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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問題

家族政治現象是現代政治中的一道風景線，它不僅是觀察傳統政治

的著眼點，也是透視現代政治的重要切入口。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

發展中國家，在西方國家還是在東方國家，政治家族都是活躍於國家政

治生活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在西方，美國有亞當斯家族、羅斯福家族、

甘迺迪家族、布希家族以及克林頓家族，而加拿大有特魯多家族，英

國有邱吉爾家族和埃奇坎伯家族等。在亞洲不少國家和地區，其政治家

族的權勢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如印度尼赫魯家族、新加坡李光耀

家族、菲律賓阿基諾家族、日本岸信介家族和鳩山家族、朝鮮金日成家

族、中國台灣地區蔣介石家族，等等。我們會發現，這些政治家族在國

家或地區政治中具有相當大的權力，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發揮著重

要的影響和作用，從而使家族政治在現代政治中一直延續和發展下來。

正因這樣，對政治家族的研究成為政治學領域一個經久不衰的研究主

題，許多政治學者都予以高度關注和深入探討。

因此，基於政治家族在現代政治中所具有的權力，本研究提出的問

題是：政治家族權力的來源究竟是什麼？更具體地說，這一大問題可以

分解為三個小問題：構成政治家族權力的基礎是什麼？其獲得權力的具

體過程是怎樣的？它的權力生成邏輯又是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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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學界一直以來都試圖回答這些問題，力圖揭示出政治家族

的權力生成邏輯及其運作機制。1仇鹿鳴運用政治史與家族史相結合的

研究方法，揭示魏晉之際政治變化的實相，探究司馬氏家族的權勢網

絡在曹魏政治中的成長與運作，著重分析了司馬氏集團凝聚過程與權

力結構，並揭示家族網絡在魏晉政治中的作用。2而經濟學界有學者提

出“政治聯繫論”3，以研究家族及家族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它提

到，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企業一般是通過直接遊說或是競選捐款獲得

政治聯繫。在中國，家族企業經由慈善捐贈獲得政治聯繫具有持久

性，也給公眾與政府提供明顯的效益，是家族企業主獲得某種政治地

位的重要途徑。從關係視角來看，華人社會最注重社會關係網絡，關

係網絡對家族企業成長有著非一般意義。中國家族企業的發展有賴於

強大的政府官員關係網絡，家族企業往往通過與地方政府或官員建立

合作關係來克服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難題。此外，家族企業成員也可通

過參與政治性活動如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而獲得政治身份來建立

政治聯繫，以利於家族企業應對外部環境的挑戰，使家族企業產權受

到保護，同時獲得所需的稀缺資料。“政治聯繫論”中所提到的“關係

網絡”，正是政治家族運行於現代政治中並發揮影響和作用的關鍵所

在，然而該理論過於偏向分析政治家族與政府的關係網絡，使其容易

輕視或是忽略政治家族與現代政治過程中其他重要方面如資本、政黨

組織、社會團體所建立的關係網絡，而全面分析政治家族與資本、國

家政府、政黨組織及其他主體的關係互動，才能構成一個政治家族關

係網絡的整體性結構。政治家族所建構的關係網絡，使它獲得了運行

於現代政治中的權力，政治家族的權力則自始至終依存並運行於關係

1 這裏略為闡述一些研究者分析政治家族權力來源的思路，更多詳細的文獻分析將在第一章予以

展現。

2 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版，第 36頁。

3 陳凌、王昊：《家族涉入、政治聯繫與制度環境——以中國民營企業為例》，《管理世界》2013年

第 10期；陳凌、陳華麗：《家族企業主的政治聯繫、制度環境與慈善捐贈——基於全國私營企業

調查的實證研究》，《華東經濟管理》201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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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中，並通過權力的行使展現了政治家族的積極能動性。

此外，本研究認為家族政治的發生與存在有其歷史必然性，既取決

於政治家族在現代政治中所建構的關係網絡，也受制於特定歷史條件下

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審視澳門歷史進程，它就具備政治家族形成影響力

和支配力的特定歷史條件。這個特定歷史條件以政治家族所處時代的世

情、國情與區情為背景，也要根據本研究所選取政治家族的代表人物

在澳門的人生活動軌跡而設定。也正是在此歷史時期，中國歷經了革命

戰爭與建設發展兩個相互銜接的歷史階段，澳門地區作為中國國家主權

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命運始終與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密切聯繫，

