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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政治合法性的一般理论认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公众的认同，这

种认同的判断标准依据合法性的理念、法律以及绩效等多个层面。而女性主义对

政治合法性理论有着独特的视角，但较少有学者加以总结。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

合法性理论存在着由男权制建构的性别偏见，因此，这样不利于客观、全面地研

究合法性理论和用于指导实践。传统政治理论中对合法性的界定其实是一种将女

性客体化了的男性认同，妇女必须意识到并了解国家权力如何强化妇女在经济

上、政治上及性上的从属地位并使其合法化。女性主义要求打破这种不合理的性

别结构及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对女性的束缚，重视女性的经验和价值，并代之以平

等合作的赋权机制。只有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才能建立起公平正义有效的政府。

女性主义关 理论认为，妇女既是长期被忽略而需要关 的被关 者，也是实施

关 的关 者。妇女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其权利被漠视、忽略，妇女的利益

和诉求未能得到很好的表达，这是非正义的表现。如果女性能进入社会政治中心，

摆脱屈从者的地位，必定会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从而有助于实现政治认同和

社会稳定。 

本文选取印尼梅加瓦蒂执政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来对此观点进行证明。梅加

瓦蒂执政时间虽然短暂，但作为印尼至今唯一的一位女性总统，其获得权力以及

执政期间的表现值得女性主义研究者关注。梅加瓦蒂执政期间，其领导的政府在

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一定的绩效，维持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这

种绩效并不突出，因而合法性的基础也不是那么深厚牢固，尤其以女性主义的观

点来衡量则更是如此。 

梅加瓦蒂仍然是男权的代表，其从政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男权化的体制。在梅

加瓦蒂执政期间，其权力机构的运行是高度性别化的、严重缺乏女性经验的，女

性赋权前景存在着诸多困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印尼传统文化与宗教中的女

性观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温和缓慢发展的印尼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有关。印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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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政治参与意识仍然薄弱，并未给梅加瓦蒂的执政倾向造成明显的压力。不仅

如此，梅加瓦蒂反而因其女性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获得执政权的合法性。然

而，值得强调的是，当总统普选制确立后，印尼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力

量所在。 

在合法性理论中，有必要添加性别因素，从而为合法性分析提供一个不同的

视角和方法。本文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尽管它非常稚嫩。 

 

 

关键词：女性主义；合法性；梅加瓦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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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eneral theory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authority primarily comes from the public recognition, such recognition criteria can 

be evaluated by its conformation to public interests , morality , legalization and other 

aspects. The feminist theory has a unique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legitimacy, but less 

scholars summarize it. From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the general legitimacy theory is 

constructed by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gender-biased, therefore, it is not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 In traditional political theories,legitimacy is defined in a way to 

the objectification women on male identity, women must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subordination in power,economic and sex. Feminist theory demands to break the 

unreasonable gender structure and traditional gender norms on women, to attention 

women's experiences and values, and replace with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equal cooperation. Gender equality is significant for establishing a fair and just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feminist ethics of care, women, who concer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e, also need to be cared but is long-neglected. Women were 

excluded from the political fields, whose rights have been ignored, neglected, 

women's interests and aspirations can not be well expressed, it's the performance of 

injustice. On the other hand, for the marginalized and subordinated status of women , 

if they enter politics, they can urge the rulers to concern the vulnerable groups, and 

thereby help to achieve recognition and social stability,to enhance the legitimac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Megawati's ruling i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approve this view. 

Megawati governed a short time, but as Indonesia's first and only female president so 

far, her in power and performance is deserved to concern.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Megawati Sukarnoputri, the government had achieved a certain performance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 maintain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ruling. But this 

performance was not outstanding, and thus the basis for legitimacy is not so strong 

and solid, especially measured by the point of feminist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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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gawati's ruling was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Indonesia'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views on women, while Megawati's performance is pending assessment. In 

addition, the moderate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in 

Indonesia did not caus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ance . 

Indonesian women's awareness in participation is still weak, which also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supply women better interests as citizens. Besides, because of 

Megawati's female identity, the legitimacy of the ruling was affected to some extent. 

However, when the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e Indonesian 

women began to realize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strength. 

  It is necessary to add gender in the confirmation of legitimacy. Overall, 

although this research is still flawed and immature, but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is a 

new angle and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legitimacy theory, it is a meaningful attempt. 

