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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国内政治视角探讨乌克兰国家治理ꎬ 并提出

一个分析框架ꎮ 本文认为ꎬ 乌克兰国家治理之低效与其国家基础条件、
政策选择和国家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乌克兰国家治理的基础条件兼具

优势与劣势ꎬ 决定了国家面临地区分离主义倾向和族群分歧、 经济与国

防脆弱、 与俄罗斯存在分歧与矛盾等问题ꎮ 要解决这些问题ꎬ 理想的政

策选择应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取向ꎬ 稳妥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ꎬ 构建包

容性的国家认同ꎬ 推行包容多元的民族文化政策ꎬ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国防建设ꎬ 以及坚持和平、 中立和平衡的外交政策ꎮ
然而ꎬ 乌克兰独立以来的现实政策选择却距离理想方案渐行渐远ꎬ 主要

体现在政治激进化与地缘政治化、 历史叙事和民族文化政策一元化、 经

济寡头化、 国防能力建设滞后以及外交政策极化ꎮ 如此政策选择背离了

公共利益最大化取向ꎬ 不仅未能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ꎬ 反而加

剧了内外分歧与矛盾ꎬ 导致国家长期处于危机或准危机状态ꎬ 而糟糕的

国家状态对政策选择形成反噬作用ꎬ 促使政策选择具有短期性和依附性

的特点ꎬ 并与国家状态形成恶性循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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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概念、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国家治理” 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 １９９７ 年报告中正式提出ꎬ 其基本内涵

是: 政府作为治理国家的公共机构ꎬ 有权制定政策与战略并付诸实施ꎬ 这些政

策和战略直接影响国家的发展ꎮ 简单地说ꎬ 国家治理就是国家公共权力机构治

国理政的全部活动ꎮ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善治ꎬ 即公共利益最大化ꎬ 国家与

社会处于最佳状态ꎮ 善政是对政府治理的要求ꎬ 好的政府是通向善治的

关键①ꎮ
国家治理对转型国家的执政理念和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ꎬ 因此成为研究这

些国家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重要路径ꎮ 乌克兰既是转型国家ꎬ 也是苏联解体后

新独立国家ꎮ 对乌克兰而言ꎬ 国家治理包括国家构建、 制度转型以及国家的良性

和可持续发展ꎮ 关于乌克兰国家治理ꎬ 相关研究成果按照研究视角大体上可分为

五类ꎮ 第一类将乌克兰置于制度转型的分析框架中ꎬ 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

为衡量国家治理效果的主要标准ꎬ 并将治理效果的优劣归因于制度转型的速度和

程度②ꎮ 第二类以欧洲社会为坐标ꎬ 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观察乌克兰ꎬ 以欧盟对

乌克兰提出的入盟条件为主要标准衡量乌克兰国家治理进程ꎬ 主要关注一体化进

程、 联系国协定、 一体化对乌克兰的影响等问题③ꎮ 第三类从国家构建的视角看

待乌克兰国家治理ꎬ 主要关注乌克兰内部事务ꎬ 包括民族国家认同、 语言宗教、
历史记忆、 民族主义、 意识形态、 身份政治、 “颜色革命”、 社会变迁、 寡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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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精英政治、 政治经济改革、 对外政策等①ꎮ 第四类从国际体系和地缘政治的

视角看待乌克兰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ꎬ 主要聚焦大国博弈以及对乌克兰的影

响②ꎮ 第五类从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视角看待乌克兰国家治理及其与俄罗

斯的关系③ꎮ
不同的出发点和衡量标准可能对乌克兰国家治理得出不同的结论ꎮ 客观来

看ꎬ 尽管乌克兰获得了独立国家地位并在构建现代国家过程中取得了不小的进

展ꎬ 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ꎬ 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看ꎬ 乌克兰国家治理

的效果极不理想ꎬ 被公认为欧洲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ꎬ 甚至被一些学者指

为 “国家功能失调” 或 “失败国家”ꎬ 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爆发的军事冲突将其

进一步推向苦难的深渊ꎮ 乌克兰国家治理为何低效? 是源于外部的地缘政治竞

争ꎬ 还是国家内部因素所致ꎬ 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我们毫不怀疑国际政治因素

的重要性ꎬ 国际力量结构和大国博弈确是中小国家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ꎮ 乌克兰

危机就是内外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④ꎮ 本文探讨的对象是乌克兰国家治理ꎬ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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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内政治ꎬ 因为 “在现实政治中ꎬ 国内政治也会时常产生影响”①ꎮ 有时ꎬ
这种影响甚至超过国际政治ꎬ 尤其表现在国家治理层面ꎮ

国家治理的关键是什么? 如何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相关研究莫衷一是ꎬ 有

的强调制度、 治权、 政府责任、 法治、 以人为本、 人才ꎬ 有的强调处理好改革、
稳定和发展的关系ꎬ 促进政府、 市场、 社会三者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等②ꎮ 本文认

为ꎬ 民主或威权、 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本身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最大化ꎬ 并非国

家治理的目标ꎬ 而是国家治理的工具ꎮ 国家治理中工具的使用要有针对性ꎮ 对于

新独立国家而言ꎬ 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ꎬ 政府要客观衡量和准确把握国家的基础

条件ꎬ 找到对公共利益形成挑战的主要问题、 矛盾和冲突ꎬ 制定有效应对措施ꎬ
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公众诉求ꎬ 使国家保持良好的秩序ꎬ 促进社会的

稳定和发展ꎮ 因此ꎬ 本文聚焦乌克兰的基础条件、 政策选择和国家状态ꎬ 并依据

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分析框架ꎮ 本文认为ꎬ 国家状态与国家的基础条件和政

策选择有着密切关系ꎬ 理想的国家治理方案应全面考虑国家的基础条件ꎬ 充分利

用基础条件中的优势并尽量弥补基础条件的不足ꎬ 致力于解决国家面临的主要问

题ꎬ 从而塑造良好的国家状态ꎮ 而国家状态也对政策选择具有反哺或反噬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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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ꎬ 王义桅、 唐小松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４３９ ~ ４４０ 页ꎮ
参见王缓: «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综述»ꎬ 载 «厦门特区党校学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乌克兰国家治理: 基础条件、 政策选择与国家状态　

良好的国家状态可以为政策选择提供更加充裕的空间ꎬ 允许决策者致力于争取国

家的长远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ꎬ 并使政权得以巩固ꎬ 政策得以保持连续性、
稳定性和有效性ꎮ 而糟糕的国家状态则因蕴含巨大的不确定性ꎬ 极易推动决策者

优先维护自身的政权安全或者小群体利益ꎬ 并偏好追逐短期政策效应ꎬ 从而使政

策选择与国家状态构成恶性循环ꎮ

一　 乌克兰的基础条件

国家的基础条件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参考ꎬ 影响政府的思维模式和行为

方式ꎬ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发展空间ꎮ 基础条件本身似乎是无须解释

的ꎬ 但事实并非如此ꎬ 基础条件需要客观认知ꎮ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传播过程

的不确定性ꎬ 对一个国家基础条件的认识可能以偏概全甚至存在误解ꎬ 从而影响

国家政策选择的逻辑和对国家状态的认识ꎮ 乌克兰真的如有些评论认为 “一手好

牌打得稀烂”ꎬ 抑或存在 “先天不足”? 在讨论乌克兰政策选择前有必要对乌克

兰独立之初的基础条件择要阐释ꎬ 包括地理条件、 历史记忆、 区域和文化、 经济

基础、 军事力量ꎮ

(一) 地理条件: 地缘政治博弈的前沿

基辛格曾撰文称ꎬ 如果乌克兰要生存与发展ꎬ 就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

的前哨———而应该成为连接两方的桥梁①ꎮ 那么ꎬ 为什么乌克兰在现实中成为俄

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对抗的 “风暴眼”? 地理条件对于乌克兰国家治理来说利弊

皆有ꎮ 其利在于ꎬ 拥有显要的地理位置、 宜居的自然条件和广袤的领土ꎮ 乌克兰

处于北纬 ４４ ~ ５２ 度之间ꎬ 气候比北欧国家和俄罗斯更温暖ꎬ 境内以平原为主ꎬ
适宜居住ꎮ 境内最大河流———第聂伯河水域宽阔ꎬ 贯穿南北ꎬ 可以通航进入黑

海ꎮ 其弊在于ꎬ 陆界绵长蜿蜒ꎬ 地形易攻难守ꎬ 除西部喀尔巴阡山和中部的第聂

伯河外ꎬ 境内再无抵御外敌的自然天险ꎬ 且周边强邻林立ꎬ 长期争斗不休ꎬ 致使

其成为不同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和对抗的焦点ꎮ 历史上ꎬ 乌克兰人屡屡尝试通过

