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策指導依據 今」

在研究方法部分 ， Peceny 等應用「多變量 log it 迴歸 J (multi vari ate log it 

regress ion ) 對假設進行檢驗。由於戰爭銜突資料普遍同時具備時間序列、橫斷、依變

項為 二元變項之特性 (time seri es-cross-section w ith binary dependent variabl e, 

BTSCS ) ， 學界普遍運用「多變量 log it 迴歸」進行分析。同時 ， Nathanie l Beck 、

Jo nathan Katz 和 Richard Tucke r 更近一步在方法論上 ， 對同時具備時間序列、橫斷、依

變項為二元變項之統計分析 ，建立修正模型 ， 供研究者運用。 JO'本文將採用與 Peceny

等相同之修正模型 (Iog it spline ) ， 以利於比較本文與 Peceny 等之結論。 ( 詳細之研究

設計與各變頃之定義請參兒附錄 )

肆、分析和推論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將 Peceny 等之學一政黨政體配對分類為「共產主義政黨國家

政體配對」、「非共產主義政黨國家政體配對 J ' 並經過歸分析後 ， 得結果如表 5 中之

Model 1 。在 Mode l 1 中 ， 共產國家配對的係數為 0.68 1 '且達顯著標準 ， 代表共產國

家間跨國武裝衝突程度較低 ( 相較於個人型與軍事政體 ) 。但是 ， 是否為馬列主義或共

享意識形態所影響 ，貝IJ應該參照非共產國家配對之係數來思考。依據 Mode l 1 '非共產

國家配對 ( 包含共產 時，非共產、非共產 的 非共產 ) 不僅擁有較低的跨國試裝衝突程

度 ， 而且其武裝衝突機率甚至低於共產主閣家開發生武裝衝突機率 ( 一 1. 01 < - 0.68 1) 。

顯然 ， 不存在共享意識形態的非共產國家配對 ( 包含共產 Vs.1F共產、非共產 的，非共

產 ) ， 不但擁有低武裝爭議機率 ， 甚至迫低於共享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共產國家。因

此 ' Mode l 1 之結果 ， 明顯與 Peceny 等的共享意識形態假設銜笑 ， 因為如果 Peceny 等

的假設為損，貝IJ共享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共熊國家間的武裝衝突機率應該要低於不存

在共享意識形態的非共產國家配對 ( 包含共產 vs 非共產、 非共產 vs 非共產 ) 。至於其

他相關變頃 ， 則一如過去的文獻所預測 。首先 ，個人式政體和軍事故體並未達統計顯

著程度 ， 顯示此兩種政體類型對於武裝衝突機率之影響不大。再者 ， 民主國家配對的

低助國武裝爭議機率 ， 依然成立 ， 顯示民主和平研究之結論依然成立 。 第三 、在所有

的抑制變頌中，僅有結盟關係一頌米遠顯著傑準 ， 與 Peceny 等的迴歸結果雷同。

Z土岫 Nathanie l Beck , Jonalhan N. Ka凹 ， and Richard Tucker, "Taking Time Seri ollsly: Time-Series-Cross-SeClion 

Analysis wì th a Bi nary Dependent Va riable," Americo l1 JOllrnal oJ Polilical Science, Vol. 42, No. 4 
(October. 19n ) . pp. 1270-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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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文與原作迴歸式之比較

變項 Penceny's Model 

個人式政IIl1èi對 0.167 
p叮sonalistic (0.71 ) 

軍事政體配對 -0.368 
Military (0.62 ) 

單一政黨政體配對 -0.739 
Single-party (5 .87) •• 

共產國家配對

Communist Party-state 

非共產國家自嘲
通

Non-Communist Party-s扭扭

非共產vs 非共產

Pure Non-Communist Party-state 

共產vs 非共產

Mixed single party 

民主國家配對 - 1. 184 
Democracy (8.93) •• 

接鄰 2.964 
Contiguous (47.40) •• 

主要強檔 2.349 
Major-Power (32 .58) •• 

正式結盟攔係 0.064 
Alli甜 (0.89 ) 

實力比 -0 .331 
Higher/lower Ratio ( 15.23) •• 

已開發國家缸里可 -0.270 
Economic Advanced (2.76) •• 

距上次MIDß存問 -0.385 
Time since last dispute ( 1 9. 1 6 ) 抖

常數 -4.031 
Cons阻nt (53.98) •• 

觀察值 376728 
Observations 

備控 1. Penccny's Modcl 為“Dic tatoria l Peace"一文之 Model2 . 
2. ..代表 5%水禮之顯著差異 ﹒

3 本表省略 cubic spline I 、 2 、 3 • 

依變項 : 程度二以上 MID 之有無

Modell Mode12 

。 144 0.143 
(0.62 ) (0.61 ) 

