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盟十年: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政治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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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入盟 １０ 年来ꎬ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治以不稳定为特征ꎬ 表

现为政党制度不稳定、 国家机构不稳定和社会秩序不稳定ꎮ 欧盟规范力量下降和

影响力量上升是两国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外部条件ꎮ 一方面ꎬ 入盟前曾对国家机构

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过规范作用的入盟标准没有关注和带来政党制度的稳定ꎬ
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角色的行为准则ꎮ 随着入盟后规范力量的下降ꎬ 原本为

入盟而有所克制的政治角色恢复常态ꎬ 而仍在发挥规范作用的合作与确认机制又

因对两国反腐败的推动引起某些政治不稳定ꎮ 另一方面ꎬ 欧盟影响力量的上升不

仅使两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向欧盟层面延伸ꎬ 而且使两国的政治稳定更易于受到国

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冲击ꎮ 在欧盟发展面临不确定性的今天ꎬ 保加利

亚和罗马尼亚的政治稳定将受到怎样的影响ꎬ 尚需密切观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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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ꎬ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ꎬ 表明两国已经满足了入盟

的政治标准———拥有保证民主、 法治和人权的稳定的制度①ꎮ 出乎意料的是ꎬ 入

盟 １０ 年间ꎬ 虽然两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ꎬ 但其运作却以不稳定为

特征ꎮ

一　 政党制度不稳定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便开始实行多党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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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 ２００７ 年加入欧盟后ꎬ 两国的多党制仍不够稳定ꎮ
首先ꎬ 两国政党斗争激烈ꎮ
在保加利亚ꎬ 政党斗争主要表现为反对党频频以提交对政府不信任案的方式

赶执政党下台ꎬ 但由于执政党占据议会多数席位ꎬ 均未获成功ꎮ 以 ２００９ 年欧洲

发展公民党上台为界ꎬ 之前是联合民主力量、 振兴保加利亚民主党等政党与社会

党的斗争ꎬ 之后是欧洲发展公民党与社会党的斗争ꎮ
２００７ 年入盟之时ꎬ 保加利亚由社会党联合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 争取权利

和自由运动执政ꎮ 自此到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议会选举前ꎬ 联合民主力量、 振兴保加利

亚民主党等反对党曾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和 １０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４ 月和 ７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６ 次发起对社会党政府的不信任投票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欧洲发展公

民党执政期间ꎬ 社会党、 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作为反对党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和 ７ 月 ３ 次提交对政府的不信任案ꎮ 同样ꎬ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社会党与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执政期间ꎬ 作为反对党的欧洲发展公民党也先后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５ 月和 ６ 月 ５ 次提交对政府的不信任案ꎬ
给社会党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ꎮ

在罗马尼亚ꎬ 政党斗争不只在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ꎬ 而且在执政联盟内部进

行ꎬ 也不只采取反对党提交对政府不信任案的方式ꎬ 而且经常表现为总统与总理

的争斗ꎮ 民主党 /民主自由党①、 国家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彼此混战ꎬ 极为复杂

和激烈ꎮ
罗马尼亚入盟后ꎬ 总统特拉扬伯塞斯库及其领导的民主党与总理克林波

佩斯库—特里恰努及其领导的国家自由党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ꎬ 社会民主党等反

对党则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弹劾总统并以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要挟政府改组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 民主党退出执政联盟ꎮ ５ 月ꎬ 议会弹劾总统案未被全民公决通过ꎮ
但政坛纷争并未就此平息ꎬ 伯塞斯库意欲解散政府、 提前大选或至少更换总理、
改组政府ꎬ 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也相继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ꎬ 均无果而终ꎮ １２
月ꎬ 伯塞斯库和波佩斯库—特里恰努在司法部长人选问题上又生矛盾ꎮ

２００８ 年年底议会选举后ꎬ 民主自由党、 社会民主党—保守党联盟联合执政ꎮ
执政联盟上任伊始ꎬ 民主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便生嫌隙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社会民

主党退出政府ꎮ 紧接着ꎬ 国家自由党和匈牙利族民主联盟向议会提交的对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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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合并为民主自由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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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案在部分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下通过ꎬ 民主自由党政府下台ꎮ １２ 月ꎬ 民

主自由党支持的伯塞斯库在总统选举中获胜ꎬ 社会民主党以选举存在舞弊现象为

由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诉ꎬ 被宪法法院驳回ꎮ 伯塞斯库连任总统后ꎬ 提名民主自由

党主席埃米尔博克为总理ꎮ 博克政府上台后ꎬ 社会民主党等反对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次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ꎬ 均未获通过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ꎬ 博克政府辞职ꎮ 代替它的温古雷亚努政府也未能保住民主自由

