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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新探索
——评 《 年来 中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比较研究 》

衡 子

中俄两国互为世界上边界线最长的邻国 ， 国情有 制 改革过程中都 面临全球化 、
民 主化的挑战 ，都处在

诸多相似之处 。 近代 以来 ，
两 国之间存在着纷繁复杂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 。 但

的历史恩怨 ，
曾经亲如兄弟 ， 友好相处 ，

又
一度反 目为 两国各 自所处的 国际环境不同 ，

发展程度不同 推行 旧

仇 ，兵戎相见 。 目前两 国 的改革在经历 了初期艰难 的 体制的深度不同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历不 同 ， 主

探索之后 逐 步走 向深化 处在
一

个新 的重要历史关 要政治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也不尽 同 。 两 国改革 的
一般

头 面临新 的挑战和新的希望 。 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 动因都源于高度集 权 的政治体制 的危害 。 但具体而

全球化的潮流下 在综合 国力竞争 日趋激烈 的形势下
，

言 俄罗斯的政治改革直接源于苏联的剧变以 及私有

我国面临
一个新的重要的 战略机遇期 ， 深人研究 和比 化和西方的诱导等 。 中 国 的政治发展则直接源 于经济

较中俄两 国的改革
，
意义非凡 。 王立新等学者所著 《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 两 国改

年来中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比较研究》
—

书试图通 革都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 的 ， 但俄罗斯起初基本上

过 年来中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 比较研究 总结两 是以西方 民主理论为指 导 ，结果既不符合俄罗斯的 国

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 ，
这对我 国政治改 情 也激化了 国 内 的社会矛盾 。 后来普 京充分吸收各

革和政治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该书 方面的合理因素 ，提出 了中 间 主义 的改革理论 ， 有效地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缓和了社会矛盾 ， 促进 了俄罗斯的稳定 和发展 。 中 国

一

） 结构完整 ， 内 容逐层 深入 。 该书 以 两国政治 的政治改革努力把马克思主义 的普遍真理与中 国 的具

改革与政治发展 的背景为开篇 ，首先 围绕政治改革 和 体国情相结合 形成 了具有 中 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

政治发展的土壤 ， 即基本国情 、经济改革 和经济发展 、
体系 不断指 导政治改革朝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 。 在改

社会结构变迁 、外部环境变化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然后 革方向和道路上 两 国都是朝着政治 民主化的方向 发

以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为主线 通过对 年来中俄两 展 。 但俄罗斯走 的是西化道路 走了
一条全方位的公

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历程的跟踪 ，从政治文化 、政治 开性 、多党制 、竞争性选举之路 。 中国走 的是中 国特色

制度和政治行为三个层面 较为全面 、深人地 比较了两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走 的是经济 民主推进之

国经济市场化以来政治文化 、政治发展理论 、政治改革 路 基层民主发展之路 党 内民主带动之路 ， 以 党 内 民

战略 、
政治制度 、政党制度 、政府体制 、 国家结构 、公 民 主带动人 民 民主 。 在改革的成效上 ，

两 国都取得了 一

社会和政治参与等方面 的发展和变化 。 在此基础 上 ，
定的成效 ，但效果 不同 。 目前俄 巳 冲破了 旧 的 高度集

探讨了两国具有各 自 不 同特点的政治发展模式 ，
分析 权的政治体制 ，初步搭建了新的 民 主政治体制的框架 ，

了两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绩效 ， 客观地描述 了两 但呈现 出浓厚 的威权主义政 治色彩 。 中 国在基层 民

国政治改革 的互动
，
总结 了两国 政治改革 和政治发展 主 、党 内民主 、政党制度和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的改革

的经验教训 。 取得
一定成效

，
但 尚未完全解决权力高度集 中的弊端 。

二
）
全面 比较 ， 系统梳理 异同 。 该书运用 比较政 （

三
）从实践 出发 ，

积极推进理论创新 。 该书不仅

治学的方法
，
对中 俄政治改革 与政治发展 的异 同作 了 公正

、
客观地评价 中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现状 而且

全面的 比较 。 在改革背 景上 两 国 曾经都是社会主义

大国 ，
改革前都实行以 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 的政治体 ① 人民出版社 年 月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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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人分析的基础上 ，
结合 中俄政治改革 和政治发展 而是应该综合运用 ，整体推进 实施全面 、协调 、可持续

的实践 ，揭示 出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 作 的发展战略 。

者认为 政治民主化是一 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它包括民
（
五

）理论指导实践 应用价值 凸显 。 该书在 比较

主政治文化的确立 ，
民主政治制度 和体制 的建立以 及 中俄政治改革 和政治发展 的过程 中 ， 既归 纳了政 治改

民主政治行 为 的塑 造 ，

三方 面应 当 同步进行 互相促 革和政治发展 的若干
一般规律

，
特别针对 中俄政治改

进 相得益彰 才能显现 良好的效果 。 否则 ，仅仅依靠 革和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 对如何推进政治改革 实行