-0.394 -0.395 
(0.66) (0.67) 

-0.68 1 -0.680 
(5.22) •• (5.21) •• 

-1.010 
(5.21) •• 

1.293 
(2 .55) 抖

-0.954 
(4.54) •• 

- 1. 195 1.1 95 
( 9.02) 抖 (9.02) •• 

2.981 2.980 
(47.48)" (47 .45) •• 

2.364 2.362 
(32.78 )抖 (32.72 ) •• 

。.060 0.061 
(0.85 ) (0.86 ) 

-0.330 -0.330 
( 15.26) •• ( 15.27 ) •• 

。.307 -0.306 
( 3.13 ) •• (3 .12) •• 

-0.386 -0.386 
( 19.20) •• ( 1 9.20 ) 抖

-4 .017 -4.015 
(53.61) •• (53 .57) •• 

376728 376728 

由於本文所使用之戰爭資料庫 ， 具有配對 ( dyadic ) 之特性 ， 因此， I非共產主義

政黨國家配對」中，會包含「非共產 vs.非共產」和「共產 vs 非共產」兩種配對。而

民主和平或威權和平研究的基本設定 ，就是在討論單純配對( homogeno us dya ds ) 與混

合配對 (Mixed dyads) 之差異。 而這也是 Mode l I 未加以考慮的地方。因此有必要針

對非共產主義國家配對重新進行編碼 。在 Mode l 2 中，我們將原本的非共產主義國家

配對，再分為兩類 「單純非共產主義國家配對 ( 非共產 vs.非共產 )J 以及「混合舉一



單政黨威權政飽問和平肇因之商榷 " 

政黨政體配對 ( 非共產 vs 共產主 )J ( 詳細定義請參見附錄 ) 。 由 Peceny 等之意識形態假

設推斷，混合學一政黨政體配對 ， 亦即「非共產 vs 共產J .因為最不可能共享意識形

態. 4C故武裝衝突機率應該較高 。 所以 ， 原有假設應修正為

在假定 Peceny 等之假設為與之前提下

如果馬 列 主義意識形態是影響武裝街突程度的主要關鍵 ， 相較於混合單

一政黨政體且己對 ( 非共產 vs 共產 ) .共產主義政黨國家昌己對 (共產 vs .共產 )

將較不 可能進行武裝街突，武裝街突程度較低。

依據表 5 Model 2 .修正後之假設依然無法成立 ，原因有二 。 第一 、共產主義配對

( 共產的，共產 ) 之武裝爭議機率為三者最高 . ["非共產 vs .共產」之武裝爭議機率 ， 仍

然低於共產主義配對 ( - 0.95 < - 0.68 ) .直接拒絕修正後之第二項假設 。 由表 3 的分

類與相關比較政治理論的分析中可知，在所有學一政黨政體之間 ， 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幾乎是唯一司歸納出的意識形態 ， 在非共產主義式政黨閻家政體中，並不存在其他共