联盟方式求得自治或独立ꎬ 但最终都被周边强敌占领ꎮ 独立以后的乌克兰处于两

大政治力量———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博弈的前沿ꎬ 地理环境仍然不甚理想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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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乌克兰高级外交官曾感慨称ꎬ 乌克兰处于相互对抗的俄罗斯和西方之间ꎬ 两方

都 “玩弄” 乌克兰这个 “美女”ꎬ 但都不娶她ꎮ 乌克兰若处于哈萨克斯坦的地理

位置ꎬ 情况可能迥然不同ꎮ 地理条件给乌克兰带来的压力在不同时期并不一样ꎮ
乌克兰独立初期ꎬ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相对友好ꎬ 乌克兰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较

小ꎮ 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趋于对立继而走向对抗并要求乌克兰选边站队时ꎬ 乌克

兰推行平衡政策的难度显著增大ꎬ 回旋空间趋于狭窄ꎬ 陷入对抗并成为冲突桥头

堡的风险陡然上升ꎮ

(二) 历史记忆: 乌俄之间复杂的历史恩怨

乌克兰与周边邻国存在复杂的领土变迁关系和历史文化联系ꎬ 其中与俄罗斯

的关系尤为复杂ꎮ 基辅罗斯时期ꎬ 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混合在一

起ꎬ 被称作罗斯人ꎮ １２４０ ~ １６５４ 年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处于立陶宛和波兰的控

制下ꎮ 乌克兰人认为ꎬ 基辅罗斯是本民族的创造ꎬ 也是最早的乌克兰国家ꎬ 自那

时起乌克兰的历史长达 １ ０００ 多年ꎮ 普京则称乌克兰是 “俄罗斯历史、 文化和精

神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①ꎮ １６５４ 年哥萨克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为了抵抗波

兰而与俄国沙皇签署 «佩列亚斯拉夫协定»ꎬ 这被俄罗斯看作乌克兰主动作出并

入俄国的选择ꎮ 此后俄国开始自东向西、 向南推进ꎬ 并在 １８ 世纪逐渐控制乌克

兰所在的大部分土地ꎬ 最终废除了当地的自治制度ꎬ 将其变成帝国的普通行省ꎬ
乌克兰仅西部小部分土地仍处于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ꎮ ２０ 世纪初乌克兰土地上

出现了若干政权ꎬ 但都没有维持很长时间ꎬ 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很快被布尔什维

克政权控制ꎬ 乌克兰随后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ꎬ 仅西部小部分土地被波兰、 捷

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分割ꎬ 这部分土地直到二战期间才被并入苏联版

图ꎮ １９５４ 年赫鲁晓夫赠送克里米亚后乌克兰的版图最终形成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乌

克兰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ꎬ 这被乌克兰政府指为 “种族灭绝”ꎮ 二战期间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配合德国从事反对苏联的活动ꎬ 其领袖斯捷潘班杰拉后

来被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定性为民族英雄和德国法西斯的 “帮凶”ꎮ １９８６ 年切尔

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给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严重的灾难性后果ꎬ 对苏联解体亦

起到推动作用ꎬ 而苏联解体则给俄乌双方留下了领土和财产分割的难题ꎬ 这些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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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后来演变成双方冲突的导火索ꎮ

(三) 区域的异质性与文化的多样性

乌克兰是欧亚地区国家中地区多样性最为显著的 “拼图国家” 之一ꎮ 由于

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 文化传统和政治倾向ꎬ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

齐ꎬ 异质性非常突出ꎮ 而且ꎬ 不同地区之间联系较弱ꎬ 与中央的关系也不够紧

密ꎬ 宛如一幅拼图ꎮ
乌克兰共有 ２４ 个行政州、 １ 个自治共和国和 ２ 个直辖市ꎬ 一般认为由西、

中、 东、 南四部分组成ꎮ 西乌克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指加利西亚地区 (利
沃夫州、 捷尔诺波尔州和伊万诺 － 弗兰科夫斯克州的大部分地区)ꎬ 是较晚并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区ꎬ 在波兰统治期间 (１４ 世纪中期至 １７ 世纪

下半期、 一战至二战期间) 曾受到天主教和波兰文化的影响ꎬ 是乌克兰民族主义

的摇篮ꎮ 当地居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最强ꎬ 也比其他地区居民更向往欧洲ꎮ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２ 日发布的 «乌克兰对外政策基本方针» 提出ꎬ 乌克兰对外政策的长远目

标是加入欧洲一体化体系ꎮ 当时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仅支持融入欧洲ꎬ 至多是加

入欧盟ꎬ 但加利西亚地区却主张加入北约ꎬ 反对与独联体国家恢复经济联系ꎮ 西

部中心城市利沃夫是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和乌克兰民族精神之都ꎮ 西乌克兰广义指

乌克兰西部的八个州ꎬ 包括加利西亚地区三个州以及沃伦州、 罗夫诺州、 外喀尔

巴阡州、 切尔诺夫策州和赫梅利尼茨基州ꎬ 历史上属于奥匈帝国、 波兰、 罗马尼

亚和捷克斯洛伐克ꎮ 东乌克兰包括哈尔科夫州、 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ꎮ 顿巴

斯地区是签署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 以后最早并入俄国的地区ꎬ 也是乌克兰最

早启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地区ꎮ 苏联政府为了把乌克兰打造成加盟共和国工

业化样板ꎬ 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的部分地区划入乌克兰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ꎬ 形成了如今的乌克兰顿巴斯地区ꎮ 由于顿巴斯的居民来自苏

联各地ꎬ 所以当地居民对多元文化持包容态度ꎬ 他们不反对融入欧洲ꎬ 但希望同

时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ꎮ 南乌克兰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扎波罗热

州、 赫尔松州、 尼古拉耶夫州、 敖德萨州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ꎬ 南乌克兰也是

移民汇集地ꎬ 对多元文化相对包容ꎮ 南部中心城市敖德萨是典型的苏式港口城

市ꎮ 东部和南部多数居民讲俄语或者混合使用俄语和乌克兰语ꎮ 俄国把乌克兰东

部和南部地区称作 “新俄罗斯”ꎮ 克里米亚作为最后进入乌克兰版图的地区是乌

境内唯一的俄罗斯族居民占多数的行政区ꎬ 也是乌克兰最亲俄的地区ꎮ 其余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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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属于中部乌克兰ꎬ 中心是首都基辅ꎮ 这里曾经是哥萨克酋长国所在地ꎬ １７ 世

纪俄国占领后建立了斯沃博达乌克兰省ꎬ 被俄国称作 “小俄罗斯”ꎬ 当地居民相

对传统和保守ꎮ 从历届选举的情况看ꎬ 独立以来中部地区选民的政治倾向发生了

从接近东部逐渐转向接近西部的变化ꎬ 这反映出西部地区政治倾向逐渐影响并裹

挟其他地区的现实ꎬ 这种现象也被称作 “加利西亚化”ꎮ 乌克兰独立前后ꎬ 克里

米亚、 东部地区和外喀尔巴阡地区出现离心倾向ꎬ 以克里米亚最为突出ꎮ 当地在

１９９４ 年举行全民公决ꎬ ６０％的公民参加了全民公决ꎬ 其中 ８０％ 赞成克里米亚独

立ꎬ 要求允许当地俄罗斯族居民拥有双重国籍ꎬ 将俄语列为当地第二官方语言ꎮ
乌克兰的民族、 语言和宗教状况复杂多样ꎬ 使得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道阻且

长ꎮ 乌克兰作为地域的名称于 １２ 世纪出现①ꎬ 但乌克兰的民族意识直到 １９ 世纪

才形成ꎮ 当时乌克兰语与俄语和白俄罗斯语差异很小ꎬ 俄罗斯族、 乌克兰族和白

俄罗斯族是混合在一起的ꎬ 在语言、 宗教和习俗方面非常相似ꎮ 苏联政府早期的

民族识别政策人为强化了三个东斯拉夫民族的个性特点ꎬ 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化

政策促使不同民族的边界变得模糊ꎮ 独立以后的乌克兰拥有超过 １３０ 个民族ꎮ 根

据 ２００１ 年人口普查结果ꎬ 乌克兰族人口占 ７７ ８％ ꎬ 比 １９８９ 年增长 ０ ３％ ꎬ 俄罗

斯族占 １７ ３％ ꎬ 比 １９８９ 年下降 ２５ ６％ ꎬ 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不同程度下降ꎮ 乌克

