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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社会情绪是社会运行状况的 “温度计” 和 “晴雨表”ꎬ 是社

会变迁进程中具有动力倾向的核心要素ꎬ 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

国家政治议程ꎮ 通过对相关舆情数据的分析ꎬ 可以更客观、 更全面地了解俄罗斯

社会ꎮ 乌克兰危机之后ꎬ 俄罗斯民众对目前国家发展道路、 普京的执政持有较强

的认同评价ꎬ 对经济发展的悲观情绪上升ꎬ 反美、 反西方情绪上扬ꎮ 但是整体

上ꎬ 俄罗斯社会因为政治不公、 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而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

较小ꎬ 中期社会政治稳定可以预期ꎮ 这既受俄罗斯历史文化积淀下来 “国民性”
的深刻影响ꎬ 也与乌克兰危机事件后民族主义和大国意识上扬紧密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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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２ 年ꎬ 普京重新回到总统宝座ꎬ 迎接他的是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和国

际形势ꎮ 议会选举丑闻、 反对派示威游行、 结构性调整不利等诸多问题积重难

返ꎬ 普京道路和普京理念都受到质疑ꎬ 普京个人威信面临极大挑战ꎮ ２０１４ 年是

普京再次主政的关键性一年ꎬ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联邦ꎬ 随后

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对俄罗斯进行多轮经济制裁ꎮ 随着制裁的范围不

断扩大、 程度不断加深ꎬ 俄罗斯国内外投资者持观望态度ꎬ 且恐慌情绪加剧ꎬ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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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经济状况恶化ꎬ 民众生活水平下降ꎬ 国家发展遭遇历史困境ꎮ 西方媒体一再评

论ꎬ 认为俄罗斯已经品尝到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苦果ꎮ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
普京提出的保守主义道路还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吗? 俄罗斯会爆发平民街头运动

吗? 俄罗斯还能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吗?
然而俄罗斯两大民调机构 (ВЦИОМ 和 Левада) 的数据显示ꎬ 普京的支持

率高达 ８０％以上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经济三连降ꎬ ＧＤＰ 增速从 １ ３％ 、 ０ ６％
下降到 － ３ ４％左右①的同时ꎬ 普京个人支持率实现 ３ 连升ꎬ 从 ４６％ 、 ６４％ 上升

到 ８７％ ~８８％ ②ꎮ 而且过去的一年俄罗斯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ꎬ 是政治生

态较为平静的一年ꎮ 一般而言ꎬ 经济发展下行的逻辑结果是总统支持率的下降ꎬ
那么为什么俄罗斯民众与此相悖ꎬ 存在着如此巨大的 “认知分野”? 乌克兰危机

以后处在西方经济制裁之下的俄罗斯ꎬ 底层民意是怎样的? 单单从经济发展和政

治制度的视角似乎很难解释这种现象ꎬ 也很难把握俄罗斯的整体社会运行状况ꎮ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ꎬ 国内先后出现了一系列从国际关系、 地缘政治、 经济发

展及权力体系等不同视角的研究成果ꎬ 对事件的历史、 缘由及影响都进行了极有

价值的论述ꎮ 本文不再囿于宏大叙事ꎬ 而是立足于微政治并将研究视角转向社会

情绪ꎮ 众所周知ꎬ 底层民众对政治社会领域重大事件的认知、 意见和诉求已经成

为研究政治问题的重要客体ꎬ 尤其是对社会情绪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ꎮ 社会情绪

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要素ꎬ 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

国家政治议程ꎬ 不断对 “政治” 的边界作出规定ꎬ 不断建构新的公民与政府的

关系ꎮ 从边缘到中心ꎬ 社会情绪早已被贯之以政治学符号ꎮ 本文拟对乌克兰危机

发生以来俄罗斯民众的社会情绪进行考察和分析ꎬ 找出其主要影响因素并寻求社

会情绪对政治社会稳定的潜在意义ꎮ

二　 概念厘定

在各类研究文章中 “社会情绪” 经常被使用ꎬ 其概念的内容广泛且边缘时

常模糊ꎮ “社会情绪是指一定社会环境下某一群体或某些群体或整个社会多数人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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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共享的情绪体验ꎮ 社会情绪并非个体情绪的叠加或混合ꎬ 社会情绪是个体之

间、 个体与群体之间、 群体与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ꎬ 同时从发展的历程看ꎬ 也是

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和群体的情绪反应ꎮ 而且ꎬ 社会情绪会逐渐形成较为

内在的、 持续的社会情感”①ꎮ “社会情绪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情境的知觉ꎬ
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ꎬ 形成较为复杂而又相对稳定的态度体

验”②ꎮ “情绪ꎬ 其基本的解释指人从事某种活动时产生的一种兴奋心理状态ꎮ 当

单个人的情绪社会化后ꎬ 个人情绪就因外化体现变为群体性具有一种共同心理指

向和特征的情绪ꎬ 即社会情绪”③ꎮ
尽管学者们对社会情绪概念表述有所不同ꎬ 但基本上有三点核心要素:
其一ꎬ 社会情绪具有普遍性ꎮ 弥散在社会群体中大多数成员或整个社会所普