党的执政地位ꎬ ４ 月ꎬ 它在议会通过社会自由联盟①提交的不信任案后下台ꎮ ５
月ꎬ 社会自由联盟入主政府ꎬ 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克多蓬塔就任总理ꎮ 蓬塔政府

上任仅 ３ 天ꎬ 教育部长就因博克指控他抄袭外国专家的论文辞职ꎮ ６ 月ꎬ 民主自

由党又以涉嫌论文抄袭为由要求蓬塔辞职ꎮ ７ 月ꎬ 来自民主自由党的参众两院议

长被解职ꎬ 代之以社会自由联盟成员ꎮ 随后ꎬ 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社会自由联

盟提出的弹劾总统伯塞斯库的议案ꎮ １２ 月社会自由联盟赢得议会选举、 伯塞斯

库提名蓬塔出任总理并获议会通过后ꎬ 民主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的矛盾有所缓

和ꎬ 社会自由联盟内两大政党———社会民主党与国家自由党的矛盾却日渐尖锐起

来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ꎬ 国家自由党退出政府并要求蓬塔辞职ꎬ 社会自由联盟破裂ꎮ ７
月ꎬ 国家自由党与民主自由党组成基督教自由联盟ꎮ １１ 月ꎬ 基督教自由联盟候

选人克劳斯约翰尼斯赢得总统选举ꎮ 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次日ꎬ 民主自由党

合并进国家自由党ꎮ
约翰尼斯就职后ꎬ 政党斗争主要在国家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间展开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约翰尼斯以国家反贪局宣布对蓬塔进行刑事调查为由ꎬ 要求蓬塔辞职ꎮ
６ 月和 ９ 月ꎬ 国家自由党等反对党两次发起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ꎬ 但都没有成

功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社会民主党赢得议会选举后ꎬ 约翰尼斯与社会民主党又在总理

提名上产生分歧ꎬ 直至约翰尼斯授权社会民主党第二次提出的总理人选组阁才暂

时化解了政治危机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初ꎬ 由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和民主联盟组成的政府

宣誓就职ꎮ 但国家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ꎮ １ 月中旬起ꎬ 司法

部提出关于赦免及修改刑法等紧急政令草案引发抗议活动ꎬ 约翰尼斯声援抗议民

众ꎬ 要求废除政令ꎬ 国家自由党等反对党也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ꎮ 在强大的压力

下ꎬ 政府取消了这一政令ꎮ 随后ꎬ 政府过关不信任投票ꎬ 但进行了改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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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 国家自由党和保守党组成中右联盟ꎮ ２ 月ꎬ 社会民主党和中右联盟组成社会自由联
盟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ꎬ 社会民主党与全国进步联盟组成中左联盟ꎬ 全国进步联盟加入社会自由联盟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ꎬ 社会自由联盟解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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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来ꎬ 执政党内部斗争前所未有地激烈起来ꎮ ４ 月ꎬ 自由和民主联

盟一名领导人失去党内支持ꎬ 不再担任副总理兼环境部长ꎬ 他的职位由本党成员

取代ꎬ 导致政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改组ꎮ ６ 月ꎬ 社会民主党主席利维

乌德拉格内亚与同为一党的政府总理索林格林代亚努的矛盾白热化ꎬ 社会民

主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摊销对格林代亚努的政治支持ꎬ 自由和民主联盟也不再

支持格林代亚努ꎮ 格林代亚努拒绝辞职ꎬ 德拉格内亚随即宣布社会民主党决定开

除格林代亚努党籍ꎬ 并向议会提交对政府的不信任案ꎮ 议会通过不信任案ꎬ 政府

遭弹劾下台ꎮ
其次ꎬ 政党仍在分化组合ꎬ 新党不断出现并迅速上位ꎮ
罗马尼亚主要政党的分化组合极为复杂多变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国家自由党的

一派另立新党———自由民主党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自由民主党与民主党合并为民主

自由党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 脱离社会民主党和国家自由党的一批独立人士为支持时任

总统伯塞斯库ꎬ 组建全国进步联盟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伯塞斯库的支持者在民主自由

党内组建政治基金会ꎬ ７ 月ꎬ 基金会转变成政党ꎬ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 该党以人民运动

党的名称正式登记为政党ꎮ ７ 月ꎬ 国家自由党的一派另组新党———自由改良党ꎮ
１１ 月ꎬ 民主自由党合并进国家自由党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自由改良党与保守党合并ꎬ
组建自由和民主联盟ꎮ 同月ꎬ 人民党—达恩迪亚科内斯库合并进全国进步联

盟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全国进步联盟合并进人民运动党ꎮ 保加利亚主要政党的分化组

合不似罗马尼亚那样多见ꎬ 在进入议会的政党中ꎬ 只有 “保加利亚复兴选择”
党是 ２０１４ 年在曾任总统的格奥尔基珀尔瓦诺夫领导下由社会党分裂而来ꎮ

政党成立不久即进入议会ꎬ 甚至入主政府ꎬ 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较为普遍

的现象ꎮ 在保加利亚ꎬ ２００９ 年议会选举中ꎬ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成立的欧洲发展公民党