兰境内有说俄语的乌克兰族、 说乌克兰语的乌克兰族、 说俄乌混合语言的乌克兰

族以及说俄语的俄罗斯族等不同群体ꎬ 其中说俄语的乌克兰族人数最多ꎮ 乌克兰

的独立因苏联解体的契机促成ꎬ 因此ꎬ 当独立到来时ꎬ 一切都尚未准备好ꎬ 乌克

兰人的政治认同、 文化认同杂乱且模糊ꎬ 对很多问题都存在分歧ꎮ 与欧亚地区其

他国家相似ꎬ 乌克兰在独立以后很快也开始主动强化主体民族意识和独立意识ꎬ
提升乌克兰族和乌克兰语的地位ꎬ 这引起境内其他民族的不满ꎮ

乌克兰处于欧洲文化的断层带上ꎬ 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宗教纷争ꎮ 基辅罗斯

大公弗拉基米尔选择接受东正教使得东斯拉夫人与其西部的天主教邻居波兰人分

隔开来ꎬ 也为东正教在乌克兰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基础ꎮ 立陶宛公国时期ꎬ 由于推

行相对平和的宗教政策ꎬ 东正教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得以继续发展ꎮ 卢布林联合

后ꎬ 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开始推进天主教化和波兰化ꎮ 俄国和苏联时期东正教在

乌克兰再次占据主导地位ꎬ 并延续至今ꎮ 独立以后的乌克兰缺乏统一的东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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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ꎬ 主要的三个东正教会包括莫斯科宗主教管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 (俄罗斯东正

教会在乌克兰分会的继承者)、 基辅宗主教管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 (１９９２ 年成

立) 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 (１９１９ 年成立于西乌克兰)ꎮ 乌克兰宪法第 ３５ 条规

定ꎬ 宗教与国家分离ꎮ 东正教是乌克兰最大宗教ꎬ 教徒数量约占 ７３％ ꎬ 遍布乌

克兰全境ꎬ 天主教徒则主要集中在加利西亚地区ꎮ
区域的异质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提升了族群关系问题的敏感度和制定族群政策

的难度ꎬ 并影响到乌克兰与邻国的关系、 周边安全乃至地缘政治ꎮ 而民族、 语言

和文化的跨境存在又使得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边界相对模糊并相互影响ꎮ

(四) 经济基础: 较强的经济潜力与显著的经济脆弱性

世界银行 １９９３ 年发布的 «乌克兰经济备忘录» 认为ꎬ “独立的乌克兰有潜

力加入世界富裕社会的行列”①ꎮ 那么多年后为什么乌克兰不但没能成为富裕国

家ꎬ 而且沦为欧洲最贫困国家之一ꎬ 乌克兰的经济底子到底有多厚?
乌克兰的经济基础兼具优势和劣势ꎮ 优势在于ꎬ 乌克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和地理条件、 显著的低劳动成本优势和相对充裕的自然资源ꎬ 经济发展的潜力

大ꎮ 具体而言ꎬ 它的面积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ꎬ 紧邻俄罗斯和欧洲市场ꎮ 地理位

置便于它从俄罗斯购买低价能源以及从欧洲获得科技、 资本和市场ꎮ １９９２ 年乌

克兰人口为 ５ ２０５ ６６ 万ꎬ 在欧洲排名第五ꎬ 而且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

力ꎬ 科技人才的底子较雄厚ꎬ 平均工资水平不高ꎮ 它的经济实力在苏联加盟共和

国中居于第二位ꎬ 国民生产总值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 １６ ５％ ꎮ 乌克兰拥有强大

的工业、 农业和科学技术潜力ꎮ 乌克兰矿产资源丰富ꎬ 已探明 ８０ 多种可供开采

的富矿ꎬ 特别是铁矿、 煤炭等矿产资源丰富ꎬ 俄国和苏联在乌克兰陆续建立了矿

业、 化学、 钢铁、 工业设备、 汽车、 军工等工业部门ꎬ 它的航空、 航天、 军工、
造船、 通信等部门都拥有技术优势ꎮ 乌克兰发展农业的条件优越ꎬ 黑土面积占世

界黑土总面积的 ２７％ ꎬ 是苏联重要的粮食产区ꎮ
与此同时ꎬ 乌克兰经济的脆弱性和不平衡性也很突出ꎬ 主要劣势在于: 其

一ꎬ 独立前夕乌克兰经济已经处于危机状态ꎮ 苏联时期ꎬ 重工业归莫斯科管理ꎬ
只有面向本地市场的中小企业归基辅管理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半期ꎬ 乌克兰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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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源逐渐枯竭ꎬ 开采成本大幅上升ꎬ 苏联政府开始减少对乌克兰的投资ꎬ 将当

地很多企业转至莫斯科ꎬ 当地的劳动生产率下降ꎬ 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ꎬ 至

８０ 年代基本陷入停滞ꎮ １９９０ 年乌克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排

在第六位ꎮ 在苏联末期的城市化进程中ꎬ 乌克兰的农村地区房屋空置ꎬ 土地荒

芜ꎬ 酗酒、 吸毒、 医疗和基础设施条件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ꎮ
其二ꎬ 自主性较差ꎬ 经济结构单一ꎮ 乌克兰缺乏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体系ꎬ

是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ꎬ 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至关重要ꎮ
“苏联的区域产业布局高度专业化和产业结构明确分工ꎬ 使各地区和各加盟共和

国之间的产品和原材料供需有很强的地区性和相互依赖性ꎮ 苏联的解体使原有的

内部市场一体经济遭受排斥ꎬ 新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和生产关系失去了联

系和相互支撑ꎮ 加盟国政治上虽然独立了ꎬ 但是在影子政治和经济发展上却一直

无法摆脱原苏联一体化专业分工的束缚”①ꎮ 乌克兰油气资源不足ꎬ 石油自给率

仅 １０％ ꎬ 天然气自给率为 ４０％ ꎬ 油气严重依赖从俄罗斯进口ꎬ 且难以找到拥有

相似条件的替代进口来源ꎮ 独立初期ꎬ 乌克兰工艺落后ꎬ 单位产品耗能过大ꎬ 基

本生产设备消耗殆尽ꎬ 产品竞争力有限ꎬ 严重依赖独联体市场ꎮ
其三ꎬ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ꎬ 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缺乏共识ꎮ 乌克兰的矿

产资源、 人口和大型工业主要集中在基辅市以及东部和东南部ꎮ 基辅市、 顿涅茨

克州、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哈尔科夫州和敖德萨州的产值占全国一半左

右ꎬ 全国超过一半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也集中在这些地区ꎮ 而中部和西

部主要从事农业、 贸易和小型工业ꎮ 另外ꎬ 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较

低ꎬ 实际上形成了沿东北至西南的一条经济分割线ꎮ 乌克兰人期待彻底摆脱苏联

经济模式走向市场经济ꎬ 但是缺乏明确的改革战略ꎬ 对于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和实

现真正的自由与独立存在分歧ꎬ 使得国家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ꎮ

(五) 军事力量: 苏联留下的军事遗产

乌克兰的军事力量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居于第二位ꎮ 苏联共有 １４ 个军区ꎬ
其中 ３ 个军区在乌克兰境内ꎬ 共部署陆军正规作战师 ２２ 个ꎬ 占全部陆军正规作

战师的 １６％ ꎬ 部署空军作战飞机 ８４５ 架ꎬ 占全部空军作战飞机的 １７ ２％②ꎮ 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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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徐林实、 〔乌〕 Ю В 马科贡、 〔乌〕 Н В 古尔芭拉: «俄乌冲突下的乌克兰经济»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寒放: «乌克兰境内的原苏联军事力量»ꎬ 载 «世界知识» １９９２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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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队是苏联四大舰队之一ꎮ 乌克兰独立之初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 塞瓦斯托波尔

和黑海舰队归属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ꎮ
乌克兰独立时继承了苏联 ２０％ 的战略核武器ꎬ 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

世界第三大拥核国家ꎬ 境内部署了苏联战略火箭军第 ４３ 集团军ꎬ 拥有 ２ 个井基

洲际导弹基地、 ２ 个远程轰炸机基地和 ４ ０００ 枚核弹头ꎮ 乌克兰的 １７６ 枚洲际弹

道导弹都是分导式多弹头导弹ꎬ 其中 １３０ 枚 ＳＳ － １９ 型液体燃料导弹每枚可携带 ６
枚分弹头ꎬ ４６ 枚 ＳＳ － ２４ 型固体燃料导弹每枚可携带 １０ 枚分弹头ꎮ 乌克兰拥有