享之意識形態 ， 尤其是具備政策指導功能之意識形態。 因此 . Model 2 結果再次確認 ，

完全排除馬列主義之影響之學一政黨政飽問 ( 非共產 vs 共產、非共產 vs 非共產 ) 仍

然擁有較低之武裝衝突機率 。 因此，單一政體間擁有低武裝衝突的現象顯然是其他因

素的影響 ， 例如制度性限制或戰爭能力 。 煥句話說，單一政黨間的低武裝衝突現象 ，

並非發因於共享意識形態 。 另外 ， 該如何解釋在所有單一政黨政體配對中. ["非共產 vs

非共產J 的跨國武裝爭議機率最低 ( 一 1 .29 3 ) 的現象?因為，依據民主和平或獨裁和

平研究的基本假設 ， 同樣類型的政體問享有較低的武裝衝突機率。 所以 ，此一現象符

合民主和平或獨裁和平的基本假設，但是其原因和因果關係為何 ， 是否如 Rosalo 所主

張是經濟成本分析之結果，貝IJ jjJ能必須留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

然而，上述分析結論 ， 在提高武裝衝突程度之後，是否依然成立 ?為了加以驗

證 ， 我們將依變項調整為 「程度三以上之衝突 J (M ode l 3 ) 與 「程度四以上之衝突 」

(Model 4) 。 程度三以上代表最低程度為「展示武力」 而程度凹以上代表最低程度為

「使用武力 J . 這兩項迴歸分析與 Mode l 2 之比較如表 6 。我們可以發現兩個趨勢 。 第

一 、共產國家配對 ( 共產 vs 共產 ) 持續是三種單一政黨配對中，武裝衝突機率最高

者，即使是程度四以上的機率 ( 使用武力或戰爭 ) .也不例外 。 作為唯一具備共享意識

形態的學一政黨政體配對 ， 機率仍高於其他兩種配對 ， 顯見 Peceny 等之意識形態假設

在提高衝突強度後 ， 依然無法成立。 第二 、在使用武力或戰爭的情況下，則「共產 vs

非共產」的機率成為最低 。 這一現象強化了 Model 2 的結論，因為「共產 vs 非共產J

屬於完全排除共享意識形態影響的配對，也是 Model 2 用來驗證假設的指標 。 換言

之，在最高強度的衝突中 ， 完全排除共享意識形態影響的配對享有最低的街突機率 ，

進一步拒絕 Peceny 等之意識形態假設 。

n 祉， 依 u單民主和平論的基本品定 ，相同政體間， 也擁有較高機率擁有共同信念或規髓 ﹒ 因此 ﹒ 本文推定

「非共產 vs 共 i1t' J 最不可能共平意識形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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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程度 MID 之比較

變項
Model 2 Model 3 如lodel4

程度一以上M1D 程度三以上MID 程度四以上MID

個人式政體配對 。 143 (。017768) 。.120
Personalistic (0.61 ) (Q .48) 

軍事政體配對 -0.395 -0.395 -0.366 
Mi litary (0.67 ) (0.60) (0.63 ) 

共產圓家配對 -0.680 -0.700 。 577
Communist Party-s扭扭 (5 .21) •• (5.29) •• (4.28)' •• 

非共產vs 非共產 1.293 -1.267 - 1. 147 

Pure Non-Commun ist Party-state ( 2.55) " ( 2.50叫) ( 2.27 ) " 

共產vs 非共產 , -0.954 " -0:968 -1.2 15 

Mixed single p缸可 (4.54) •• (4.53) •• (4.98) 抖

民主國家自己對 - 1. 195 - 1.266 - 1.5 14 

Democracy (9 .02 ) " (9.25 )叫 ( 1 0.12) 抖

接鄰 2.980 2.956 3.394 

Conti學lOUS (47 .45) •• (46..4 1) •• (5 1.6) •• 

主要強權 2.362 2.382 2.377 

Major-Power ( 32.72 )叫 ( 32.64" ) ( 30.98) •• 

正式結盟關係 0.06 1 0.074 -0.346 

Allied (0:86) ( 1.03'). ( 4.36 ) •• 

賞力比 。 330 -0.333 -0 .327 

Higher/lower Rat io (15.27) " ( 15. 18 ) ,. ( 1 3.78) 抖

已開發國家配對 -0.306 -0.279 -0:474 

Economic Advanced (3.12.) •• ( 2.82) •• (4.54) •• 

距上次MID時問 -0.386 0.3 78 -0.061 

Time since last dispu峙. display, or use ( 1 9.20) 叫 ( 18.6 1 ) " (2 .43 )抖

of force 

常數 -4.015 -4 .047 -5.550 
本

ConstaDt ( 53 . 57)抖 (48 .97) 抖

觀察值 376728 376728 376728 

Observations 

俯註 1. *.代表 5%水準之顯著1t:具 。

2 本表省略 cu bic sp line 1 ‘ 2 、 3 0 

總結統計分析後之結果 ，本文發現對單一政黨政體之再分類之後 ， 統計結果並不

完全支持 Peceny 等之「單一政黨政體問因共享意識形態，導致較低武裝衝突機率」 假

設。本文之統計分析再次確認單一政黨政體間的確有低武裝衝突機率的現象，所有的

單一政黨政體配對與武裝衝突機率皆呈現負向關係 ， 但是 ， 我們無法證明這樣的現象

是因為共享的意識形態而來。第一 ， 因為，從 Mode l 1 到 Model 4 '作為唯一具備共享

意識形態的單一政黨政體配對 ( 共產 vs 共產) ，其武裝衝突機率皆高於其他兩種配

對﹒而且在提高衝突強度後 ， 這樣現象並沒有改變 。第二 ，完全排除共享意識形態影

響的配對(共產 vs 非共產) ， 在最高強度的武裝衝突記錄中， 11j突機率最低。因此 ，

本文認為 Peceny 等之意識形態假設應該無法成立。同時，這樣的結論也某種程度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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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el 的「規範↑生模型」非常司能僅成立於民主國家配對之間 。 單一政黨政體配對 ，