大获全胜并上台执政ꎬ 在这次选举中进入议会的 “秩序、 法律和正义” 党成立

于 ２００５ 年年底ꎻ ２０１４ 年议会选举后进入议会的 “保加利亚无审查” 党和 “保加

利亚复兴选择” 党更是当年成立的新党ꎮ 在罗马尼亚ꎬ ２００８ 年议会选举中ꎬ
２００７ 年年底由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合并而成的民主自由党拔取头筹ꎬ 上台执政ꎻ
２０１２ 年议会选举中ꎬ ２０１１ 年成立的人民党—达恩迪亚科内斯库成为议会第三

大党ꎬ ２０１０ 年成立的全国进步联盟作为社会自由联盟的一部分参选ꎬ 并在选举

后成为执政党ꎻ ２０１６ 年议会选举后ꎬ 分别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

人民运动党、 自由和民主联盟、 拯救罗马尼亚联盟进入议会ꎬ 自由和民主联盟还

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ꎮ

９２１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再次ꎬ 两国政党格局尚未定型ꎮ
２１ 世纪 ９０ 年代直到 ２１ 世纪初ꎬ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似乎形成了左右翼政党

轮流执政的政党格局ꎬ 保加利亚左翼的社会党与右翼的民主力量联盟、 罗马尼亚

左翼的民主救国阵线及其发展而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党 /社会民主党①与右翼的民

主协议会 /国家自由党②轮流执政ꎮ 然而ꎬ ２１ 世纪初以来ꎬ 这种格局被打破ꎮ 在

保加利亚ꎬ 先是 ２００１ 年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代替民主力量联盟上台执政ꎬ 接着

２００５ 年社会党上台ꎬ 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成为社会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一员ꎮ
特别是欧洲发展公民党建立以来ꎬ 力量迅速扩大ꎬ 在自 ２００９ 年至今的大部分时

间里执掌政权ꎬ 但由此得出欧洲发展公民党一党独大的结论为时尚早ꎮ 在罗马尼

亚ꎬ 自 ２００４ 年国家自由党上台后ꎬ 左右翼轮流执政的局面便不复存在ꎬ 取而代

之的是三个主要政党———国家自由党、 民主党 /民主自由党、 社会民主党的斗争

与合作及频繁的分化组合ꎬ 以致政党格局仍处于变动之中ꎬ 远未定型ꎮ

二　 国家机构不稳定

１９９０ 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举行第一次多党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ꎬ 选出议

会和总统ꎬ 组建政府ꎮ 然而ꎬ 直到 ２００７ 年加入欧盟后ꎬ 两国的国家机构仍不够

稳定ꎮ
首先ꎬ 总统屡遭弹劾ꎮ
保加利亚总统格奥尔基珀尔瓦诺夫任职期间曾遭到 “一次半” 弹劾ꎮ “半

次” 弹劾发生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ꎮ 欧洲发展公民党上台后不久ꎬ 就以珀尔瓦诺夫拒

绝召回涉嫌贪腐的驻美国和土耳其大使为由ꎬ 向议会提交弹劾总统的建议草案ꎮ
不过ꎬ 因为没有收集到 ２ / ３ 以上议员签字ꎬ 弹劾草案未能提交议会审议ꎮ “一次”
弹劾发生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ꎮ 起因是珀尔瓦诺夫在记者会上批评政府应对全球经济

危机的措施不力ꎬ 并将与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发生争执的会谈记录在未知会后者的

情况下ꎬ 单方面公布在网上ꎮ 欧洲发展公民党认为此举违反宪法的基本准则和政

治原则ꎬ 向议会提交弹劾珀尔瓦诺夫的建议草案ꎬ 并得到 ２ / ３ 以上议员的签字ꎮ

０３１

①

②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ꎬ 民主救国阵线由救国阵线分裂而来ꎮ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ꎬ 民主救国阵线与社会主义民主
党、 共和党和合作党合并ꎬ 成立社会民主主义党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 社会民主主义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社会
民主党ꎮ

民主协议会是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间存在的多个政党组成的选举联盟ꎬ 国家自由党是其中的主要政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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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后的议会审议和表决中ꎬ 由于此前支持弹劾的 “秩序、 法律和正义” 党临

阵倒戈ꎬ 弹劾议案未获通过ꎮ
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任职期间更是两度被弹劾ꎮ ２００７ 年入盟后不久ꎬ 社

会民主党就开始准备弹劾总统ꎮ ２ 月初ꎬ 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全民公决法修正案获