２５ 架图 － ９５ＭＳ 战略轰炸机和 １９ 架图 － １６０ 战略轰炸机ꎬ 每架轰炸机可分别携带

６ 枚和 １２ 枚巡航导弹ꎮ 这也让西方大国把弃核作为对乌政策的首要目标ꎮ

二　 乌克兰的政策选择

独立初期的乌克兰首先面临国家建构的艰巨任务ꎬ 对公共利益构成挑战的最

紧迫问题主要包括: 一是国内的地区分离主义倾向和族群分歧ꎻ 二是经济和国防

的脆弱性ꎻ 三是与俄罗斯在领土归属、 苏联财产分割、 地缘政治取向、 历史叙事

等方面存在分歧与矛盾ꎮ 要解决这些问题ꎬ 乌克兰理想的政策选择是采取包容性

的国家发展模式: 一是稳妥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ꎬ 回应地方关于自治权的诉

求ꎬ 消弭地区分离主义ꎻ 二是推行包容多元的民族文化政策ꎬ 坚持民族平等ꎬ 相

互尊重ꎬ 回应少数族群的合理诉求ꎬ 争取不同族群和谐共处ꎻ 三是促进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ꎬ 在此基础上加强国防建设ꎻ 四是坚持和平、 中立和平衡的外交政策ꎬ
稳妥处理与俄罗斯等邻国的分歧与矛盾ꎬ 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ꎮ 然而ꎬ 乌克兰独

立以后的政策选择距离上述理想方案渐行渐远ꎮ

(一) 政治发展: 从政策缺位、 政治内耗到政治激进化与地缘政治化

乌克兰历届政府都重视地区分离主义问题ꎬ 但都无力根除ꎬ 除了 １９９５ 年库

奇马政府对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有所瓦解外其他时期基本上任其发展ꎮ ２０１４
年以前ꎬ 乌克兰政府甚至难以制定、 通过和实施地区政策文件ꎬ 主要原因是中央

政府长期陷入精英内讧和府院之争ꎬ 导致中央政权羸弱ꎬ 政府频繁更迭ꎬ 对地方

权力难以形成约束ꎮ ２０１４ 年以后ꎬ 乌克兰政府引入外国资金和欧盟标准进行地

方分权改革ꎬ 包括大规模社区合并、 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ꎬ 但为时已晚ꎬ 克里米

亚已并入俄罗斯ꎬ 顿巴斯问题已升级为武装冲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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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执政期间与总理库奇马、 库奇马担任总统后与总理拉扎

连科和议长莫罗兹、 尤先科执政期间与总理季莫申科都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ꎮ
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因反对派施压被迫同意总理阿扎罗夫辞职ꎮ 波罗申科执政期

间与总理亚采纽克的争斗导致政府危机ꎬ 直至亚采纽克辞职ꎮ 泽连斯基执政以

后ꎬ 总理贡恰鲁克因公开指责总统而被迫辞职ꎮ 乌克兰独立至今ꎬ 仅库奇马一人

连任两届总统ꎬ 阿扎罗夫担任总理的时间最长ꎬ 也仅三年有余ꎮ
长期激烈的权力斗争导致政治制度和政策频繁调整ꎬ 议而不决ꎬ 决而不行ꎬ

管理低效ꎮ 乌克兰直到 １９９６ 年才通过首部宪法并建立总统议会制政体ꎮ 库奇马

在第二任期决定修改宪法ꎬ 削弱总统权力并扩大总理权力ꎬ 目的是在任期结束后

以总理身份继续执政ꎮ 尤先科上台后被迫落实库奇马的改革方案ꎬ 政体改为议会

总统制ꎬ 他因此成为弱总统ꎮ 亚努科维奇执政后ꎬ 宪法法院宣布 ２００４ 年修宪无

效ꎬ 重回总统议会制ꎮ ２０１４ 年恢复 ２００４ 年宪法ꎬ 政体再次回到议会总统制ꎮ 地

方长官制度也经历了反复调整ꎮ １９９２ 年州和区的行政长官由总统派代表担任ꎮ
１９９４ 年地方行政权力归于由选举产生的地区和次地区委员会任命的执行委员会ꎮ
１９９５ 年地方行政长官由总统任命ꎬ ２００４ 年地方行政长官从属于总统和总理ꎬ
２０１０ 年地方行政权力再度集中到总统ꎮ

政治投机和不作为加深了地区之间的裂痕ꎮ 乌克兰政治选举具有鲜明的地域

性ꎬ 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偏好兜售地区主义以巩固票仓ꎮ 乌克兰独立以来ꎬ 顿巴

斯地区民众对寡头垄断、 生活水平下降、 俄语地位等问题及政策表示不满ꎬ 但当

地民众希望独立或者并入俄罗斯的人并不占多数ꎮ 即便在亚努科维奇出逃以后ꎬ
顿巴斯地区仍有约 ４０％ 的居民希望乌克兰联邦化ꎬ 而不是本地区从乌分离出

去①ꎮ 拉祖姆科夫中心 １９９１ ~ ２０２０ 年的民调结果指出: 东部地区支持乌克兰独

立的比例 １９９１ 年为 ７９％ ꎬ 其他年份大多占 ５０％以上ꎬ 最低时也高达 ４９％ ꎬ ２００５
年以前经济因素对当地民意影响较大ꎬ ２００５ 年以后政治因素对当地民意影响较

大②ꎮ 然而ꎬ 乌克兰政府无视东部民众的诉求ꎬ 反而辩称顿巴斯地区经济社会状

况不佳的原因是当地交纳的税收被补贴给了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ꎬ 将原本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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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自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日本东京大学松里公孝教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

欧史学科所作的学术讲座 “转轨以来的俄乌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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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引向地区之间的矛盾ꎮ
政治激进化和暴力化对国家治理起到了破坏作用ꎮ 政治力量为了达到政治目

的鼓动街头政治和抗议示威ꎬ 并且推动社会运动从和平方式向暴力方式发展ꎬ 从

“花岗岩革命” 到 “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ꎬ 从 “橙色革命” 到 “广场革命”ꎬ
乌克兰俨然成为欧亚地区的 “革命” 先锋ꎬ 并且 “革命” 和暴力成为一些人解

决问题的重要选项ꎬ 最终推动央地矛盾升级为武装冲突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３ 日ꎬ 乌

克兰代总统图尔奇诺夫宣布军队参与针对顿巴斯的大规模 “反恐行动”ꎮ ５ 月 ２
日ꎬ 敖德萨流血事件刺激顿巴斯部分俄族居民发动反政府武装斗争ꎮ ５ 月 ９ 日ꎬ
乌克兰政府许可亚速营破坏马里乌波尔伟大卫国战争纪念日活动ꎬ 促使暴力冲突

升级ꎮ ５ 月 １２ 日ꎬ 顿巴斯地区举行公投ꎬ 与政府的矛盾激化ꎮ ５ 月 ２６ 日ꎬ 刚刚

当选总统的波罗申科下令对顿涅茨克市进行空袭ꎬ 激起了当地民众对政府的

愤怒ꎮ
国内政治力量主动与外部力量联手以及外部政治力量的主动介入促使乌克兰

政治日益地缘政治化ꎬ 其结果是乌克兰政府在解决地区分离主义问题上逐渐丧失

了主动权和控制权ꎮ 库奇马执政时期ꎬ 地区分离主义虽然存在ꎬ 但并未激化ꎮ 美

国不满库奇马推行的全方位平衡外交政策ꎬ 尤其反感其改善与俄罗斯关系ꎬ 决定

在乌克兰策划实施 “橙色革命”ꎬ 帮助尤先科当选总统ꎮ 尤先科当选后回馈美

国ꎬ 除了将加入欧盟和北约确定为乌克兰对外战略目标外ꎬ 还在语言、 教育和文

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去俄化政策ꎬ 这引起了东部和南部民众的不满ꎮ ２０１０ 年

亚努科维奇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赢得总统选举ꎬ 并在当选后对尤先科的政策进行回

调ꎬ 最终触发 “广场革命”ꎮ 此后ꎬ 西方开始深度介入乌克兰内政ꎬ 俄罗斯决定

合并克里米亚并支持顿巴斯民间武装ꎬ 之后承认乌克兰东部的 “顿涅茨克人民共

和国” 和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ꎬ 并发动顿巴斯特别军事行动ꎬ 使得顿巴斯冲

突演变成俄乌冲突ꎮ

(二) 历史叙事和民族文化政策: 从多元到一元

历史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ꎮ 对于乌克兰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国家经验的新

独立国家来说ꎬ 历史叙事和民族文化政策是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所在ꎮ 与俄

罗斯复杂的历史恩怨以及地区异质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客观上要求乌克兰

关照各民族的关切ꎬ 倡导民族平等、 和平共处、 文化多元融合ꎬ 以促进族群和睦

和国家统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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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ꎬ 乌克兰是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获得独立的ꎬ 其独