是唯一可能共享意識形態的政體類型 ，但是，本文的實證儉驗顯示 ， 單一政黨政體闊

的低武裝衝突機率，並非共享意識形態所導致 。未來的相關研究，或許叮以由 Russet

的 「制度性模型」加以設計 。

伍、其他可能解釋

事實上，對民主和平研究的批評 ，多數來自現貨主義陣營 ，畢竟，戰爭與權力的

關係，是長期現賓主義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由本文的統計分析觀察，即使本文關注

之政體類型變項經過統計分析皆達顯著程度，但是，與現實主義相關之變項也呈現高

度顯著程度，值得分析 。

首先， I接鄰」變項與武裝衝突程度呈現高度正相闕，而且是所有變項中，機率最

高者。這一個現象充分顯示了地緣戰略的考量，而且此一距離與街突機率關係，也早

為 Charl es Gochman 所確認 。 '12 '本文所採用的機準與 Gochman 相同，兩國擁有陸上接

壤或隔海 400 哩以內， 皆視為接鄰閻家。本文統計結果也確認7相關文獻中，距離與

武裝衝突機率成正比的關係，但是 ， 在納入「接鄰J 作為控制變項的前提下，政體類

型變項依然達到統計顯著程度 ， 顯示「接朔u 並不致於影響本文之推論 。 根據表 3 ' 

非共產國家式政黨國家政體，似乎都不相接攘，但是如果由表 7 觀察，在「共產 vs 非

共產」與「非共產 vS.~F共產」配對中，仍然有衝突之發生。因此，本文並不否定「接

鄰」在國際衝突中的重要影響，但是，即便在此一影響下 ，政體類型的變異，仍然是

重要變項 。

表 7 單一政黨政體間的衝突統計

MID level 共產vs 共產 共產vs 非共產 非共產vs 非共產

1 375829 10605 3723 

2 4 1 。
3 222 7 。
4 1016 18 5 

5 156 。 。
藍圖察(自 377264 1063 1 3728 

資料來源本文資料蹄。

其次 ， 主要強權回家涉入武裝衝突之機率 ， 子7、遠高於其他變1頁。此一現象，明確

反應7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中，來自第三象限國際層次的影響 。本文中的主要強權 ，

同時包含民主閻家 ( 美、英 、 法 ) 和共黨國家 ( 蘇、中 ) 。這些國家的高銜突機率也顯

示這些國家絞佳的戰爭能力。 另外與權力平衡相關之變頃，包括「結盟J '在徑:突程度

吾土 42 CharJes Gochman. " In te rstate melrÎcs: concepwali z in且. operational iz Îng. and measur ing the geographic 

proximity or Sla tes s ince Ihe Congress of Vienna." Inlernaliolla/ InleraC: lions , Vo l. 17, No. I (1991 ) , pp 

93-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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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至戰爭程度時，轉而呈現顯著負相關 。這現象說明了同盟關係的確可以達到降低

高度武裝衝突的效果，標誌著懼力平衡理論依然有其作用。另外 「實力比上「已開發

國家 J ' r距上次衝突」 等變項 ，也都驗證了相關嚇|迫 、福利、時間依賴等理論。本文

的立場，與上段的分析類似，本文將上述控制變項納入分析，並不否定上述變項之影

響力，但是，政體類型的變異，依然達到統計顯著程度，因此，本文之推論應該仍然

成立。

陸、結論

由政體類型探究武裝衝突機率的民主和平研究梁構，經過三十餘年的發展 ，已經

逐步細緻，並推展到對於非民主政體的探究 。出於對威權政體類型的分類之需求 ， r威

權和平研究」造就了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的對話的橋樑，也深化了閣際關係理論的內

涵 。本文的基本動機也在於此，嘗試利用更細繳的威權政體分類，來檢驗新的「威權

和平研究」結論之一 「單一政黨政體闊的共享意識形態導致較低之武裝衝突機率」 。

但是 ，經過本文分析後發現 ， 這樣的結論無法全然成立。

Peceny 等的立論 ， 是建立在威磁政體的分績和武裝衝突機率的統計檢證上，但

是，該研究政體分類標準在未包括意識形態指標的情況下，卻作出共享意識形態導致

低銜突機率的結論，顯然過於草率。意識形態的有無，是區分極權政體(共黨政體)