外部政黨勢力在澳門地區較為強勢但非居於主導地位，外來力量如澳葡

政府在澳門進行殖民管治，內部社會自治力量強大，如澳門華人社團林

立。在此歷史階段，澳門一些華商大家族獲得了歷史性的發展契機，而

其中的代表性華商家族發展成為有影響力的政治家族，在澳門政治與治

理格局當中成為重要政治力量。這些華商家族何以成為澳門政治與治理

中舉足輕重的力量？答案可能就在於這些華商家族所建構的關係網絡，

其擁有的資本力量是基礎，而國家政府、政黨組織、社會團體是華商家

族關係網絡建構與經營的三個重要節點，從而讓華商家族獲得使自身立

於不敗之地的權力。因此，本研究將選擇澳門一個典型政治家族——

以何賢為代表的何氏家族為研究中心，為回答上述問題展開具體深入的

分析。

二、研究意義

本研究以探究政治家族權力來源為突破點，展開對家族政治何以能

在現代政治中存續問題的探討，對深入分析家族政治研究以及觀照現實

政治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具而言之，主要體現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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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延伸與擴展現有家族政治的研究

在理論上，家族政治研究與政治家族研究密不可分，政治家族研究

實際上就是家族政治研究的重要核心部分。而國內外研究政治家族權

力來源的理論解釋一般可以歸納為庇護主義論、資本—資源優勢論、

精英主義論、環境決定論等，它們為政治家族的權力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理論資源和經驗基礎。但是，綜合來看，這些解釋框架在理論上都有盲

點與不足之處。本研究將在整合這些解釋框架的基礎上揚長避短，以建

立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並選取澳門具有典型性的政治家族案例進行深入

分析，以求能夠對現今家族政治的理論研究進行延伸、擴展與完善。同

時，也有助於重新理性地認識政治家族，即政治家族不僅僅只有消極被

動的一面，在很多時候可能更多展現的是積極能動的一面。

（二）評估政治家族因素在現代政治中的影響

通過以澳門典型政治家族為案例，研究在現代政治過程中政治家族

的關係網絡和運作機制，以及政治家族產生的歷史影響、作用意義，有

助於通過政治家族的分析視角充分意識到政治家族在現代政治中的重要

性，並充分評估政治家族因素在現代政治架構中的影響，為回答家族政

治為何能在現代政治中延續並發展這個問題打開新的理論視野，試圖就

其原因找到一個更為合理適用的解釋框架。同時，本研究也將有助於理

解和認識當今澳門政治與治理格局的歷史延續性，更好地把握澳門政治

的本質特徵，在此基礎上也能更好地理解澳門政治家族與中央政府、澳

門特區政府的現實關係。

（三）與分析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主要理論進行對話

在國家政治轉型與社會變遷研究中，國家、社會、軍隊、政黨、社

會組織等作為行動主體常常被納入到政治學的研究視野中，而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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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經典的是國家主義論、社會中心論以及研究國家—社會關係的法

團主義論。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以來，國家回歸學派興起，以彼得．

埃文斯、斯蒂芬．克拉斯納、西達．斯考切波為代表的學者們展開了將

國家作為分析中心的研究，著重分析國家自主性、國家能力等概念，國

家作為研究變數由此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視，並重新被引入到社會科學

研究中。斯考切波就提出要“將國家找回來”，她將國家視為在政治中

有影響力的行為主體和制度結構，關注國家如何通過政策及與社會集團

模式化的關係來影響政治和社會過程。4喬爾．S.米格代爾則提出社會中

心論，建立了分析第三世界國家社會關係及國家能力的“強社會、弱國

家”模型，側重於分析社會結構對國家政治的重要性。5而法團主義則關

切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它的影響主要在於國家與社會的連接方式方面，

突顯位於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利益組織的協調作用。根據國家與社會

力量對比的差異，西方學者定義了兩種法團主義結構安排：“國家法團

主義”與“社會法團主義”。前者的主導力量是國家，說明的是一種自

上而下的組織關係；後者是社會力量居主導地位，反映的是一種自下而

上的組織關係。6但是，這三種理論始終囿於國家或社會非此即彼的框架

之內，至今引起不少爭論。正因如此，這些理論容易忽視在國家與社會

之間或之外的其他行動主體，它們對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發展的解釋力存

在相當的局限和不足之處，未必能將所有政治現象解釋一一囊括其中。

結合這些國家或地區存在家族政治的實際情況，有必要將“政治家族”