众议院通过ꎮ 根据修正案ꎬ 原全民公决法中罢免总统需得到全国选民总数的简单

多数同意的规定只适用于一轮投票选出的总统ꎬ 罢免经两轮投票选出的总统只需

参加公决的选民总数的简单多数同意ꎮ 伯塞斯库正是经两轮投票选出的总统ꎮ ２
月底ꎬ 社会民主党正式提出弹劾总统案ꎬ 议会为此批准设立专门调查委员会ꎬ 调

查总统违宪行为ꎮ ３ 月ꎬ 委员会认定伯塞斯库存在违宪行为ꎬ 支持弹劾总统案ꎮ
４ 月ꎬ 尽管宪法法院声称伯塞斯库的违宪行为没有严重到必须对其进行弹劾的程

度ꎬ 议会还是通过了弹劾总统的议案ꎮ 议会表决结果经宪法法院确认后ꎬ 伯塞斯

库被暂停总统职务 １ 个月ꎮ ５ 月ꎬ 在全民公决中ꎬ 参加选民的 ７５ ０６％ 反对弹劾

总统①ꎬ 伯塞斯库官复原职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初ꎬ 议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社会自由联盟提出的弹劾议案ꎬ

决定在 ７ 月底举行全民公决ꎮ 宪法法院对议会表决结果予以确认后ꎬ 伯塞斯库再

次被停职ꎮ 在民主自由党的抵制下ꎬ 全民公决投票率只有 ４６ ２４％ ②ꎮ 社会自由

联盟就实际选民人数以及民主自由党公开抵制投票的做法上诉宪法法院ꎬ 宪法法

院要求政府提交重新核定后的选民名单ꎮ ８ 月初ꎬ 内务部长和行政管理特派部长

因注册选民人数纷争辞职ꎬ 社会自由联盟政府部分改组ꎮ ８ 月底ꎬ 宪法法院裁定

弹劾总统全民公决因投票率不足 ５０％ 无效ꎬ 伯塞斯库又一次官复原职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伯塞斯库的胞弟涉嫌卷入涉黑腐败案被国家反贪局临时拘留ꎬ 议会

以此案损害国家形象和国家安全、 伯塞斯库难辞其咎为由ꎬ 通过要求伯塞斯库辞

去总统职务的声明ꎮ 但声明没有法律效力ꎬ 伯塞斯库也没有因此辞职ꎮ
其次ꎬ 政府频繁变动ꎮ
保加利亚入盟后就职的连续三届政府都没有任满 ４ 年任期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ꎬ 欧

洲发展公民党政府因不断升级的抗议示威活动辞职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执政的社会党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失利ꎬ 欧洲发展公民党趁机要求政府辞职和提前大选ꎬ 致使保

加利亚议会内部不稳ꎮ ６ 月ꎬ 在国家安全咨询委员会特别会议上ꎬ 总统、 总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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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各大政党就解散议会、 组建看守政府和提前大选达成共识ꎮ ７ 月ꎬ 政府辞

职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欧洲发展公民党支持的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失败ꎬ 按照总理

博伊科鲍里索夫此前如失败便辞职的承诺ꎬ 他和他领导的政府集体辞职ꎮ
罗马尼亚的政府变动更为频繁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 入盟后不久就发生政府变动ꎬ

民主党退出政府ꎬ 原先的三党联合政府变成了两党———国家自由党和匈牙利族民

主联盟政府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上台的民主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保守党联盟的联合

政府执政不满一年便生变动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先是社会民主党退出政府ꎬ 紧接着

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ꎬ 这是 １９８９ 年年底罗马尼亚剧变后第一个被议会弹

劾下台的政府ꎮ 由于总理人选争议巨大、 难以确定ꎬ 不得不由看守政府主持工

作ꎮ 直到 １２ 月总统选举后ꎬ 才由民主自由党、 匈牙利族民主联盟和全国进步联

盟组成联合政府ꎮ 这届政府也没有能够执政到下届议会选举ꎬ 而是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辞职ꎮ 继任政府更是仅执政 ７８ 天便因议会通过不信任案下台ꎬ 成为罗马尼亚

历史上最短命的政府ꎮ 接下来的社会自由联盟政府同样也不稳固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ꎬ
国家自由党退出政府ꎬ 社会自由联盟破裂ꎮ ３ 月ꎬ 社会民主党、 全国进步联盟、
保守党和匈牙利族民主联盟等政党组成的政府成立ꎮ １２ 月ꎬ 匈牙利族民主联盟

退出政府ꎮ 不到一年后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政府辞职ꎬ 其后的看守政府一直执政到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和民主联盟组成的政府宣誓就职ꎮ 不足半年后ꎬ 这

届政府被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弹劾下台ꎬ 取代它的新政府仍由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和

民主联盟组成ꎮ
再次ꎬ 议会提前下台ꎮ
保加利亚连续 ３ 届议会都在任期届满前提前下台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政府辞职