立国家身份的塑造自然而然伴随着去苏联化ꎮ 乌克兰政府也遵循 “不破不立”
的逻辑ꎬ 把实现真正的独立与摆脱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叙事和文化影响统合在一

起ꎬ 谋求在剥离和否定俄罗斯因素的过程中构建乌克兰的民族国家身份ꎮ 在这种

观念驱使下ꎬ 乌克兰的历史叙事和民族文化政策从独立初期的相对包容和多元化

逐渐趋于意识形态化和一元化ꎮ
乌克兰语言政策的基础是 １９８９ 年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ꎬ

规定乌克兰语是国语ꎬ 俄语等其他语言是族际交流语言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ꎬ 乌克兰

议会通过一项民族权利宣言ꎬ 保障所有民族和族群在公共生活所有领域自由使用

母语的权利ꎬ 包括教育、 制作、 接收和传播信息的权利ꎮ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ꎬ 克拉夫丘

克签署 «乌克兰少数民族法»ꎬ 重申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ꎮ 同年ꎬ 基辅宗主

教管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创立ꎮ
库奇马上台后提升了对历史叙事和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ꎮ １９９６ 年乌克兰颁

布首部宪法ꎬ 保证俄语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的自由使用和发展ꎮ 随着乌

克兰语地位的上升ꎬ 俄语等其他语言的地位不断下降ꎬ 俄语学校数量持续下

滑①ꎮ １９９８ 年乌克兰出版由 Ａ 科兹茨基主编的 «１０ ~ １１ 年级乌克兰史»ꎬ 对旧

版历史教材进行了修改ꎬ 将 １９１７ ~ １９２０ 年的俄国革命称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

争ꎬ 称大饥荒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②ꎮ
尤先科执政后将历史叙事和民族文化政策进行系统化和政治化ꎬ 并从国家叙

事转向民族叙事ꎬ 着意强化乌克兰历史进程中的英雄主义和受害者形象ꎬ 强调乌

克兰是帝国侵略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ꎮ 他授予斯捷潘班杰拉和罗曼舒赫维奇

“英雄” 称号ꎬ 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大饥荒定性为苏联政府蓄意的、 系统性的种族

灭绝行为并写入法律ꎬ 将 ５ 月 ８ 日确定为二战胜利日ꎬ 用 “德苏战争” 取代 “伟
大卫国战争”ꎬ 更改了以苏联政治家命名的地名ꎬ 拆除苏联英雄纪念碑ꎮ 他颁布

法令禁止注册非乌克兰语媒体ꎬ 规定交通和通信领域、 普通教育机构、 法律诉讼

８７

①

②

От Кравчука до Зеленского: хрони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усофобииꎬ ２５ марта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ｏｓｍｉ ｒｕ / ２０２００３２５ / ２４７１２２８７５ ｈｔｍｌ? ｙｓｃｌｉｄ ＝ ｌｇ７ｄ５ｕｆｒ２５７１ ８１１２２９１ꎬ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３ 日ꎮ

Бомсдорф Ф ꎬ Бордюгов Г (ред )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ＩＩ М : Фонд Фридриха Науманнаꎬ АИРО － ＸＸＩꎬ ２００９ Ｃ １１８ 转引自周国长: « “脱俄入

欧”: 独立后乌克兰历史政策的变化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３)»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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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用乌克兰语ꎬ 国家公务员必须参加乌克兰语水平考试①ꎮ 在他的支持下ꎬ
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加入君士坦丁堡牧首区ꎮ

亚努科维奇执政后对历史叙事和民族文化政策进行了回调ꎬ ２０１２ 年签署

«国家语言政策基础法»②ꎬ 授予俄语在一些地区官方语言的地位ꎬ 减少了对俄语

的限制ꎬ 允许使用俄语参加期末考试ꎬ 规定俄语电影和电视节目不必翻译成乌克

兰语ꎬ 但未从根本上改变俄语等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衰弱的总体趋势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ꎬ 议会取消了 «国家语言政策基础法»ꎮ
波罗申科执政后继承了尤先科的英雄主义历史叙事模式ꎬ 称乌克兰人是抵抗

俄罗斯的英雄民族ꎬ 马泽帕是 “对抗帝国力量的战士”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

乌克兰起义军从事的是 “民族解放运动”ꎮ 在 ２０１７ 年乌克兰宪法日的演讲中ꎬ 波

罗申科强调ꎬ １９９６ 年通过的乌克兰现行宪法起源于 １７１０ 年的 «奥立克宪法»ꎬ
«奥立克宪法» 的颁布证明ꎬ 乌克兰在 ３００ 年前就已经与欧洲分享了民主、 自由

和善政③ꎮ 波罗申科继续推进乌克兰语的普及和发展ꎬ 扩大了乌克兰语在公共生

活中的使用范围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 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关于确保乌克兰语作为

国家语言的法律ꎬ 要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议员、 医生、 教师和服务机构人员在

执行公务时必须使用官方语言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宣布脱

离俄罗斯东正教会ꎮ
泽连斯基上台后在历史叙事和民族文化政策方面先是经历了短暂的观望ꎬ 在

政权稳固后立即将波罗申科时期的政策推向极致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ꎬ 泽连斯基

签署 «乌克兰原住民权利法案»ꎬ 规定俄罗斯族等少数民族不再享有与乌克兰族

９７

①

②

③

参见: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абин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от ３０ 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０９ г № １０３３ “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Положение об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м учебном учреждени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ｍｕ ｇｏｖ ｕａ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ｒｕ / ｃａｒｄｎｐｄ? ｄｏｃｉｄ ＝ ２４３０９３４２９ꎻ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ины от ２０
ноября ２００７ г № １１２２ / ２００７ “ О некоторых мерах по развитию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сферы в
Автоном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Крым и городе Севастополе”. ｈｔｔｐ: / / 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ｇａｚａｋｏｎ ｕａ / ｌ＿ ｄｏｃ２ ｎｓｆ /
ｌｉｎｋ１ / Ｕ１１２２＿０７ ｈｔｍｌꎻ Решен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Украины от ２０ декабря ２００７ г № １３ －
рп ２００７ г ｈｔｔｐ: / / ｃｃｕ ｇｏｖ ｕａ: ８０８０ / ｕｋ / ｄｏｃ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ｌｉｓｔ? ｃｕｒｒＤｉｒ ＝ ９９２６ꎬ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３ 日ꎮ
Закон от ３ июля ２０１２ г № ５０２９ －ＶＩ “Об основ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ｈｔｔｐ: / / ｚａｋｏｎ２ ｒａｄａ ｇｏｖ ｕａ / ｌａｗｓ / ｓｈｏｗ / ５０２９ － １７ / ｐａｇｅꎬ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８ 日ꎮ
Ｌ Ｋｌｙｍｅｎｋｏ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５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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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的权利ꎮ 自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ꎬ 乌克兰所有俄语学校改用乌克兰语教学ꎮ
俄乌冲突爆发以后ꎬ 乌克兰政府陆续关闭了所有俄语媒体和传播亲俄叙事的媒

体ꎬ 剥夺了莫斯科宗主教管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神父的公民身份ꎬ 并要求他们离

开基辅洞窟修道院ꎮ

(三) 经济寡头化

频繁的政治权力斗争不仅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ꎬ 无法带来善政ꎬ 而且造成经

济资源的分配不均ꎬ 以至于形成了两极分化严重的寡头经济ꎮ 尽管经济寡头化在

欧亚地区国家并不罕见ꎬ 但乌克兰的寡头对国家的影响最为显著ꎬ 约一半的寡头

都担任过正式的政治职位ꎬ 对政治形成了正式或非正式操纵ꎬ 有的寡头还拥有私

人武装ꎮ
乌克兰寡头获取财富的路径主要包括: 一是接管和控制国有资产ꎬ 包括由私

营企业行使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ꎬ 控制钢铁、 能源、 化学工业等国家主要经济部

门以及主流媒体ꎻ 二是通过出口原料型和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产品获得巨额利

润ꎻ 三是在议会和政府内任职ꎬ 参与涉及自身商业利益的立法活动①ꎬ 或者通过

腐败的议员、 政府官员、 执法和司法机构成员发挥影响力ꎬ 塑造有利的政策制

定、 监管和法律环境ꎬ 阻止政府推行于己不利的改革ꎻ 四是获得政府的预算补贴

和优惠贷款ꎬ 垄断政府采购项目ꎬ 偷漏税ꎬ 以及依靠非正式网络创造广泛的寻租

机会ꎮ
乌克兰经济的寡头化始于克拉夫丘克执政时期ꎮ 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启动