 

Key words:  Feminism; Legitimacy; Megawati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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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原因 

相对于西方女权主义者与性别歧视、社会及政治不平等进行抗争而言，第三

世界的妇女还不得不面对更多、甚至更棘手的问题。她们经常不得不与根深蒂固

的本地信仰和风俗习惯这种形式的性别歧视作斗争，不得不应对各种阶级、宗教

以及民族方面的偏见。作为国家的公民，这些妇女往往少有自己的发言权，参与

国家决策障碍重重，甚至争取自己基本权利的意识也很淡漠。在这种情况下，梅

加瓦蒂在印度尼西亚的掌权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虽然“性别”话题因其一

度被热议，但又迅速被淡忘，原因在于人们对性别的关注 终让位于对政治和宗

教利益的权衡。其实，在印尼，性别问题从未得到过实质性的关注，归根结底是

印尼社会本身存在的机制缺陷。 

传统的政治理论多是忽略性别因素的，这就造成了妇女问题的越来越被边缘

化。女性主义认为在父权文化的体系下，研究者往往忽视女性，或者带有性别偏

见地去收集和分析数据，从而得出不符合现实但却符合父权利益的结论。 

笔者认为，缺失了女性因素的政治是不公正的，少了女性参与的政府合法性

是不完整的。妇女的声音是印尼的民主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不容忽视。故

本文选择梅加瓦蒂政权作为研究对象，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探讨其合法性问题。

这样做的意义有二个，首先是在理论上弄清女性主义有关合法性的观念与主张，

其次是根据这种理论来对梅加瓦蒂政府的合法性进行评价，从而揭示印尼女性参

政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特别是探究梅加瓦蒂执政的女性主义因素的作用情况。 

二、文献综述 

    关于梅加瓦蒂的研究以及关于女性主义政治理论的专门研究成果相对而言

不是很多，这里将从国外和国内两方面分别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地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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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梅加瓦蒂的研究，本文将文献的范围界定在与梅加瓦蒂执政相关的内容

来介绍。在这方面，国外的研究有 Hadi Soesastro, Anthony L. Smith 等人编著的

《梅加瓦蒂执政时期面临的挑战》（Governance in Indonesia: Challenges Facing 

the Megawati Presidency），该书全面介绍了梅加瓦蒂执政前期的国情，其面临着

来自包括伊斯兰、军队、恐怖主义、分离主义、金融危机影响等多方面的困难与

挑战。由于梅加瓦蒂在位时间较短，关于梅加瓦蒂的专著较少，因此，这本书成

为本文参考的重要资料来源。 

关于性别与政治的关系方面的研究，西方起步比较早。在 18 世纪，女权思

想就已经萌发。代表人主要是英国女作家 Mary Wollstonecraft，她于 l 792 年撰写

了《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一书；另一位是英国政治

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John Stuart Mill，他于 1869 年出版《妇女的屈从地位》

（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书。这两部书对英国妇女地位进行了分析，并指

出了造成这种状况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因素。 

然而，女性主义正式进入政治理论还是 20 世纪以后的事，特别是二战后伴

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而发展进来的。如 Judith Squires 和 Anne Phillips 分别在《政

治理论中的性别》（Gender in Political Theory）和《女性主义与政治学》（Feminism 

and Politics）中给予了详细的论证。他们认为，在政治理论中一直未能将性别问

题理论化，而女性主义已经证明二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作者介绍了女性主义视

角下的政治理论中的一些核心范畴，如权力、公私领域的划分、平等与差异以及

正义与关 的争论，等等，并认为女性主义在公共权力领域的无家可归导致政治

中性别观念的缺失。 

     而在 Mary Lyndon Shanley 和 Uma Narayan 编写的《重构政治理论：女性主

义的视角》（Resconstructing Political Theory :Feminist Perspectives）一书中，作者

以女性主义解读政治理论，促使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开始重新考虑政治理论中的

传统观念，扩大政治生活中关注的视野。除了讨论诸如权利，权力和公民等传统

概念，该书还对政治理论中较少提及的一些其他概念，如家庭，童年，依赖，同

情和痛苦等做了探讨，并认为这些都是理解政治生活的同等重要的方面。 

另外，Valerie Bryson 著有《女性主义政治理论》（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该书认为，女性及其状况是政治分析的中心；它提出一个质询：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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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一切已知社会中的男性都拥有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怎样才能改变这一状