后ꎬ 总统罗森普列夫内利耶夫与议会主要政党协商组阁事宜无果ꎬ 遂宣布组建

看守政府、 解散议会、 提前大选ꎮ 此时离议会任期届满还有 ４ 个月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 按照总统、 总理与议会各大政党的约定ꎬ 看守政府成立ꎬ 议会解散ꎮ 此时距

议会成立还不到 １５ 个月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政府辞职后ꎬ 总统普列夫内利耶夫的组

阁努力失败ꎬ 决定把任命看守政府和解散议会的工作让给新当选总统鲁门拉德

夫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底ꎬ 拉德夫就任总统后ꎬ 随即组建看守政府并解散议会ꎮ 此时议

会任期才刚刚过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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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秩序不稳定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入盟 １０ 年来ꎬ 罢工、 游行等抗议活动时有发生ꎬ 社会

秩序不够稳定ꎮ
在保加利亚ꎬ ２００７ 年秋ꎬ 学校系统举行罢工ꎬ 要求增加教职工工资ꎬ 据称

这是 “１９８９ 年保加利亚剧变后最大的一次罢工”①ꎮ ２０１３ 年年初ꎬ 因电力公司的

垄断行为和高价电费ꎬ 多个城市数万人游行示威ꎬ 要求政府将电力公司国有化ꎬ
甚至要求政府下台ꎮ ２ 月ꎬ 首都索非亚抗议活动升级ꎬ 抗议者与警察发生冲突ꎮ
在这次保加利亚 “最近 １５ 年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② 的压力下ꎬ 政府辞职ꎮ ６
月ꎬ 国家安全局主席人选问题再次在索非亚引发大规模抗议ꎬ 上万名索非亚市民

在国民议会和部长会议大楼前聚集ꎬ 反对议会任命的国家安全局主席ꎮ 议会撤销

任命后ꎬ 抗议游行仍未平息ꎬ 抗议者要求修改选举法和政府下台ꎮ
罗马尼亚的抗议活动更为多发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ꎬ 政府拟订国家教育法、 公共机构人员工资法和政府机构改革

法ꎬ 宣布对上述法律草案承担政治责任ꎬ 引起社会不满ꎮ １０ 月ꎬ 爆发了罗马尼

亚近 ２０ 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性游行示威ꎬ 要求增加工资③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 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的新贷款ꎬ 罗马尼亚政府履行削

减财政支出等承诺ꎬ 计划出台一系列紧缩政策ꎬ 采取削减医院、 学校等部门工

资、 裁减公共部门工作人员、 减少退休金、 降低乃至取消多种社会救助补贴等措

施ꎬ 遭到工会的强烈抗议ꎬ 五大工会联合会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政府大厦

前组织了约 ６ 万民众参加的集会ꎬ 抗议政府即将推出的紧缩措施ꎬ 指责政府把克

服金融危机的沉重负担转嫁到社会弱势群体身上ꎬ 要求政府在削减开支的同时振

兴经济ꎮ 面对工会的压力ꎬ 民主自由党对政府进行了改组ꎮ ９ 月ꎬ 约 ６ ０００ 名内

务部职工在政府大厦前举行示威ꎬ 并前往总统府抗议ꎬ 要求政府放弃内务部裁员

计划ꎬ 恢复被削减的工资ꎮ 总统伯塞斯库对此提出批评并拒绝内务部提供的警卫

和开道服务ꎬ 致使内务部长辞职ꎮ １０ 月ꎬ 为配合反对党的倒阁行动ꎬ 数万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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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会组织下先后在政府大厦和议会大厦前广场举行集会ꎬ 抗议政府采取的一系

列紧缩措施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 针对政府决定以承担责任的方式通过劳动法ꎬ 反对党提出对政

府的不信任案ꎮ 劳动法中的一些条款大大增加了工人在劳动市场上的不确定因

素ꎬ 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ꎬ 来自全国各大工会近万人在议会大厦前集会ꎬ 呼吁议

员支持反对党提出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案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ꎬ 卫生部副国务秘书反对加重民众负担的医改方案部分条款ꎬ 遭

总统伯塞斯库批评后宣布辞职ꎬ 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ꎬ 多座城市相继出现集会游

行活动ꎬ 抗议政府和总统ꎬ 要求政府下台ꎬ 总统辞职ꎮ 布加勒斯特的示威活动甚

至升级为暴力骚乱ꎬ 造成多人受伤ꎮ 尽管伯塞斯库要求政府撤回医改法案ꎬ 副国

务秘书也恢复了职务ꎬ 总理博克还解除了在博客中侮辱示威群众的外交部部长的

职务ꎬ 但示威活动并未停息ꎮ ２ 月ꎬ 政府辞职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底ꎬ 布加勒斯特市中心一夜总会在演出中燃放烟花引起火灾ꎬ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ꎬ 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ꎮ １１ 月初ꎬ 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多个

