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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索
——读 《 苏 东剧 变之后 对 个 问 题的 思考 》

衡 子

由 中 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教授等学者 次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国家首脑时叶利钦能获胜 。 从国 内

共同主编 的《苏东剧变之后对 个问题的思考》
① 作为 来讲 ， 俄罗斯是一个面临 着十分艰 巨 与复杂改革任 务的

《 苏联真相 》 的姊妹篇 一经出 版就引 起国 内 外学术界的 转型 国家 。 八年来的 制度性的转型 冲垮了 苏联时期传

广泛关注 。 这部著作分上 、 中 、 下三册 余万字 所论 统的社会主义政治 与 经济体制模式 形成了 新的政治与

范围涉及原苏联 、 东欧 国家 的政治 、 经济 、 外交等广阔领 经济体制模式的框架 。

”

域 。 中 国著名 苏联问题专家 、原中共 中央书记处书记 、 中 不应当否认 叶利钦在执政期间通过对 国 家政治体

央统战部部长阎 明复同志
，
国 务院发展研究 中 心欧亚社 制 的改革 ， 在俄罗斯初步建立 了 总统制 、 议会民主 、 三权

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 中 国 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同志分 分立 、 自 由选举 的西方宪政制度模式 。 但是 也必须指

别为这部著作作序 认为这是
一

部内 容十分丰富 的论著 ，
出 俄罗斯尚 未成为

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与 民主国 家 ，
这

对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有积极的作用 。 主要表现在 一是俄总统权力过大 在很多方面实行的是

一

“

总统集权制
”

不少重大政策 的决定是由 叶利钦个人做
一

出 的 因 此 往往带有叶利钦独 裁的性质 。 虽然在转型初

苏联解体 、 东欧剧变 是 世纪的地缘政治灾难 。 对 期的特定条件下
“

总统集权制
”

有其积极作用 如 能较快

此 学术理论界有广泛的共识 。 但是 对这些 国家解体 、 结束俄罗 斯
“

双重政权
”

局面
， 在稳定政局中 有 着极为 重

剧变后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 以及如何评价 要的影响 。 但
“

总统集权制
”

也有明 显的负 面效应 难以

这些国家的道路选择 学术理论界
一

直存在争论 ， 有些观 使政府和议会充分发挥作用
’ 严重影 响三权分立体制 的

点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 通过阅读全书 人们可 以 强 烈地 实施 ，
容易 出 现决策失误 这也是导致俄罗斯政局不稳定

感受到 ， 这部著作的编者在文章的遴选过程 中 力 图体现 的
一个重要因素 。 特别是在执政后期 ， 叶利钦的政治决

自 己 鲜明 的学术取 向 。 策受到寡头和利 益集团的 制约 立法机构与执行机构矛
、

年波兰发生剧变 年年底苏联解体 传统意 盾重重
， 相互争斗 严重地影响 了政权 的稳定 政治危机

义上的社会主义阵营体系 消亡了 。 剧变后 的苏东国 家无 频发。 寡头是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 的一种特殊社会现

一例外地宣布放弃斯大林时期逐渐形成的髙度集权的政 象 。 寡头摄到 的第一

桶 金 靠的是依附权势 巧取豪夺 。

治 、 经济体制 ， 共产党丧失了 执政地位 国 家体制开始向 在当时的俄罗斯 寡头已成为权力 竞技场上的一支力量
，

多党制 、民主化 、市场化转型 。 经过 余年的探索发展 ，
影响着权力 资源分配 。 普通民众的意愿和诉求得不到应

苏东国 家已经走 出 了转型初期 的阵痛 并根据本国 的实 有的关注 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甚至临近崩溃的边缘 。

际情况 逐渐探寻到符合 国情的发展道路 。 相 比剧变 、 解 在俄罗斯处于历史转折 的关键时刻 普京作为
一

名

体之初的
一边倒 的政治狂热 今天似乎多了些理性的判 锐意进取的政治家 兴利 除弊 大胆改革 在就任俄罗斯

断和选择 。 陆南泉教授在这部著作的导论中写 道
“

叶利 总统之后就对 巳 经危 害到 国家经济命脉的寡头 实行整
’

钦在俄罗斯所以能执掌政权八个年头 主要原因是 他在 肃 贏得了 普通民众的拥戴 。 从 年 月 著名 的 《千

俄罗斯推行的转 型就其大方向 而言 是符合社会历史发 年之交的俄罗 斯》 、 年 月 的 《 致选 民的公开信》 和

展潮流的 。 这八年的转型有进展也有失误甚至严重错 年 月 的 《 国情咨文》 普京通过他的几篇重要文献 ，

误 从而民众对他往往徘徊在希望与失望之间 。 否则就

无法解释
， 为什么在 年 月 俄罗斯千余年历史中首 ① 新华出版社 年 月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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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迥然不同 于 叶利钦 的政治理念 ， 给人一

股清新之 尽相同 。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被公认为政治 自 由

风
， 给俄罗斯振兴带来了 希望 。 度较高的 国 家 媒体也相对 自 由 。 吉尔吉斯斯坦还被西

从普京执政八年的情况来看 在国 家权力 的整顿与 方称为
“

民主的 自 由 岛
”

。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被

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 调整了 中 央与 地方的关系 强 西方认为是民主记录最差的 国家 。 土库曼斯坦国 内 对于

化了联邦中央 的权威 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 总统的个人崇拜甚于乌兹别克斯坦 。