與威權政體之關鍵。因為非民主政體研究的起源，本身即是出 自對於如何區分共產國

家與民主國家光譜兩極之間各種政體之需要。經變理相關理論與質際進行分類後，本

文也發現 ，除了共黨國家之間共享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之外 ， 非共產主義政直在國家之

間，並不存在任何具備政策指導功能之意識形態 。 因此，本文的研究設計， I'!IJ是在不

影響 Peceny 等原有設計的前提下，將意識形態作為政體區分指標之一 ，以驗證其結論

之有效性。

經過統計分析後 ， 基於兩點理由，本文認為 Peceny 等關於單一政黨政體之立論無

法全然成立 。 第一、唯一具備共享意識形態之「共產 vs.共產」配對竟然是銜突機率最

高者。而最不可能共享意識形態之「共產 vs.非共產」配對其武裝衝突機率竟低於「共

產 vs.共產J '明顯與 Peceny 等之假設衝突 。第二、 如果提高武裝衝突程度至戰爭程

度，武裝衝突機率最低者竟然為可完全排除意識形態影響之「共產咐，非共產」配對 。

同時， r共產的，共產」依然是最高銜突機率的配對。再者 ，傳統民主和平研究之結

論，在本文中進一步獲得肯定，因為民主關家配對依然保持低衝突機率 。 由此可知，

民主和平研究中的「規範性模型J '很可能懂適用民主國家配對之間，而無法說明「威

權和平」現象。因為 ，單一政黨政體配對，是唯一可能共享意識形態的獨裁政體類

型，然而，實證顯示，單一政黨政體闊的低武裝街突機率，並非共享意識形態所導

致。但是，本文並未全盤否定 Peceny 等之所有研究結論，本文僅針對學一政黨政體的

低武裝衝突機率假設，進行買賣證，並未反駁 Peceny 等其他相關立論成立與否 。 換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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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Peceny 等將民主和平研究的成果進一步帶入威權政體領域的嘗試，仍值得肯定，

「威懼和平」現象也仍然成立，只是原因有待進一步驗證 。

回顧本文的理論設計，除了政體類型的分類，本文依 Peceny 等之結論進一步將意

識形態作為指機分類，並嘗試哥| 介建構主義和菁英社群作為 Peceny 等之結論之補充 ，

但是，統計分析依然拒絕 Peceny 等之結論。這樣的結果 ， 該如何反思?未來又該往那

一方向繼續努力?第一 ，未來研究者應嘗試利用民主和平研究設計中的其他因果機

和卜來進一步驗證威權政體間的和平現象，尤其是朝 Russet r制度性模型」研究方

向，進行設計 。 面對學一政黨政體闊的低武裝衝突機率，本文僅僅排除意識形態之影

響 ， 但是 ， 未來之研究者司以繼續測試傳統民主和平研究歸納出之其他三種因果機制

( 制度性限制、透明度和戰爭能力 ) ，對於單一政為政體問之影響 。 透過建倘不同因果

機制之比較架俏 ， 以提出更具說服力的理論 。 甚至，未來之研究者司以著|很於威權政

體與民主政體之差異，勇敢提出新的因果機制來進一步測試其解釋力 o 另一方面，除

了針對最為顯著的單一政黨政體進行因果儉制探討之外，對於獨裁政體聲飽問 ， 為何

與民主政體問一樣具備較低武裝爭議機率的因果機制，也應該進行整體探討，以免於

「統計遊戲」的批評 。

第二 ， 一咪地投入或創造新變項，而未進行比較政治或國際關係領域的理論性探

索，並不一定能完整分析戰爭與和平這一類的國際政治根本問題 。 Helen Milner 認為國

內結憎 ( domestic structure) 學派理論的問題在於 只嘗試引進諸多變項列表 ，卻無法

提供理論，導致其學說不但缺乏簡潔 (parsimonious) 的解釋力，對國內政治變項的概

念化也不足 。 。對照 Milner 的批評， Peceny 等之結論，在末將意識形態列為威權政體

分類指標的情況下，逕自將共享意識形態作為結論 ，即是顯例。簡而言之 ，比較政治

或國際關係的跨領域結合 ，仍然應該建立在理論的一致性上 ，而非盲目地金用變項定

義 ， 然後丟入統計公式中 。

第三 ，統計分析顯示主主要強權和地理接鄰對於武裝衝突機率，呈現高度正向的關

{系 ，代表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觀點和地緣政治的權力平衡 ，仍然十分具有影響力 。 就