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ꎬ 示威者高喊 “腐败杀人” 的口号ꎬ 要求政府辞职、
解散议会、 提前大选ꎮ 政府在民众抗议的压力下辞职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 司法部以改善监狱人满为患状况为由ꎬ 提出关于赦免及修改刑

法等紧急政令草案ꎮ 尽管司法部表示政令草案中的赦免对象不包括腐败分子和危

害国家安全的罪犯ꎬ 草案的出台还是引起社会动荡ꎬ 布加勒斯特等多个城市相继

发生示威游行ꎬ 总统约翰尼斯也予以声援ꎮ 然而ꎬ 政府不顾示威者和总统的反

对ꎬ 通过有关修改刑法的紧急政令ꎬ 重新界定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等行为的刑事责

任ꎬ 规定对滥用职权造成经济损失不足 ２０ 万列伊 (约合 ４ ７５ 万美元) 者仅追索

损失赔偿ꎬ 不再追究刑事责任ꎮ 此举被认为是执政党有意为部分有案在身的政治

人物开脱罪责ꎬ 反政府抗议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ꎬ 布加勒斯特政府大厦前的示威

人数一度超过 １０ 万ꎮ ２ 月初ꎬ 为平息持续多日的示威抗议活动ꎬ 政府宣布取消

关于修改刑法的紧急政令ꎬ 司法部长辞职ꎮ

四　 入盟与政治不稳定

虽然入盟 １０ 年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治以不稳定为特征ꎬ 但入盟并非两

国政治走向不稳定的分水岭ꎬ 两国入盟后只是延续并在某些方面加剧了政治不稳

４３１



中东欧研究　

定ꎮ 一方面ꎬ 无论入盟前后ꎬ 激烈的政党斗争、 不时发生的政党分化组合和未定

型的政党格局是两国政党制度的常态ꎮ 另一方面ꎬ 入盟后两国的国家机构和社会

秩序更不稳定ꎮ 入盟前ꎬ 仅有罗马尼亚在 １９９５ 年弹劾过总统ꎻ 保加利亚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前期频繁的政府变动和议会提前下台后ꎬ 自 １９９７ 年起的三届政

府和议会都任满了 ４ 年任期ꎬ 罗马尼亚也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频繁的政府变动后ꎬ
自 ２０００ 年起迎来了两届较为稳定的政府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政局剧变

导致的社会动荡后ꎬ 除了保加利亚 １９９６ 年年底 １９９７ 年年初席卷全国的游行示威

和罢工、 罗马尼亚 １９９８ 年年底全国性的罢工罢课运动、 １９９９ 年年初日乌河谷煤

矿工人工潮和年底的暴力抗议外ꎬ 两国社会秩序基本保持稳定ꎮ 入盟后ꎬ 保加利

亚和罗马尼亚分别 “一次半” 和两次弹劾总统ꎻ 保加利亚连续三届政府和议会

都没有任满 ４ 年任期ꎬ 罗马尼亚的政府变动更为频繁ꎬ １０ 年间先后有 １３ 届政府

执政ꎻ 保加利亚、 特别是罗马尼亚的抗议活动也较入盟前更为多见ꎮ 为什么会这

样? 欧盟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先来看作为规范力量的欧盟ꎮ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入盟前ꎬ 欧盟主要以入盟

标准规范它们的政治发展ꎮ 对于国内几乎所有政治角色都支持入盟的两国来说ꎬ
这一标准以及欧盟依据该标准对它们的评估无异于行动指南ꎬ 规范着政治角色的

行为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起ꎬ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政治家坚持一套不成

文的规范ꎬ 这些规范决定了在试图赶走政敌时能够走多远ꎬ 不断升级的政治冲突

应在什么时候被遏制ꎬ 以及怎样对待欧盟官员ꎮ 坚守这些不言而喻的规则的政治

理由很清楚: 维持制度稳定并使布鲁塞尔确信应该完成它们的入盟进程ꎮ”① 保

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的确在入盟前一段时间维持了国家机构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

定ꎬ 以致欧盟在评估两国满足政治标准的情况时ꎬ 总是对其政治稳定予以肯定ꎬ
而对有可能造成政治不稳定的政党斗争少有关注ꎮ 实际上ꎬ 欧盟的压力只是使两

国的政治角色为入盟暂时约束自己的行为ꎬ 以获得入盟标准所要求的制度稳定ꎬ
而没有把他们 “变成真正的民主派、 明智的统治者或负责的决策者”②ꎬ “控制资

源的斗争和维护权位的野心应被看作是持续影响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统治者行为

的常态”③ꎮ 这种情况下的政治稳定注定是脆弱的ꎮ 入盟后ꎬ 欧盟不再能以入盟

５３１

①

②
③

Ｖｅｎｅｌｉｎ Ｉ Ｇａｎｅｖꎬ Ｐｏ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Ｈｏｏｌｉｇａｎｉｓ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ｉａ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０７ꎬ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２７ꎬ Ｎｕｍｂｅｒ １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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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政治发展ꎬ 也几乎不可能取消它们的成员资格ꎮ
即便 «阿姆斯特丹条约» 规定的制裁条款①ꎬ 欧盟也从未在任何一个成员国使用