帶入研究視野，重新發現“政治家族”在現代政治中的意義，從而更好

地理解和剖析國家或地區的政治與治理。

4 西達．斯考切波：《找回國家——當前研究的戰略分析》，彼得．埃文斯等編《找回國家》，方力

維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年版，第 1—2頁。

5 參見喬爾．S.米格代爾：《強社會與弱國家：第三世界的國家社會關係及國家能力》，張長東等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6 張靜：《法團主義》，東方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3—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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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進澳門家族政治研究並增進對澳門政治史的認識

一是審視澳門政治的現有研究，基於澳門的歷史現實開拓新的研究

視野。由於社團在澳門不但有著悠久的歷史，而且在政治、經濟、文化

與社會生活各領域均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澳門在當地素有“社團社

會”之稱，7從而使社團組織研究成為澳門研究領域的重要方向，不少研

究者運用法團主義產出了大量關於澳門社團的研究成果。8但是從這個理

論視角展開研究，能否全面描繪出澳門政治的全景，能否反映和揭示出

澳門政治的本質特徵，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縱觀現有文獻，學者們

在政治學研究領域對澳門研究甚少，幾乎沒有從政治家族的視角展開專

門的、系統的研究。選擇以政治家族研究為進路來研究澳門的政治發展

史，可以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澳門研究的理論體系，並更好地把握住澳門

政治的本質特徵。

二是促進澳門家族政治領域的研究。家族政治與澳門政治發展的相

關研究，還停留於對其家族歷史的整理與記載上，而且研究相對零亂和

重複疊加，並沒有一部專門的、系統的政治學研究專著，整體來看，學

界對這個選題的研究還相對比較單薄。本研究試圖通過搜集、整理和辨

別 1938—1983年間以何氏家族為代表的家族歷史素材，運用政治學理論

知識以及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進行學理解釋和總結，這樣有助於更科學

地理解澳門家族政治，理解澳門政治與中國政治、世界政治發展之間的

內在聯繫與相互影響，從廣度、深度、寬度上拓展近現代澳門政治史的

研究。

7 司徒英豪：《試論回歸前後傳統社團在澳門的社會角色》，《澳門研究》第 15期，第 144—156頁；

鄧玉華：《澳門非營利組織研究》，《澳門研究》第 6期，2005年 2月，第 111頁；劉祖雲、徐歡：

《2013年澳門社會研究回顧》，《當代港澳研究》2014年第 2輯，第 138頁。

8 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版；陳震宇：《現代澳門社會治理模式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馬志達：《論萄澳

時期澳門社會治理的法團主義模式》，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 3期；婁勝華：

《澳門社團精英的代際轉換》，《澳門研究》2004年第 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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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正視與回應現實政治問題。在現實中，正是由於政治家族在澳

門的作用與影響，2009年有華商家族背景的崔世安參選特首時，澳門社

會擔心他的家族背景會影響政府體制改革，可能會延續上屆政府面對的

官商利益輸送問題。9有學者也針對家族在澳門的影響，提出澳門要推行

權力再平衡的政治改革，否則權力集中可能被扭曲至權力壟斷，但是澳

門由家族政治迅速走向民主政治的路徑選擇並不符合澳門的政治生態，

其主張應該通過“有序過渡”以實現權力再平衡，即家族政治過渡至官

僚政治再過渡至民主政治。10姑且不論這些觀點的正確性與合理性，本研

究認為只有從歷史深處了解澳門家族政治存在的延續性和合理性，多角

度、多方面地認識政治家族在澳門歷史的作用與影響，才能對現實的澳

門政治體制做出一個合理公允的判斷。

四是增進對澳門近現代政治史的認知。檢視現有澳門研究的文獻

資料，大多數集中於晚清時期，對民國時期、新中國成立到澳門回歸

前的學術研究還不是很充分，亦即缺乏對澳門從晚清時期到回歸中國前

的一個連貫性、歷時性的學術層面上的理論分析和經驗研究。在政治學

研究領域，除了零散的論文有所論述分析，學界甚少作出這樣的研究。

如果能夠嘗試從政治學層面對澳門這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作一個承接性的

分析，既可進一步豐富澳門研究，也可增進對澳門近現代政治史的認知

和考量。本研究正是朝向這個方向努力，通過對澳門典型政治家族的研

究，以對澳門在民國後期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政治史作出嘗試性的補充

和解釋。

9 余永逸：《澳門的政治現代化及其挑戰》，《澳門研究》2010年第 1期。

10 謝四德：《“澳人治澳”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反思》，《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 10期，

第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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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概念