結構現實主義而言 ' 冷戰權力結情是不叮忽略的重要變數，卻也是本文和 peceny 等無

法納入分析的古巴份 ， 因為「後冷戰」對照組觀察值仍然不足。基於資料庫之限制 ， 本

文之研究時限 ，僅為 1945- 1 994 年 ，換言之 ， 大部分之時間點 ， 皆屬於冷戰時期 。近

年 MID 資料庫已經持續進行後街之更新 200 1 年 ， 未來研究者可嘗試以 1 99 1 年蘇聯解

體做為冷戰結束之分界，建立一 「冷戰」 二元變項， 以觀察各政體類型武裝爭議機率

之變化，也可以驗證冷戰結惰的影響 。但是 ，即使如此，冷戰時期之資料筆數仍然大

於可能大於後冷戰時期，分析時必須加以留意 。

最後 ， 本文認為政體類型仍然為一值得持續關注和研究的自變頃。首先 ，就國際

關係研究而言，由於資料庫的缺乏 ( 對比於比較政治領域和美國政治領域 ) ，使得許多

註 .t1 Helen V. Milne r. "Rationalizi ng Politics: The Emerging Syn thcs is of Internationa l. American. and 
ComparalÎ VC Pol itics:' I /l ternα1;01101 Organì=atìon , Vo l. 52. No. 4 (Autumn. 1998 ). p.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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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理論 ， 難以驗證，也難逃不夠科學化，無法實證的批評。而民主和平或威權

和平相關研究 ， 卻沒有這方面的問題。透過結合民主化研究與戰爭研究的資料庫 ，政

體類型對外交行為的質證研究仍然值得研究者投入心力進行資料發掘。第二、長期以

來，政體的分類學都是政治學門的重要研究課題 ，而且不僅限於比較政治領域。政體

類型一直是比較政治研究的重要變項。例如 ，不同政體類型在民主化的存活比率。同

時，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政體類型和結椅也是重要變項，例如，不同政體類型對於

貿易政策的偏好。因此 ， 當分析國際關係裡的戰爭機率時 ，政體類型當然也是值得嘗

試的自變項 。 唯一應該加以注意的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層次分析問題。換句話說，如

何將來自第二象限的 「政體類型J 變，項 ，納入原有之國際關係理論架構， 是每一個應

用政體類型作為自變項的國際關係研究者必須留意的部分。

( 收件 99 年 7 月 1 2 日，接受， 1 00 年 5 月 26 日。責任校對者 莊蒙梅 )



單一政黨威權政體間和平當因之闕，榷 " 