一
中东欧国家的社会政治转型相对比较平稳 。 三权分

—

立原则 和竞争性 民主为社会各界民众所接受 。 活跃于政

这部论著共分六编 其中 有两编专门 论述苏联解体 、 坛的各种政治力量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不同和社会政治

东欧剧变之后的东欧 、 中亚问题
，
全景式地展示了 这些国 经济政策的差异来吸引 民众 。 但是 由于中东欧地区地缘

家在体制转型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及应对措施 。 战略地位重要 处于俄罗斯和西方的夹缝之间 地区形势

大家知道 ， 作为从原苏联母体中分离出 来的 中亚国 也时常呈现出 不稳定性 特别是在多党制的建立过程中 ，

家 从体制 转型过程看 与 俄罗斯有许多相似之处 。 但 民族主义的情绪统统代替了理性的选择 尽管这些国家特

是 ， 由于 中 亚国 家政治经济 、 文化水平发展相对落后 呈 别是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已经确立了多党制 但政党政治还

现出 比较浓厚的威权主义色彩 。 领袖人物在 国 家社会政 处于培育阶段 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表现还不够成熟 。

治生活 中多处于核心地位 政党作用有限 ， 反对派受到排 中东欧国家的社会经济转型包括 四个要素 ： 稳定化 ，

挤和压制 大众传媒受到执政者的控制 。 这部论著把中 自 由化 、 私有化和 制度化 。 中东欧国家通过经济转型摈

亚国家的社会政治转型特点归纳为 以下几个方面 ： 弃了效率低下的 中 央计划经济体制 融人欧洲
一

体化和

继承性 。 苏联时期的精英阶层 、 官僚制度 、 行政管 经济全球化进程 大大缩小了同西欧发达国家的差距 。

理体系和社会关系在 中亚国 家独立后没有被破坏 而是

改头换面保留 了下来。 苏联时期处于权力巅峰的官僚利
二

用旧 的权威和新推行的选举方式获得政治权力 成为新 在研读陆南泉教授主 编的 《 苏东剧变之后对 个

独立国家的领导人 。 他们过往的 资源 、 经验和威信以 及 问题的思考 》时 被誉为俄罗斯现行政治体制 的设计师之

他们的执政能力 ， 使得他们能够长期掌控国家政治 。

一

、俄罗斯
“

主权民主
”

理念的提出者苏尔科夫辞职 为扑

求瑰优于求变。 中亚五 国独立后都遇到 了社会秩 朔迷离的俄罗斯政治走向增添一抹阴云 。

序混乱 、 经济危机 、 社会问题层出 不穷 、 非传统安全威胁
“

主权民主
”

这个概念最初是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

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 、 毒品和武器走私
） 、 大 在德里

一

所大学演讲首次使用 但对
“

主权 民主
”

的系统

国 干涉等问题
，
这使得国家的生存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 阐述则是苏尔科夫及其团队 。 《普京计划 》

一

书是这样解

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 的问题上追求服务于国 家稳定 、 特 释
“

主权民主
”

的 ：

“

对今天的俄罗斯来说 ， 民主和主权 同

别是政权稳定的 目标 因此 ， 政治体制的发展凸显谨慎和 等重要 ， 俄罗斯应该成为
一个 自 由 的国 家 而不是成为外

保守的
一面 。 部敌对势力 的殖民地 。 俄罗斯没有主权 人民就会陷入

在实施威权政治的过程 中 ， 中亚国家邋到 来 自西 无权状态 就不会有 民主 。 只有 自 由 的人 民才能 自 由 地

方国家的巨 大压力 。 中亚国家不排斥 民主选举的方式和 选择 自 己 的命运 。 主权就是独立 自 主 而不是搞特殊化 。

有限 的政治改革 但改革不能威胁到政权的稳定 。 考虑 真正的民主只能是主权 民主 。

”

有学者认为 ，

“

主权 民主
”

到俄罗斯在中亚具有根深蒂 固的影响以 及俄罗斯与 中亚 这一政治术语 充实 和丰富 了普京的治 国 理念和 思 想 。

在历史与知实方 面的 紧密联系 短期 内俄罗 斯的政治发 苏尔科夫的离去
，
为人们对俄罗斯政坛的状态提供了 更

展模式对于 中亚国家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 。 广阔的思考空间 。

中亚国家 的政治体 制受到 传统文 化 的彩响 ， 因 而 这部论著由 余篇论文分类成书 涉及二十几个国

具有了 中亚特色 。 中亚五国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建立过 家。 有些国家相对封闭 ，
信息 资料较少 有些国家遇到 的

现代意义的独立 国 家 也缺乏民主 的传统。 中 亚地区传 问题比较特殊 不具有普遍性 。 因此 我们在通读全书 时

统文化中 的威权崇拜、 家族 、 部落 、 血缘 、地域和宗教在中 可以感受到 书中有些篇章存在着材料运用偶有重复 个

亚国家的政治失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别观点相互矛盾 问题论述不够均衡 的问题 。 但是 这些

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 弹性和 容蛋有银 。
一

旦体制 不足在这样一部宏篇巨著面前是可 以 忽 略不计的 。 我认

的某个环节或者基础发生问题 有可能导致整个体制 的 为 这部论著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 ： 谁不为 苏联解

崩塌 。 另外 长期搞威权政治使国家稳定系 于强人一

身 ，

体、东欧剧变感到痛心谁就是没有心肝 但谁想回 到过去

缺乏制度保障。
的老路谁就是没有头脑 。

差异性。 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在集权 的程度上不 （ 责任编辑 向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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