在展開論述之前，本研究將基於自身的研究主題和問題意識，對兩

組核心概念做出界定：一組是家族、政治家族與家族政治，另一組是關

係、關係網絡與權力，以圖與本研究的理論背景和使用語境相一致。

（一）家族、政治家族與家族政治

1.家族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家族始終是中國政治研究繞不開也難以分

割的話題，不少學者注重研究家族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作用與影響，

這是因為家族在中國社會的演進過程中所具有的歷史重要性。台灣學者

管東貴在研究周朝的歷史發展時，就提出血緣組織與政治組織是互動的

兩個主體，而且這兩種組織各有各的推動社會運作的“組織力”，兩者

組織力的消長關係推動著社會政治結構的全面轉型。11

由於家族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基本單位，家族主義是理解中國社

會必不可少的透視角度。從家族主義視角研究中國社會，對認識中國社

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因而，對家族內涵

的理解與掌握也顯得很有必要。麻國慶指出家族這一概念一般包含家庭

和宗族，家族一方面可以指具體的家與族，另一方面也可以指由家和

族兩者衍生出的關係的外在化符號，如家族主義、家族勢力、家族影響

等。12他在研究漢人社會家族時，認為很難獲得普遍性的家族定義。13徐揚

傑卻明確界定了家族這個概念，即“家族是以家庭為基礎的，是指同一

個男性祖先的子孫，世代相聚在一起（比如共住一個村落之中），按照

一定的規範，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結合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14

11 管東貴：《從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縣制的演變——以血緣解紐為脈絡》，中華書局 2010年版，第

33—34頁。

12 麻國慶：《家與中國社會結構》，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8頁。

13 麻國慶：《永遠的家：傳統慣性與社會結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3頁。

14 徐揚傑：《中國家族制度史》，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2年版，第 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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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般意義上對家族概念的界定，更具體的是王滬寧在研究村落家族

文化時對家族的概括定義，他認為家族系統具備的特性包括：以血緣關

係和親屬關係聯結成的較為緊密的家族結構，以每個族員對家族群體承

擔一定義務和權利為基礎的家族體制，以血緣關係決定的等級為依據的

家族權力，以家族群體為整體的為每一成員提供便利的家族功能，以家

族為單位組織的涉及全體族員的家族活動，以約定俗成的戒律約束族員

的家族規範，以潛移默化的傳播為渠道而形成的具有一定持久性的家族

觀念。血緣關係是形成家族系統的內在構造，通過外部構造體現出來，

並得以支持系統運作。外部構造表現為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從靜態結

構來看，包括族居、宗姓、輩份、房族、族老和親屬六個主要結構，這

些結構將家族系統支撐起來，具有外觀形式。從動態構造來看，包括生

存、維持、保護、綿延、族化和文化六項基本功能，這些功能保障家族

系統的存在和延續，並使家族系統具備存在的理由。15

家族不僅僅是人類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也是政治學的關注對象。亞

里斯多德在《政治學》的開篇就討論了家庭，認為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形

式，若干家庭經過不斷的聯合與擴大，從初級組合形式“村坊”進入高

級而完備的境界“城邦”，城邦由此成為終點。16在黑格爾看來，家庭是

倫理生活最基本、最原始的自然共同體，家庭隨著自身不斷的擴大會逐

漸解體，從而過渡到在現代世界中產生的市民社會。17馬克思主義經典

理論認為，在以血族關係為基礎的社會結構中，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日益

發展及私有制的產生，形成了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以血族團體為基礎

的舊社會，由於新形成的各社會階級的衝突而被摧毀；代之而起的是組

成為國家的新社會，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

15 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版，第 13—15頁。

16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 1965年版，第 3—7頁。

17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 1961年版，第 198—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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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了。18在他們眼裏，家族會隨著政治現代化而逐漸消失或解體，但是有