附錄 變數定義與統計方法

本文之依變項為國家間武裝衝突 ( midhost) , @明確之定義與 Peceny 等相 |百'] : í跨

闊武裝爭議J (Interstate Military Disputes , MID) 。基於戰爭之 「成雙成對」特性， 本文

之分析單位為 「配對/年 J (dyads/years) ， 資料庫之時間上下限為 1 945-1994 年。因

此，資料庫中每一筆資料皆由兩個國家在某←年之武裝衝突程度所橋成 。本文的資料

庫，沿用 Peceny 等之研究資料庫 ，擷取自該文之共同作者 Carol ine Beer 之個人網頁 。叫

基本上，在依變項部分， Peceny 等之資料庫採用 Zeev Maoz 修正 「戰爭相關計畫

資料庫 J (the Correlation of War Proj ect, COW) 後所建惰的「配對武裝衝突資料庫」

(Dyadic MID Data, Version 2) 0 ilii:根據 MID 資料庫的定義 ， 本文依變項之武裝衝突的

形式和程度如下

l 程度一無軍事行動

2 程度二 ， 威脅使用武力

3 程度三 武力展示

4 程度凹使用武力

5 程度五戰爭

上述武裝衝突程度將簡化為二元變項。在 ModelI 和 Model2 中 ， 凡是程度一之資

料，記錄為 midhost=O : 而發生程度一以上武接爭議之資料 ，貝IJ記錄為 midhost= 1 。

依此類推，在 Model 3 中， 依變項將調整為 「程度三以上街突之有無 J ' 在 Mode l 4 

中 ，依變項將調整為「程度四以上衝癸之有無J '但仍為二元變項。

本文將政體類型視為自變項 ， 基於戰爭研究之特性，因此，分析單位為一對國家

(dyad) 。在 Peceny 等的研究設計中，自變項有凹種分類:民主國家配對 (democ) 、

學一政黨配對 (single) 、 軍事政體配對 ( military ) 、個人式政體配對 ( personal ) ， 其

中民主與非民主政體之分類，是建立在 Polity 1II 資料庫的評分上，叫而非民主政體的

分類是建立在 Geddes 的操作型定義上 。 Geddes 設計了三個問題清單 ， 以定義某一國

家風於哪一種非民主政體。 @如果某一國家的特性，在軍事政體問題清單的 yes 比例最

高 ，則該國家屬於軍事政體 。在資料庫中，如果兩個國家皆屬於軍事政體， f!OJ屬於軍

事政體配對 ， 其紀錄個應該為 democ=O ' single=O ' military= 1 ' personal=O 。其

餘以此類推 。

社(且4l 粗體字為本文資料庫之變項簡稱 ， 亦即 stata 之輸出變現 ﹒

自主(5) Caroline Beer, “ Data fo r ‘ Di ctatorial Peace?," Hom叩agefor Caroline Beer. http: //www.uvm.edu/-cbeer/ 
3主@ Zeev Maoz , "Dyadic MID Data Vers 自 on 2:' Dyadic Miliforized Inferslale DispuI凹 Dalas訓 ， http ://psfaculty 

ucda v is .ed ulzmaoz/dyadm id . htm 1 

註也) Monty G. Marshall , "Polity IV P叫ect ，" Po /i ty IV Proj配1 : Pol;tical Regime Characre川rics and Trans ÎfiOlls 

1800-2009, http ://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自主 <<Bi Geddcs, Paradigms (m d sand caslles , pp. 225-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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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進一步將單一政黨政體分類為「共產主義政黨國家」、「非共產主義政黨國

家」 。 回頭檢視 Geddes 的問題清單，單一政黨政體之問題清單 ， 多集中在政黨國家

(party-state system) 的制度性特色，例如具備運作功能的地方黨郁，或是壟斷高層政

治職位的機會等等 。 因此，針對本文擬進行之再分頰，將針對單一政黨政體清單，多

加下列兩個問題﹒ ( 二題中任一題為 yes' 則視為「共產主義政黨關家 J )

1. I統治政黨是否為共產黨或左翼政黨 ? J 
2. I是否有官方文件或政策聲明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策指導依據? J 
將所有單一政黨政體分類之後 ， 再回到 Peceny 等之資料庫將所有單一政黨政體配

對 ( 學政為 vs.單一政黨 ) 進行分類 ( 即 Model I 之自變項 ) 。於 Model I 中 ， Peceny 

等之單一政黨配對，將區分為兩類 : I共產主義政黨國家政體配對J (comsíg) 、 「非共

產主義政黨國家政體配對 J ( ncommíx) 。 繳言之，此處產生兩個新的二元變項

(dummy variable) ，如果資料庫中之衝突雙方皆為共產主義國家，則屬於共產主義政

黨國家政體配對。皮之，如果街突雙方有一方不為共產主義政黨國家，則為非共產主

義政黨國家政體配對 。 因此，共產主義政黨國家政體配對的紀錄值應該為 : democ= 

0 ' síngle=l ' mílítary =O ' personal=O ' comsíg=l ' ncommíx =O ; 非共產主義政黨

國家政體配對的紀錄值應該為 democ=O ' síngle= 1 ' mílítary =O ' personal=O ' 

comsíg=O ' ncommíx= 1 。 所有資料庫中單一政黨政體之分類結果，如前述表 3 。

但是 Mode l 1 之「非共產主義政黨國家配對」中 ，會包含「非共產 vs 非共產」和

「共產 vs.非共產」兩種配對 。 因此， 有必要針對非共產主義國家配對重新進行編碼 。

在 Mode l 2 到 Mode l 4 中，原本的非共產主義國家配對 ，將再分為兩類: I單純非共產

主義國家配對 ( 非共產 vs.非共產 )J (ncoms旬， dummy ) ，以及「混合單一政黨政體配

對 ( 非共產 vs 共產 )J (míxsíg, dummy) 0 I單純非共產主義國家配對 ( 非共產 vs 非共

產 )J 之記錄值應為 : democ=O ' síngle=l ' mílítary=O ' personal=O ' comsíg=O ' 