况。因此，女性主义又是一种政治参与的理论，它所追求的是去理解社会，以便

向它提出挑战，并对其加以政变；它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那种能够被用

来指导和造就女权主义政治实践的知识。作者把女性主义的派别进行了区分。 

间接论述女性主义政治理论的著作还有 Jane Freedman 的著作《女权主义》

（Feminism）。书中探讨了女权主义的流派，女性对平等、差异的主张，女性的

公民权问题，性行为与权力问题等等。另一部重要著作是由 Kate Millett 所著的

《性政治》（Sexual Politics）。该书批判了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但是以文学批

评为主。米利特在书中指出：军事、工业、技术、教育（主要是大学）、科学、

政府机构、金融——简言之，社会的所有权力、领导位置，包括强制力量警察，

全部都被掌握在男性手中。基督教神学，古希腊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都是男权制的产物。 

其实，多数介绍女性主义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其政治主张。它们都是供

本文借鉴的理论来源。  

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梅加瓦蒂的文章不少，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另有葛 宇所著梅加瓦

蒂的传记《梅加瓦蒂：千岛之国的名门女杰》一书，记述了梅加瓦蒂的生平，以

及如何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的过程。 

女性主义介入政治理论的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以此为研究方向的学者为数

也不是很多。学者们一方面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提出自己的观点，

把中国的经验融入其中。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李银河著有《女性主义》、《女性权力的崛起》，并主编《妇女： 漫长的革

命》等书。《女性主义》介绍了女性主义的理论、运动、流派、论争主题以及后

女性主义的一些主题；《女性权力的崛起》这部著作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女性

的生存状况，涉及女性的政治参与、就业、教育、家庭、健康、安全、习俗与观

念等；第二，妇女运动。包括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各种女权主

义理论流派，其中涉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

后现代女权主义及其他女权主义流派；第三，当代妇女运动新的关注点与未来发

展，其中包括对妇女的特殊照顾和保护性立法问题，妇女回家问题。两性气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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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性与淫秽色情品问题。暴力、性骚扰与卖淫问题，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等；

后，预测了世界与中国妇女在 21 世纪的发展前景。《妇女： 漫长的革命》是

一部论文集，收集了 12 篇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和学者的代表论文，都是从

某个学术领域，如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论述妇女相关

问题的精华之作。 

秦美珠的专著《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于 2008 年出版。该书主要介绍西

方马克思主义女性问题的研究。该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三个时间段，

分别介绍、论述了 20 世纪 60 至 9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17 位著名女性主义思想

家的 17 部 有影响的代表性论著；第二部分是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

的问题进行总体上的研究，作者把它放在现代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从历

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女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女性与经济、女性与政治、

女性与文化、女性与传统、女性与家庭、女性与性解放、女性与人类解放等重大

问题作了分析和评述。 

郭夏娟的著作《为正义而辩——女性主义与罗尔斯》主要研究女性主义的正

义哲学。该书认为正是在罗尔斯正义论的背景下，女性主义正义论才得以形成和

发展；也正是女性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反思与批评，才使人们看到主流正义论

的性别缺陷及其发展轨迹。离开女性主义对正义观念的认知，我们就很难理解为

什么在主流正义论如此盛行之时，会出现另一种反叛性的正义要求。因此，该书

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罗尔斯的正义观，并对女性主义的正义

观进行探索与建构。 

张广利与杨明光合作出版的著作《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介绍了女性

主义发展的历程，重点论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它主要从女权主义

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诸如女性的主体性问题、差异与平等的问题、关于权力的

问题、妇女解放的途径问题等方面论述后现代女权主义在理论上对现代女性主义

的继承和超越。该书的 后还探讨了女性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以及发展的理

想模式，强调和谐发展。 

李英桃的《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该书以社会性别为切入点，从妇女在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地位和妇女参与国际政治决策的现实出发，吸收了女

权主义经验论者的研究方法，着重探讨国际社会中男子与妇女、国家与国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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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对现实国际政治中“霸权的男性特征”提出了批判，并为探索打破上述两