后ꎬ 在国家监管部门的默许下ꎬ 一些人以极低价格接管国有企业ꎬ 从国有银行获

得优惠贷款ꎬ 从事贸易和金融业务ꎬ 以及从进口天然气业务中谋取暴利ꎬ 加上政

府金融政策失误ꎬ 致使经济陷入严重失控和深度危机状态ꎮ
库奇马执政后提出通过加速经济改革克服危机ꎬ 出售了一大批国有资产ꎬ 致

使乌克兰出现了一个寡头阶层并逐渐形成寡头体系ꎬ 而他个人处于整个体系的顶

端ꎬ 绝大多数寡头都服从他的领导ꎮ 当第二个任期结束时ꎬ 库奇马与顿涅茨克工

业集团结盟ꎬ 将乌克兰冶金综合体最大企业克里沃罗格钢铁公司低价出售给他的

女婿平丘克所在的财团ꎮ
尤先科执政期间ꎬ 寡头们分属不同政治阵营ꎬ 彼此之间竞争激烈ꎬ 寡头体系

０８

① Ｈｅｉｋｏ Ｐｌｅｉｎｅｓꎬ “Ｏｌｉｇａｒｃｈ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ｓｔ －Ｓｏｖｉｅ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０５ －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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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多元化ꎮ 据 «福布斯» 杂志报道ꎬ 直到 ２００４ 年ꎬ 乌克兰还没有一位亿万富

豪上榜ꎬ 但在 ２００７ 年ꎬ 乌克兰有 ７ 位企业家的财富超过 １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

危机对寡头崛起起到了抑制作用ꎬ 一些企业的资产缩水ꎬ 被接管或重组ꎮ 由于

２００４ 年乌克兰宪法规定议员不得从事商业活动ꎬ 寡头们倾向于通过代理人担任

议员保证自身的利益ꎮ
亚努科维奇上台后开启了新一轮以家族为核心的经济寡头化ꎮ 他把政府采购

业务交给亲友ꎬ 形成了以他本人及地区党为核心的单一权力中心寡头体系ꎮ 寡头

不仅存在于传统的资源行业ꎬ 还存在于食品等非资源行业ꎮ ２０１３ 年乌克兰亿万

富豪增至 １０ 位①ꎮ “广场革命” 后亚努科维奇及其亲友的资产被没收ꎬ 有的还被

起诉和逮捕ꎮ 随后发生的顿巴斯冲突和经济危机导致寡头们的资产缩水ꎮ
波罗申科被称为 “巧克力大王”ꎮ 他竞选总统前曾宣称将去寡头化ꎬ 但执政

期间国家财富更多集中到他本人及其他寡头手中ꎮ 根据投资公司 Ｄｒａｇ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的估计ꎬ ２０１６ 年乌克兰十大富豪的财产超过 １１０ 亿美元ꎬ 几乎是 ２０１５ 年乌克兰

ＧＤＰ 的 １３％②ꎮ
泽连斯基执政期间ꎬ 寡头们的资产因国有化和军事冲突大幅缩水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福布斯» 杂志报道ꎬ 乌克兰前二十大富豪财产蒸发 ２００ 多亿美元ꎬ
跌至 ２２５ 亿美元ꎮ

寡头们控制了大部分工业企业ꎬ 但他们获取的高额利润并未用于国内再投

资、 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现代化ꎬ 而是大量转移到境外ꎮ 这导致乌克兰经济原材

料化ꎬ 工业现代化进程放缓甚至停滞ꎬ 国家财政困难ꎬ 影子经济规模庞大ꎬ 国防

建设经费捉襟见肘ꎮ 资本与权力的相互勾结和深度捆绑使得寡头经济发展到寡头

政治ꎬ 官僚主义盛行ꎬ 腐败猖獗ꎮ 乌克兰形成的官僚—寡头秩序的后果之一是短

期利润导向 (类似于寻租)、 厌恶投资 (国家和地方行政部门也表现出这种厌恶

情绪) 以及出于政治动机对社会底层利益的漠视③ꎮ

(四) 国防安全政策: 放弃核国家地位与国防能力建设滞后

虽然拥有核国家地位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ꎬ 但乌克兰最终选择放弃核国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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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ｄｅｕｓｚ Ａ Ｏｌｓｚａńｓｋｉꎬ 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Ｏｓｒｏｄｅｋ Ｓｔｕｄｉóｗ Ｗｓｃｈｏｄｎｉｃｈ ｉｍ Ｍａｒｋａ Ｋａｒｐｉａ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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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ꎮ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ꎬ 乌克兰与美国和俄罗斯在莫斯科签署 «关于销毁乌克兰境内

全部核武器的三方协议»ꎬ １１ 月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了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ꎬ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移除最后一枚核弹头ꎮ

乌克兰弃核实属无奈之举ꎮ 主要原因包括: 一是乌克兰缺乏核武器的控制

权ꎬ 也缺乏相应的经济实力、 技术和人才ꎬ 以便使用、 保存、 研究、 维修和拆卸

所拥有的核武器ꎮ 二是乌克兰面临来自美国、 俄罗斯和英国的政治压力ꎮ 如果不

弃核ꎬ 它将被大国孤立ꎬ 而弃核则有利于得到大国的尊重和认可ꎬ 尽早融入国际

社会ꎬ 并从大国和国际组织获得经济援助ꎮ 后来的情况是ꎬ 乌克兰用弃核换来美

俄两国承诺减免其债务和协助建设民用核反应堆ꎮ 三是为了回应乌克兰的安全关

切ꎬ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ꎬ 美国、 俄罗斯和英国同乌克兰签署 «布达佩斯安全保证

备忘录»ꎬ 承诺保证乌克兰在放弃核武器后的国家安全ꎮ 实际上ꎬ 这一文件并非

完整意义上的国际法律文件ꎬ 未能在签字国之间确立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ꎬ 对签

字国缺乏强制力ꎮ 多年以后ꎬ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弗拉基米尔霍布林

院士回忆其当年作为总统顾问陪同库奇马总统会见法国总统密特朗的情形时指

出ꎬ 密特朗曾对库奇马说ꎬ “你还是会被愚弄的”①ꎮ
乌克兰的国防安全政策体现在军事学说和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中ꎬ 这些文件

表明乌克兰政府很早就确定了国家面临的潜在敌人和安全威胁ꎮ 乌克兰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通过的军事学说除了强调防御性原则和不参加任何军事联盟外ꎬ 还指出

“乌克兰的潜在敌人是奉行的政策对乌构成军事危险和旨在干涉乌内政、 侵犯乌

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的国家”②ꎮ 克拉夫丘克出访美国、 捷克和匈牙利时都强调

防止俄罗斯恢复在地区的影响③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 乌议会通过 «国家安全构

想»ꎬ 强调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其他国家对乌克兰内部事务的干涉以及乌克兰国

内某些地区和政治力量的分离倾向ꎮ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尤先科签署的 «乌克兰国

家安全战略» 强调ꎬ 世界对乌克兰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乌克兰获得了在变化

无常和矛盾的全球空间内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新能力ꎬ 将按照北约标准对武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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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改革ꎬ 以及要解决与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划界问题①ꎮ 亚努科维奇执政后

对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学说作出调整ꎬ ２０１０ 年通过的 «乌克兰内外政策的基础»
和 ２０１２ 年通过的 «乌克兰战略国防公报» 都重申了不结盟政策ꎬ 但强调成为欧

盟成员国的目标②ꎮ
乌克兰独立以来的军事国防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２０１４ 年

以前ꎬ 军事国防建设缓慢推进ꎮ １９９１ 年乌克兰开始武装力量改革ꎬ 逐步削减战

略武器和缩减武装力量规模ꎬ 并调整了军队体制编制ꎬ 作战思路转变为联合作

战ꎮ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３ 年军费支出 (按现价美元) 从 １ ２３ 亿美元增至 ２８ ９５ 亿美元ꎬ
军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从 ０ ３５％ 增至 １ ５８％ ꎮ 军费占政府支出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４ ９３％降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２８％③ꎮ １９９８ 年乌克兰军队只获得了所需经费的 １ / １０ꎬ
１９９９ 年乌克兰几乎停止了研制现代武器的工作④ꎮ 第二个阶段是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１ 年ꎬ
顿巴斯冲突促使军事国防建设加速推进ꎮ 乌克兰组建了国民卫队ꎬ 其中包括雇佣

兵ꎬ 并不断扩充兵力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通过的 «国家安全战略» 不仅强调对抗

“俄罗斯威胁” 具有长期性ꎬ 而且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安全保障ꎮ 乌克兰大幅

增加国防支出ꎬ 美国和北约也开始增加对乌军事援助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１ 年乌克兰军