ncomsíg= 1 ' míxsig=O 0 I混合單一政黨政體配對 ( 非共產的共產 )J 之記錄值應為

democ=O ' síngle=l ' mílítary=O ' personal=O ' comsíg=O ' ncomsíg=O ' míxsíg = 

1 0 

本文也將沿用 Peceny 等依前人研究成果所設定之控制變項，總計五項

l 是否接鄰 ( con旬， dummy ) 此兩國家是否擁有陸地邊界，或是海洋分隔未超過

400 哩 。 此變項為二元變項 (yes= l ， no=O) 。

2 是否為主要強權國家 (majpow， dummy ) 此兩國中是否任一因為:美國、蘇聯

或俄羅斯、英國、法國、 1 950 年後之中國 。 此變項為二元變項 ( yes= 1 , no=O ) 。

3 .正式結盟關係 (ally， dummy) ﹒此兩國是否擁有正式結盟關係。此變頂為二元變

項 ( yes= 1, no=O ) 。

4.賞力差距 ( loglsr訓， log of the ratio between states from COW) ;此兩國間之軍事

實力差距 。 此變數取自 COW 資料庫，將兩國家間之實力比率取對數後記錄之 。

5 經濟發展 (advanced ， dummy) :此兩關是否為已開發國家 。 此變項為二元變

項，如果兩國皆為已開發國家則記錄為 l' 若任一國家非為已開發國家，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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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 。

關於研究方法 ， Peceny 等運用多變量 log it 迴歸 ( multivariate logit regression) 對

假設進行儉驗。而 8eck 、 Katz :f日 Tucker 曾建議，當面對同時具備時間序列、橫斷 、

依變項為二元變項特性之資料，建議採用 logit dummy 、 logit spline 或 clolog dummy 三

種方法，來修正上述特性可能發生之問題。 心 Peceny 等採用的是 logit spine ' 因此 ，

Peceny 等在迴歸式中加入新變頃「距上次武裝爭議之時間 J (dispyrs) ， 並以三個 cubic

spline (cubic dspline) 修正 。 「距上次武裝爭議之H等問」之定義為:若某一年一對國家

發生程度二以上之跨國武裝爭議 ， 貝IJ此變項為 0' 此對國家其後之第 年若無衝突

( 亦即回到程度一 ) 則為 1 :第二年持續無衝突則為 2 ' 若出現程度二以上之衝突則繼

續為 0' 其後之時間 ， 則以此類推 。於 Model 3 與 Model4 中，隨著依變項所定義之武

裝街突程度改變，貝IJ上述判定標準，亦應隨之而改變。本文之目的在驗證 Peceny 等之

假設 ， 因此 ，應該以復製原有研究設計為原則，所以，本文將沿用舊有之研究方法。

2主 49 Nalhanie l Beck. Jonathan N. Ka阻 ， and Rìchard Tucker,‘Taking Time Seriously: Time-Series-Cross-Sectîon 
An alys is with a Bînary Dependent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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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ideration for the Ideological Cause 

of Peace among Single Party Regimes 

Pao-Wen L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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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me typ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militarized interstate con f1 ict,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between the 

field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intemational relations is vitally demanded, 

especially when stepping into the further area of democratic peace, 

“dictatorial peace." In 2002，心1ark Peceny, Caroline Beer, and Shannon 

Sanchez-Te口y conc1uded that a lower conflict possibility does exist among 

non-democratic regimes. Moreover, after c1assifying non-democracies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y c1aimed that a shared ideology among socialist regimes 
is the main cause for single-party dyads to have a lower oppo前unity of 

military conflict. However, since the communi st party-state system is not the 

only form in the single party category, it is too hasty to make a conc1 usion 

attributing to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shared value and ideology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of the ideological cause by Peceny et al., this 

artic1e would like to test their hypothesis by a further c1assification. By 

comparing the typologies of 8arbara Geddes ,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it 

is reasonable to take ideology as an indicator for c l assi秒1月 non-democrac i es ，

which Peceny et a l. fai led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fter applying the 

original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 used by Peceny et al., our statistical 

result does not suppo前 their ideological hypothesis about single-party 

regimes. However, our result also reconfirms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lower conflict possibility among single-party regimes, which needs future 

explorations to find out the causal mechanism 

Keywords: authoritarian regime, dictatori al peace, democratic peace, domestic 

structure, reglm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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