某一方面单兵突进 ，改革的进程就会受到其他方面滞 政治民主化 ， 提出 了具体的 可操作 的应对措施 。 中 国

后 的影响而步履维艰 ，难 以推进 ， 即使获得重大进展也 必须彻底抛弃
“

中学为体 ，
西学 为用

”

的改革哲学指导 ，

会受到掣肘 ， 这也是一些 国家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进 俄罗斯也须放弃斯拉夫主义 两 国都必须切实虚 心学

程十分艰难 ，甚至发生倒退
，
出现威权政治回潮 的原因 习借鉴人类政治 文明 的有益成果 ，包括西方的政治文

之一 。 政治民 主化更是
一

个渐进的 、长期 的过程 。 新 明 ， 同时也要破除以西方 国 家的标准来衡量本国 政治

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体制 的建立可以在朝夕之间完成 ， 发展的做法 坚持从本 国 国情出发 积极探索符合本国

但新 的民主制度 、体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改 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 在 民主政治制度建立后 ， 其效

革就大功告成 ， 它只是在长期 的改革征途中走 完了 第 率需要相应的运行机制加 以保障 。 因此
，

一国 在初步
一步 。 只有当新的 民主制度 、体制在各种 复杂形势下 完成民主化的制度建构后

，
必须重视相应的文化培育

，

有效运行
，
且经过考验

，
反复修正

，
不断完善 才意味着 充分考虑本国的文化是否与该制度 、体制相适应 适 当

改革 的成功 。 俄罗斯当局 曾
一度希冀马上建立一个高 改造本 国的传统文化 ，使之与新的制度 、体制相适应 。

效 、
廉洁的民主政权 事实却是一个不成熟并存在一系 当代中 国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 无法绕开隐藏在其

列缺陷 的 民 主政权 ， 实际上犯 了 政治 浪漫主义错误 。 后的文化问题 。 它不但涉及如何认识中华文化及其与

民主政治的制度和体制可 以通过一纸命令迅速确立 ，
现代化的关系 而且涉及如何梳理、提炼和整合中华文

但民主思想的吸纳 、
民 主观念的深人人心 、 民主政治技 化 ，使其促进 内部 的现代化 。 作者指 出 ， 如果说政治文

能的掌握 远 非朝夕之 间 可 以 完成 ， 它需要一个较长 化是政治制度 、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观念基础 ， 那么 民主

的 甚至是反复的过程 。 政治的行为塑造则是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落脚点和

四 ） 独立思考 ，
理论批 判精神彰显 。 恩 格斯说 ： 归宿 。 归根到底 ，

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还需要人来加
“
一

个 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 以完成

，
只有 当广大 民众接受了 民主政治 的文化 通晓

理论思维 。

”

而作者在分析中俄在政治改革中分别采取 并 自觉遵守民主政治制度 ，
民主政治才得以有效运行 。

渐进和激进 战略 的优劣时 ，并没有对中 国渐进式战略 总之 该书从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 的
一

般规律和

简单肯定 ，
也没有对俄罗斯激进战略简单否定 。 而是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背景 出发 考察 年来中俄两

明确指出渐进 战略与激进战略无优劣之分 关键在于 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 ， 分析两 国政治改革和政治

是否符合国情 ，是否有利 于改革的顺利推行 是否有利 发展的动因 、道路和方式 总结两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

于 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 在改革战略上 中俄两国都需要 展的特点和经验教训 ， 进
一 步提出 中 国建设高度的社

相互借鉴 。 俄罗斯在改革之初选择了彻底否定社会主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目 标 、内容 、道路 、方式和策略等 ，对

义 、快速西化的激进 战略 ，
虽然很快打破 了原来 的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进行 了有益 的探讨 。

度 建立起新 的政治制度 但是引 发了激烈的社会政治 当下中 国改革进入
“

深水区
”

和
“

攻坚期
”

，该研究有助

动荡 不得不放缓改革 的步伐 。 中 国 坚定不移地采取 于正确把握民 主政治建设的一般规律
，
坚定不移地深

渐进的改革 战略 保持 了政治的稳定和改革的顺利进 化政治体制改革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创新
，

行 但尚有更为艰巨 的改革任务没有完成 。 俄罗斯改 丰富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建设高度 的

革的步伐过快 代价较大 ，但后续改革 的 障碍相对较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小 中 国改革的步伐较为稳健 ，
但也有某些激进式的跨

（责任编辑 向祖文 ）

越 。 对于中俄这两个传统深厚 、 国情复杂 的大国而言 ，

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不应该停 留在激进或渐进层 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