过②ꎮ 欧盟规范力量下降ꎬ 两国的政治角色恢复常态ꎬ 政治不稳定的延续甚至加

剧可想而知ꎮ
还应指出的是ꎬ 与其他中东欧成员国不同ꎬ 欧盟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治

发展的规范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两国行政和司法改革、 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

推动上ꎮ 欧盟不仅在两国入盟前设置 “特保条款”ꎬ 规定两国如不能在 ２００７ 年满

足入盟标准ꎬ 将可能被推迟一年入盟ꎬ 而且在两国入盟之时建立合作与确认机

制ꎬ 继续监控其司法改革、 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进展ꎮ 入盟 １０ 年后ꎬ 保加

利亚和罗马尼亚仍未满足欧盟提出的基准ꎬ 合作与确认机制仍在发挥作用ꎮ 从长

远看ꎬ 进行司法改革、 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有助于政治稳定ꎮ 但在实施过程

中ꎬ 反腐败导致众多高官落马ꎬ 甚至有时成为政党斗争的抓手和抗议活动的诉

求ꎬ 这又对政治稳定造成不利影响ꎮ
再来看作为影响力量的欧盟ꎮ 作为欧盟成员国ꎬ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更深入

地参与欧盟事务ꎬ 也更易于受到欧盟的影响ꎮ
首先ꎬ 欧盟为两国国内政治斗争提供了新的舞台ꎮ
罗马尼亚入盟后ꎬ 总统伯塞斯库与总理波佩斯库的矛盾延伸到欧盟层面ꎬ 波

佩斯库意欲取代伯塞斯库出席欧盟峰会ꎬ 但一直没有如愿ꎮ 蓬塔就任总理后ꎬ 也

在欧盟峰会代表资格问题上与伯塞斯库发生争执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 议会建议由总理

出席关于经济、 社会和财政问题的欧盟峰会ꎬ 总统出席关于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

的欧盟峰会ꎮ 伯塞斯库以议会无权表态为由ꎬ 拒绝接受议会建议ꎮ 其后ꎬ 宪法法

院裁定由总统参加欧盟峰会ꎮ 蓬塔谴责宪法法院偏向总统ꎬ 并不顾裁定ꎬ 前往出

席欧盟峰会ꎮ 伯塞斯库坚称蓬塔不是罗马尼亚在欧盟峰会上的合法代表ꎬ 批评蓬

塔违背宪法法院裁定ꎬ 阻碍他履行职责ꎬ 只是为了避免罗马尼亚陷入尴尬境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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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９７ 年欧盟通过的 «阿姆斯特丹条约» 规定: 由 １ / ３ 成员国或欧盟委员会动议ꎬ 经欧洲议会同
意ꎬ 欧盟理事会在邀请当事国提出意见后可一致认定其存在严重和持续违背自由、 民主、 尊重人权与基本
自由、 法治原则的情况ꎬ 并经特定多数表决ꎬ 中止条约赋予该国的某些权利ꎬ 包括其政府代表在理事会的
投票权ꎮ 参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ｔｓꎬ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ＰＤＦ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
１１９９７Ｄ / ＴＸＴ＆ｆｒｏｍ ＝ ＥＮꎮ ２００９ 年生效的 «里斯本条约» 再次确认了这一条款ꎮ 参见程卫东、 李靖堃译:
«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 ‹里斯本条约› 修订»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３３、 ３４ ~ ３５ 页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 欧盟委员会因波兰 “普通法院组织法” 个别条款违反欧盟相关条约ꎬ 向波兰发出
“正式通知函”ꎬ 启动法律程序ꎮ 若波兰无视警告ꎬ 欧盟将准备使用上述制裁条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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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定留在国内ꎮ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ꎬ 欧洲议会选举作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

治斗争的重要舞台ꎬ 大体反映了两国政党斗争的态势和政党格局的变化ꎮ 不仅如

此ꎬ ２０１４ 年保加利亚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还直接导致了国内政治的变动ꎮ 欧洲

发展公民党在选举中战胜社会党ꎬ 进而以此为由要求社会党下台ꎬ 终致社会党政

府辞职ꎬ 议会解散和提前大选ꎮ
其次ꎬ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给两国政治稳定带来一定的冲击ꎮ
加入欧盟后ꎬ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经济发展与欧盟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