费支出 (按现价美元) 从 ２９ ９７ 亿美元增至 ５９ ４３ 亿美元ꎬ 占 ＧＤＰ 比重从

２ ２５％升至 ３ ２％⑤ꎮ 第三个阶段是 ２０２２ 年至今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乌克兰通过的

«保障国家安全战略» 指出ꎬ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混合战是乌克兰的安全威胁之一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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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军费支出飙升ꎬ 西方军援成为乌军作战能力的主要支撑ꎬ 乌克

兰与北约在军事国防领域开展了全面深度合作ꎮ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军费支出 (按现

价美元) 飙升至 ４３９ ９７ 亿美元ꎬ 占 ＧＤＰ 比重升至 ３４％①ꎮ

(五) 对外政策极化: 从摇摆到一边倒

在国际关系中ꎬ 中立、 追随、 制衡和对冲是中小国家经常选择的外交策略ꎮ
乌克兰独立以来始终坚持融入欧洲的外交方针ꎮ 它先是放弃了 «乌克兰国家主权

宣言» 确定的中立政策②ꎬ 在经历了在亲西方疏俄 /反俄与平衡政策之间的反复

摇摆后最终选择追随西方制衡俄罗斯的政策ꎮ 然而ꎬ 乌克兰的问题在于西方长期

不接纳它ꎬ 而俄罗斯却把它看作核心利益ꎮ 乌克兰长期未被追随目标———北约接

受ꎬ 这导致乌克兰在国际体系中长期处于游离状态ꎮ 美国和北约的不断鼓励使乌克

兰与俄罗斯的对抗意愿不断增强ꎬ 与俄罗斯的矛盾日益尖锐ꎬ 而乌克兰得到的支持

却非常有限ꎬ 对抗能力相对不足ꎮ 因此俄罗斯敢于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ꎬ 而乌克

兰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御敌于外ꎬ 被迫求助西方ꎮ 西方利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地缘

政治战略指向以及对乌克兰的细水长流式援助终使乌克兰陷入被动和战乱ꎮ
克拉夫丘克执政时期ꎬ 乌克兰推行亲西方抗衡俄罗斯的政策ꎮ 乌俄两国在重

新分配苏联财产和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等方面分歧严重ꎮ
库奇马上台后推行相对平衡的外交政策ꎬ 在强调与俄罗斯保持特殊关系的同

时继续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ꎮ １９９４ 年乌克兰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ꎬ 并

强调乌克兰是中立国家ꎬ 不打算加入北约③ꎮ １９９６ 年库奇马表示支持北约东扩ꎮ
１９９７ 年乌克兰与北约签署伙伴关系协议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 乌克兰正式宣布申

请加入北约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 乌克兰议会批准了乌克兰内阁与北约在大西洋

和欧洲的盟军最高指挥官总部之间关于乌克兰为北约行动提供支持的谅解备忘

录ꎮ 文件规定ꎬ 北约在行动或演习中可以将乌克兰领土作为临时部署地点ꎮ 乌克

兰还先于俄罗斯与欧盟缔结了伙伴关系合作协定ꎮ 在对俄关系上ꎬ 库奇马促成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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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双方达成分割苏联财产和债务的 “零点方案” 以及分割黑海舰队的索契协议ꎬ
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归乌克兰所有ꎮ 库奇马的平衡政策避免了地缘政治对抗

殃及乌克兰ꎬ 反而利用地缘政治竞争从双方获得了一定好处ꎬ 使得乌克兰保持了

相对稳定ꎮ
“橙色革命” 以后尤先科政府开始推行亲西方反俄政策ꎬ 将加入北约的目标

写入 «乌克兰军事学说»ꎮ 乌俄关系急剧恶化ꎬ 双方爆发天然气纠纷和贸易战ꎮ
亚努科维奇执政以后ꎬ 乌克兰重回平衡的外交政策ꎬ 宣布不结盟和放弃加入

北约ꎬ 与俄罗斯通过签署延长黑海舰队租借塞瓦斯托波尔港期限的条约换取天然

气降价和财政援助ꎬ 乌俄关系得以改善ꎮ
乌克兰危机是乌俄关系从对抗走向破裂的分水岭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亚努科维奇

宣布推迟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ꎬ 触发了 “广场革命”ꎬ 乌克兰亲西方政治力量

再次上台ꎮ 波罗申科推动对外政策重新回到亲西方反俄的轨道ꎬ 与欧盟签署联系

国协定ꎬ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战略目标写入宪法ꎬ 把俄罗斯

确定为侵略国ꎮ 乌克兰政府自 ２０１４ 年起把加入西方阵营与国家实现真正独立这

两个问题合而为一ꎬ 亲西方政策由策略转变为战略ꎮ
泽连斯基上台后很快就将亲西方反俄政策推向极致ꎬ 加速推进与西方国家的

合作ꎬ 并落实按照北约标准进行军事改革ꎬ 推动乌克兰加速北约化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乌克兰成为北约能力增强伙伴ꎬ 对俄罗斯的立场愈加强硬ꎬ 在国内外事务中几乎

逢俄必反ꎬ 乌俄关系持续紧张ꎮ 俄罗斯加紧推进顿巴斯的俄罗斯化ꎬ 直至宣布对

顿巴斯采取特别军事行动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 乌克兰获得了欧盟候选国地位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欧盟宣布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ꎮ

三　 乌克兰的国家状态及其与政策选择的关系

乌克兰宪法规定ꎬ 乌克兰是一个主权独立、 民主、 社会、 法治的国家ꎮ 然

而ꎬ 独立以后的乌克兰却成为在危机和准危机之间往复徘徊的 “危机国家”ꎮ

(一) 政治状态

乌克兰的政治力量热衷于权力斗争和街头政治ꎬ 将政治民主化置于国家构建

之前ꎬ 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ꎬ 结果导致行政机构之间、 行政机构与

司法机构之间相互掣肘ꎬ 未能建立各机构相互协作并良性运转的政治制度ꎬ 政府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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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能力弱ꎬ 行政管理体系碎片化ꎬ 政治危机频发ꎬ 政府缺乏权威ꎬ 官员腐败严

重ꎬ 央地关系不和谐ꎬ 民众对政府不信任ꎬ 呈现弱政府和弱国家状态ꎮ 根据世界

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ꎬ 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政治状态总体呈恶化趋势ꎮ 在政治稳定

和反暴力及恐怖主义方面ꎬ １９９６ 年得分为 ４０ ９６ 分 (满分为 １００ 分)ꎬ ２０２２ 年降

至 ５ ６６ 分ꎮ 在政府治理效率方面ꎬ １９９６ 年为 ２５ ６８ 分ꎬ ２０２２ 年为 ３３ ０２ 分ꎮ 在

法治方面ꎬ １９９６ 年为 １９ １０ 分ꎬ ２０２２ 年为 １８ ８７ 分ꎮ 在反腐败方面ꎬ １９９６ 年为

２９ ０３ 分ꎬ ２０２２ 年为 ２９ ２５ 分①ꎮ

(二) 经济状态

经济的寡头化严重影响了乌克兰的经济表现ꎮ ２０２２ 年 ＧＤＰ (现价美元) 仅

１ ６０５亿美元ꎬ 接近 ２００８ 年 １ ８８１ １ 亿美元的水平ꎬ ２０２２ 年人均 ＧＤＰ 为 ４ ５３４ 美元ꎮ
若按照 ２０１５ 年不变美元计算ꎬ ２０２２ 年 ＧＤＰ 为 ７１９ ６ 亿美元ꎬ 不足 １９９１ 年１ ４７４ ４
亿美元的一半②ꎮ 在欧亚地区 １２ 个国家中ꎬ 按照 ＧＤＰ (现价美元) 乌克兰 １９９２
年排在第二位ꎬ ２０２２ 年降到第三位ꎬ 人均 ＧＤＰ 则从第三位下滑到第九位ꎮ

从经济增长的速度看ꎬ 乌克兰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ꎬ 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较

大ꎮ 经济发展至今经历了五次危机: 第一次是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陷入持续 １０ 年

的严重经济衰退ꎬ １９９４ 年 ＧＤＰ 降幅高达 ２２ ９％ ꎬ 直到 １９９９ 年经济才开始恢复增

长ꎬ 并延续到 ２００８ 年ꎻ 第二次危机是 ２００８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在 ２００９
年下降 １５ １％ ꎻ 第三次是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导致当年 ＧＤＰ 下降 １０ １％ ꎻ 第四次

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２０２０ 年经济下降 ３ ８％ ꎻ 第五次是 ２０２２ 年军事冲突造成当