者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寻找通往平等、和平与发展的新途径进行了尝试。 

近年来，也出现一些博士、硕士论文探讨女性主义政治（包含国际政治）理

论。如邢桂敏的博士论文《1900-1981 年的中东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研究：

以埃及、伊朗为例》论述了中东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及二者的关系，

把民族主义置于女性主义的视角下进行考察，并寻求这种关系的诸种诱因。胡传

荣的博士论文《国际关系的女性主义观照：权力、冲突与发展问题的社会性别分

析》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等基本概念加以辨析，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说的本

体论、认识论以及它同主流学说的关系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从权力与安全、

战争与和平、发展与秩序等三个方面，考察女性主义对主流学说的剖析及其相关

见解，综合探讨国际关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体现于其中的社会性别观念的互动

关系。苏云婷的博士论文《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世界秩序研究》从批判和建构两个

层面展开女性主义世界秩序研究。通过引入女性主义视角，运用性别分析方法，

论文揭示了主流范式在研究方法、假定前提、核心范畴三个方面呈现出的男性中

心主义特征，阐述了女性主义在上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并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分析了女性主义世界秩序的整体理念、建构途径及其与“和谐世界”的

关系。 

这方面的硕士论文主要有刘乃源的《论女性主义政治学视角下的平等与差

异》、马东亮的《女性主义政治思想流派纷呈原因初探》、杨希的《西方民主的女

权主义阐释》、王凡的《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影响》等。这些论文探讨了女性主

义对某些政治观念的批判和重新定义，这些定义涉及“习俗-自然”、“公域-私域”、

“平等-差异”、“民主”等等。 

以上成果代表了国内外学者在女性主义政治理论领域研究的主要方向，但

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成果中，直接论及合法性的几乎没有。可见，人们对女

性主义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这也正是本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所在。虽然多数女性

主义文献中没有直接或者在字面上涉及合法性，但其中对权力、正义、平等、民

主的观察，实质上都与合法性观念相关。本文拟在对以上成果进行收集和整理、

揣摩和吸收的基础上，力求揭示女性主义在合法性理论上的意义。可以肯定，女

性主义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合法性，其合法性理论与众不同，是对合法性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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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和发展。 

当然，既然女性主义合法性理论有待厘清，那么也就无法利用该理论来分析

现实政治现象，比如梅加瓦蒂在印尼的执政。这也正是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三、论文的逻辑、结构与研究方法 

如前所言，本文有两个重心：一是探讨女性主义对合法性的认知，总结女性

主义的合法性理论；二是以该理论，或者说以女性主义的合法性观点来考察印度

尼西亚前总统梅加瓦蒂的执政情况。这种安排一方面是使女性主义合法性分析的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另一方面是从一个侧面分析印尼政治发展过程面临的问题。

这些方面是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所在，也是难点所在。 

论文的主线为：女性主义认为，梅加瓦蒂政权映射出印尼社会存在的机制问

题，即男权制下的女性被边缘化、失语。梅加瓦蒂作为权力拥有者，按照男权制

的规则行使权力；印尼的女性主义者作为具有赋权意识的力量，在重重阻隔中做

着有限的挣扎；而广大处于印尼社会底层的女性，同样是赋予统治者合法性的主

体之一，承受着来自男性统治和男权制统治的双重压迫。本文试图找出问题所在，

并思考解决对策。 

根据以上思路，论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涉及论文的研究缘起、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以及本

文的基本逻辑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主要是构建女性主义合法性理论，探讨女性

主义对合法性的认知与基本主张；第三部分主要介绍梅加瓦蒂执政的原因、过程、

政策，以及丧失政权等基本情况；第四部分以女性主义合法性理论分析梅加瓦蒂

政府的合法性，特别是观察其获得政权与丧失政权的合法性因素，以揭示印尼女

性主义与女权运动对政治的影响程度，并研究这种影响程度与印尼社会结构、经

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宗教文化等诸方面的关系；第五部分结论是总体评价，

即总结女性主义合法性在印尼的表现以及经验、不足和原因， 终验证合法性引

入女性主义视角的意义。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演绎与案例分析。演绎方法在于探讨女性主义的合法

性理论。由于女性主义理论中较少直接涉及合法性问题，故只有通过分析女性主

义对与合法性理论相关的概念的认知与定义来考察，从而演绎出女性主义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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