愈加紧密ꎬ 对外部资金和市场的依赖愈加严重ꎬ 也愈加易于受到外部危机的冲

击ꎮ ２００８ 年秋以来ꎬ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接踵而至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保加

利亚和罗马尼亚经济陷入衰退ꎬ 其后几年亦增长乏力 (见下表)ꎮ 一段时间以

来ꎬ 经济困难以及两国政府的反危机举措成为反对党攻击执政党和社会抗议的主

要内容ꎬ 威胁两国的政治稳定ꎮ 比如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 为减缓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

击ꎬ 继续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的贷款ꎬ 罗马尼亚政府宣布将采取紧缩措

施ꎬ 引发抗议活动ꎮ ６ 月ꎬ 社会党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ꎬ 声称紧缩措施将使国

家遭遇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ꎮ 虽然不信任案未获议会通过ꎬ 但执政的民主自

由党的支持率急剧下滑ꎬ 不得不改组政府ꎮ ９ 月ꎬ 内务部职工举行示威ꎬ 抗议裁

员减薪ꎬ 内务部长辞职ꎮ １０ 月ꎬ 社会民主党牵头议会反对党再次提交对政府的

不信任案ꎬ 要求政府下台ꎬ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欧盟等机构就贷款

条件进行新的谈判ꎬ 寻找解决危机的新办法ꎮ 同时ꎬ 工会组织集会ꎬ 配合反对党

的倒阁行动ꎮ 再如ꎬ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保加利亚社会党、 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以政府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失败为由ꎬ 提交不信任案ꎬ 指责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不但

没有使保加利亚摆脱危机ꎬ 反而使经济状况更为恶化ꎮ 又如ꎬ ２０１２ 年年初ꎬ 罗

马尼亚卫生部副国务秘书的辞职引发民众长期以来对紧缩措施的不满ꎬ 各地爆发

示威活动ꎬ 导致政府下台ꎮ 继任政府为填补欧元区债务危机造成的国库空虚ꎬ 不

得不加大征税力度ꎬ 出售能源公司股份ꎬ 甚至批准一家美国公司开采矿业资源ꎬ
致使公司企业怨声载道ꎬ 社会自由联盟趁机以缺乏管理国家资源的战略、 无视国

家利益出售国家资源等理由ꎬ 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ꎬ 把刚刚执政 ７８ 天的政府赶

下了台ꎮ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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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年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和欧盟的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 (与上年相比的百分比变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保加利亚 ７ ３ ６ ０ － ３ ６ １ ３ １ ９ ０ ０ ０ ９ １ ３ ３ ６ ３ ４ａ

罗马尼亚 ６ ９ ８ ５ － ７ １ － ０ ８ １ １ ０ ６ ３ ５ ３ １ ３ ９ ４ ８

欧盟 ３ １ ０ ４ － ４ ４ ２ １ １ ７ － ０ ５ ０ ２ １ ６ ２ ２ １ ９

ａ 临时数据ꎮ
资料来源: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ｖｏｌｕｍｅꎬ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ｔｇｍ / ｒｅｆｒｅｓｈＴａｂｌｅＡｃｔｉｏｎ ｄｏ? ｔａｂ ＝ ｔａｂｌｅ＆ｐｌｕｇｉｎ ＝ １＆ｐｃｏｄｅ ＝ ｔｅｃ００１１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ｅｎ

可见ꎬ 入盟前ꎬ 在入盟标准的规范下ꎬ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剧变之初的社

会动荡和频繁的议会、 政府更迭后ꎬ 迎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ꎮ 然而ꎬ 入盟标

准的规范没有带来政党制度的稳定ꎬ 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角色的行为准则ꎮ
入盟后ꎬ 欧盟的规范力量下降ꎬ 原本为入盟而有所克制的政治角色恢复常态ꎬ 而

仍在发挥规范作用的合作与确认机制又因对两国反腐败的推动引起某些政治不稳

定ꎮ 与此同时ꎬ 欧盟对其成员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影响力量却在上升ꎮ
两国国内政治斗争向欧盟层面延伸ꎬ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冲击更是

威胁两国的政治稳定ꎮ 这一降一升ꎬ 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治不稳定的延续和

加剧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ꎮ 当前ꎬ “欧盟面临全球和内部前所未有的挑战: 地

区冲突、 恐怖主义、 不断增长的移民压力、 保护主义以及社会和经济不平等”ꎬ
２７ 个成员国和欧盟机构领导人 “将在必要之处以不同的速度和强度共同行动ꎬ
同时像过去所做的那样ꎬ 根据 «罗马条约» 朝共同的方向前行并继续向以后想

要加入的国家敞开大门ꎮ”① 或许现在很难看清欧盟面对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对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治稳定的影响ꎬ 但可以肯定的是ꎬ 两国未来的政治稳定将

不仅取决于国内状况ꎬ 也与欧盟的影响息息相关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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