年经济下滑 ２９ １％③ꎮ
从 ＧＤＰ 构成看ꎬ 劳动贡献很少ꎮ ２０２１ 年劳动人口参与率仅 ６２％ ꎬ 就业率仅

５１％ ꎮ 失业率常年维持在高位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１ 年始终在 ７％ 以上ꎬ 最高时接近

１１％ ꎮ 大量劳动人口离开乌克兰到欧洲和俄罗斯工作ꎮ 资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

贡献较小ꎬ 近十年消费在 ＧＤＰ 中占比始终保持在 ７５％以上ꎬ 有些年份达到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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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ꎬ 其中私人消费在 ＧＤＰ 中占 ６０％以上①ꎮ
乌克兰创造的产出大部分用于消费ꎬ 较少投资固定资产ꎬ 积累率非常低ꎮ 投

资在乌克兰 ＧＤＰ 中占比不高ꎬ 最低时为 ２０２０ 年的 ８ ９３２％ ꎬ 最高时为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７ ３９３％ ꎮ 净出口对 ＧＤＰ 的贡献为负值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乌克兰外国直接投资净流

入在 ＧＤＰ 中占比总体上较低ꎬ 最低时为 ２０１５ 年的 － ０ ２％ ꎬ 最高时为 ２００５ 年ꎬ
达到 ８ ７％ ꎬ ２０２２ 年为 ０ ２％②ꎮ

从政府财政状况看ꎬ 乌克兰财政系统运行始终处于赤字状态ꎬ 中央政府债务

长期居于高位ꎬ 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中央政府债务占

ＧＤＰ 比重始终超过 ４０％ ꎬ 最高时接近 ８０％③ꎮ 主要原因是ꎬ 每一届政府都通过

发债维持稳定ꎬ 并把还债义务留给下一届政府ꎬ 形成恶性循环ꎮ
从经济结构看ꎬ 过去 ２０ 年乌克兰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变化不大ꎮ 第二产

业占比下降ꎬ 经济依赖外部资金、 外部市场和进口能源ꎮ 农业投入不足ꎬ 仓储和

物流基础设施落后ꎬ 缺乏深加工能力ꎬ 出口以原料为主ꎬ 附加值不高ꎮ 工业领域

技术更新较慢ꎬ 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并不断萎缩ꎮ 主导产业产品竞争力较弱ꎬ 过

去积累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ꎮ

(三) 社会状态

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看ꎬ ２０２１ 年乌克兰在 １９１ 个国家和

地区中排名第 ７７ 位ꎬ 不如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ꎮ 纵向来看ꎬ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２１ 年ꎬ 乌克兰人类发展指数从 ０ ７２９ 增至 ０ ７７３ꎮ 乌克兰人出生时的预期

寿命增加了 １ ８ 年ꎬ 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 １ ９ 年ꎬ 预期受教育年限增加了 ２ ６
年ꎬ 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约 ２１ ０％④ꎮ

在过去的 ３２ 年ꎬ 乌克兰是欧亚地区 １２ 个国家中人口下降最多的国家ꎮ 俄乌

冲突爆发前ꎬ 乌克兰人口降至 ４ １００ 多万ꎬ 比独立初期减少约 １ ０００ 万ꎮ 造成这

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超过出生率ꎬ 且出生率不断下降ꎮ 此外ꎬ 移民、 克里

米亚事件和军事冲突也造成人口锐减ꎮ ２０１９ 年乌克兰有 ３００ 万 ~ ５００ 万人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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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ꎬ 侨务汇款为 １１９ ２ 亿美元①ꎮ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 进入欧洲的乌克兰难民超过 ７８９ 万人②ꎮ

根据乌克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ꎬ １９９０ ~ ２０２１ 年乌克兰教育、 文化和医疗机

构的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ꎬ 犯罪和暴力案件的数量则大幅上升ꎮ
由于克里米亚事件和俄乌冲突对于乌克兰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冲击以及乌东部

人口大量迁出ꎬ 战时状态下乌克兰国家认同构建取得了显著进展ꎮ 基辅国际社会学研

究所的民调显示ꎬ 受访民众的政治认同、 文化认同和公民认同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ꎮ

(四) 安全状态

关于一个国家的安全状态ꎬ 很多国际机构和智库都发布自己的评估报告ꎮ 其

中ꎬ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ＩＥＰ) 自 ２００５ 年起发布的 «全球和平指数» 年度报告

具有较突出的参考价值ꎮ 该报告从社会安全、 国内外冲突、 军事化程度等维度对

各国安全状态进行评估ꎬ 排名越靠后意味着国家越不安全ꎮ 总体来看ꎬ 乌克兰的

安全状态呈恶化趋势ꎮ ２００８ 年乌克兰在全球排名第 ８４ 位ꎬ ２０１３ 年排名第 １１１
位ꎬ ２０１６ 年排名第 １５６ 位ꎬ ２０２３ 年排名第 １５７ 位③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ꎬ 双方军事对抗陷入僵局ꎬ 近 ２０％ 的领土仍处于俄罗斯控制

下ꎮ 西方对乌军援急剧下降ꎬ 乌克兰作战能力持续下降ꎬ 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

略防御ꎮ 在冲突长期化的背景下ꎬ 相关的领土、 人口、 武器、 地雷、 生态等问题

将对乌克兰的安全构成严峻挑战ꎮ

(五) 国家状态与政策选择的关系

国家状态与政府的政策选择相互影响ꎮ 由于政治激进化和地缘政治化、 经济

寡头化、 历史文化政策一元化、 国防建设滞后以及外交政策反复摇摆ꎬ 乌克兰国

家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ꎬ 政治制度低效运转ꎬ 经济起伏不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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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和族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激化ꎬ 独立后经历了两次 “颜色革命”ꎬ 与俄

罗斯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直至走向军事对抗ꎬ 国家构建举步维艰ꎬ 国家长期无法

摆脱危机或者准危机状态ꎮ
糟糕的国家状态使得决策者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ꎬ 缩短了他们的执政期

限ꎬ 也影响到他们的利益考量ꎬ 使得他们的政策选择具有短期性和灵活性ꎮ 决策者

优先考虑的是确保短期利益ꎬ 尤其是个人的政治利益ꎬ 包括政权稳定和安全退出ꎬ
其次是亲友的政治经济利益ꎬ 缺乏彻底改革根治弊病的动力ꎮ 因此ꎬ 在乌克兰政坛

能够经常看到所谓的亲俄派领导人作出亲西方的举动ꎬ 或者所谓的亲西方领导人作

出亲俄的举动等政治乱象ꎮ 一位俄罗斯驻华高级外交官曾指出ꎬ 乌克兰没有真正的

亲俄派或者亲西方派ꎮ 虽然政府出台了长期发展战略ꎬ 但是激烈频繁的政治博弈导

致制度和政策反复变化ꎬ 政治社会局势动荡ꎬ 国家发展战略多半停留在纸面上ꎮ
糟糕的国家状态也使得寡头和外部力量有机可乘ꎮ 寡头利益的变化、 外部力

量博弈的态势及其对乌克兰投入资源的规模直接影响到乌克兰的政策选择ꎬ 使之

具有依附性ꎮ 为了自身的政权安全或者解决国内政治经济问题ꎬ 乌克兰的决策者

偏好借助外部资源ꎬ 在政策选择时不顾及民意取向ꎬ 反而把满足政治赞助者———
寡头和外部力量的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前ꎬ 并且因利益多寡而随时调整政策的天

平ꎬ 使政策总是能够对利益的最大提供者形成利好ꎬ 结果逐渐被寡头和外部力量

俘获ꎬ 突出表现在国家经济对于国际组织、 大国和寡头的资本的依赖度不断上升

以及外部力量对内政的介入越来越深ꎮ

结　 论

乌克兰之所以国家治理低效并陷入危机和准危机往复循环的国家状态ꎬ 不仅

与国际力量结构变化和大国博弈的外部环境有关ꎬ 而且与乌克兰自身的基础条件

和政策选择有关ꎮ 乌克兰的基础条件兼具优势与劣势ꎬ 决定了国家面临的主要问

题并对政府政策选择构成约束ꎮ 乌克兰的决策者把个体利益和小群体利益置于公

共利益之上ꎬ 在政治斗争中依赖寡头和外部势力ꎬ 优先追求短期目标ꎬ 使得现实

政策选择逐渐偏离了包容性国家发展模式的理想方案ꎬ 不仅未能有效解决国家面

临的主要问题ꎬ 反而加剧了内外分歧与矛盾ꎬ 致使国家陷入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

泥沼中ꎮ 而且ꎬ 糟糕的国家状态与现实的政策选择相互影响ꎬ 形成恶性循环ꎮ
(责任编辑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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