學者也意識到家族在現代政治中仍發揮著影響與作用。美國政治學者福

山在他的著作《政治秩序的社會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中

分析了國家能力、法治與民主問責三者關係，著重闡發了家族在國家能

力建設中的影響與作用。他提到，“社會組織中家庭和親戚的重要性是

中國歷史上重大常數之一（福山指出歷史學家談起中國家庭時，不是指

夫婦帶小孩的小家庭，而是指成員達數百乃至數千的父系家族）。中國

家庭證明是頗有韌性的，父系家族迄今仍活躍於中國部分地區。尤其是

在中國南方，直到二十世紀，宗族和氏族一直處於強勢地位。它們在地

方上發揮準政治的功能，在很多事情上取代國家成為權力的來源”。19正

因如此，“家庭與國家的緊張關係、家庭責任高於政治責任的道德合法

性，在中國歷史上經久不衰。迄今，中國家庭仍是一種強有力的制度，

竭力捍衛它的自治，不願意政治權力的干涉”。20可見，家族是政治學研

究領域的重要研究對象，是國家或地區政治發展研究中需要考量的重要

方面。

2.政治家族

基於不同的分類標準，會產生不同類型的家族劃分，如以不同專

長領域而劃分，就有文化家族、商人家族、軍人家族、宗教家族和政

治家族。政治家族的英文表述一般為“political families”或“political 

dynasties”。政治家族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家族，是在政治上具有影響力

和支配力的家族，並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響和作

用。國外學者唐．庫爾茨認為，政治家族的存在就是當有兩個或兩個以

上的家族成員在政治領域曾任或現任公職，如果兩個或更多的家族由親

18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就摩爾根的研究成果而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3頁。

19 法蘭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社會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傑譯，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 2014年版，第 96頁。

20 同上，第 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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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關係連接起來，他們將相互連結並形成一個親屬關係網絡。21馬克．湯

普森則將政治家族的特徵總結為一種在親近的家族成員之間進行的直接

或間接的權力交接現象。政治家族常常被視為與現代民主政治相悖，因

為他們的家族成員是通過裙帶關係而獲得政治職位。22從這些論述來看，

政治家族就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內，通過一定機制、渠道影響權

力或掌握權力，而具有深遠影響力的家族，其家族成員一般都肩負著維

繫家族生存與發展的使命。在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政治家族可以是商人

家族、文化家族，但是商人家族或文化家族要成為政治家族，就必須是

在政治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和支配力的家族。本研究選定的研究對象，

即典型的華商家族，不僅擁有雄厚的資本力量，也在政治領域具有深遠

的影響力和支配力，因此華商家族就是政治家族。

3.家族政治

徐勇認為，家族政治是家族組織長期控制或者影響政治體系的一種

政治形態。它表現為家族力量在一個政治體系裏居支配地位和有特殊影

響。在亞洲地區，家族政治成為一種政治常態，左右或主宰著一個國家

的政治格局。在現代政治體系下出現的家族政治屬於一種“政治返祖”

現象。23陳金英則將現代家族政治界定為在自由民主制度框架下，某些家

族的成員由於擁有特殊的資源，能夠連續當選並掌握政權，使得權力在

某些家族內部呈現出代際延續的現象。24從這些定義可以歸納出家族政治

的幾個特性：家族政治屬於一種政治現象或政治形態，表現為政治家族

對稀有資源的壟斷，其目標是權力，而且這種權力是一種影響力和支配

力。因此，在他們對家族政治的界定基礎上，結合本研究的需要，這裏

對家族政治的定義是，政治家族及其成員憑藉其所擁有的政治、經濟、

21 Donn M. Kurtz, II, “�e Political Family: A Contemporary View”,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 Vol. 32, No. 3, 

1989, p. 335.

22 Mark R. �ompson, “Asia’s Hybrid Dynasties”, Asian Affairs , Vol.43, No.2, 2012.

23 徐勇：《家族政治：亞洲政治的魔咒》，《學術月刊》2010年第 12期。

24 陳金英：《現代民主政治中的家族政治——一種嘗試性分析框架》，《政治學研究》2017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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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會等資源優勢，通過聯結各種關係網絡而獲得權力，對特定時

期的特定政治體系的運行和發展進行有效控制或施予行動，從而對國家

或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政治現象。簡而言之，家族政

治就是政治家族追逐權力的現象，政治家族為在國家或地區政治中發

揮影響並實現其利益，就得追逐並獲取權力，權力是政治家族的直接

目標。

從這個定義來看，家族政治與家族、政治家族是緊密相連的三個

概念（見圖 1），政治家族是在國家或地區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具

有影響力的家族，而家族政治是政治家族行動引致的結果，政治家族是

家族政治現象中的行動主體。家族政治作為傳統政治的產物，以其特有

的運作機制在現代政治中延續與發展。如果以不同的行動主體為標準來

劃分現代政治，就可以分為政黨政治、社團政治、家族政治等。因此，

家族政治與當今盛行的政黨政治、團體政治等構成了現代政治的重要

內容。

政黨政治

家族政治

團體政治

⋯⋯

現代政治家族 政治家族

圖 1：家族、政治家族與家族政治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