遍共有的、 宏观的心境状态ꎬ 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情境的体验和知觉ꎬ 通过

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ꎬ 形成较为复杂而又相对稳定的心理感受ꎮ
其二ꎬ 社会情绪具有动态性ꎮ 社会情绪是一定时期内ꎬ 受特定社会制度和文

化变迁等因素的影响ꎬ 社会成员根据自己所处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状况及个体生

活体验而作出的判断和认知ꎬ 它是受制度、 文化变革和重大历史事件等影响而动

态发展的ꎮ
其三ꎬ 社会情绪具有自主性ꎮ 社会情绪并不是个体情绪的简单总和ꎬ 有其固

有的规律ꎮ 一旦形成后往往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ꎬ 并且具有心理暗示和同化作

用ꎬ 形成集体无意识ꎮ 社会情绪包括历史和文化积淀下来的 “国民性” 当中稳

定的特质 ( “国民性” 指一个社会成年群体中具有众数特征的、 相对稳定持久的

人格特征和模式④)ꎬ 也杂糅了当下时代变动不居的成分ꎬ 是历史与现代互动的

结果ꎮ
社会情绪是社会运行状况的 “温度计” 和 “晴雨表”ꎬ 是社会变迁进程中具

有动力倾向的核心要素ꎮ 国家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及运转的有效性ꎬ 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能否敏锐地捕捉民众的诉求、 获得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情感和心理认同ꎬ 形成

政治合法性的稳定支撑ꎮ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ꎬ 社会情绪是一定政治、 社会和文化

４２

①
②
③
④

王俊秀: «社会心态理论———一种宏观社会心理学范式»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１０６ 页ꎮ
温淑春: «当前我国社会情绪的现状、 成因及疏导对策»ꎬ 载 «理论与现代化»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李端生: «社会情绪概论»ꎬ 载 «社会科学论坛»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０ ~ ６３ 页ꎮ
〔美〕 艾历克斯英格尔斯: «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ꎬ 王今一译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１４ 页ꎮ



俄罗斯社会文化　

背景下公众群体的价值判断和心理认知ꎬ 社会情绪已经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

因素ꎬ 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ꎮ “广义的社会情绪

包含社会的价值取向ꎬ 这种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执政者治国理念的形

成ꎬ 同时也会被执政者加以吸纳采用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ꎬ 从而反过来影响宏观

社会心理状态ꎬ 促成社会共识的形成ꎮ”①

三　 俄罗斯民众社会情绪的具体状况

由于社会情绪具有动态历史性的特征ꎬ 因此本文将考察的时间段主要置于乌克

兰危机发生的前后ꎮ 考察的要素集中于四个方面ꎬ 即国家总体发展和道路选择、 经

济发展情况及预期、 社会生活和族际关系、 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ꎬ 每一项下面分别

包含具体的子问题ꎮ 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俄罗斯舆情研究中心和列瓦达研究中心ꎮ

(一) 国家总体发展和道路选择

该项主要考察俄罗斯民众对国家总体发展的评价及道路选择的认同情况ꎬ 并

选取了对国家政局评价、 发展道路选择、 总统工作认同、 个人支持率等舆情数据

作为参考ꎮ

图 １　 俄罗斯的国家事务正沿着正确还是不正确的道路前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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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庞大鹏: «俄罗斯的社会情绪»ꎬ 载 «俄罗斯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６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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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今天的俄罗斯是强大的国家吗?①

表 １　 关于俄罗斯当前状况ꎬ 你是如何认为的?②

　 　 　 　 　 　 　 　 　 　 　 时间
评价　 　 　 　 　 　 ２０１３ ０１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０１４ ０１ ２０１４ ０４ ２０１５ ０３

稳定的发展 １４ １０ １０ １７ ４

暂时的困难 ２４ ２６ ２４ ４０ ５０

停滞、 萧条 １８ １９ ２３ １６ １８

接近危机 １８ １９ ２３ １６ １８

混乱增加 １６ １７ １５ ５ ８

镇压增强、 独裁形成 ５ ３ ３ １ ２

很难回答 １１ １１ １０ ７ ９

６２

①

②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нынешней России и ожидания от будущего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３０ /
ｐｒｅｄｓｔａｖｌｅｎｉｙａ － ｏ － ｎｙｎｅｓｈｎｅｊ － ｒｏｓｓｉｉ － ｉ － ｏｚｈｉｄａｎｉｙａ － ｏｔ － ｂｕｄｕｓｈｈｅｇｏ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уть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１ / ｉｓｔｏｒｉｃｈｅｓｋｉｊ － ｐｕｔ － ｒｏｓｓｉｉ － ２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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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你认为俄罗斯应该沿着什么样的历史道路前进?①

　 　 　 　 　 　 　 　 时间
评价　 　 　 　 　 　 ２０００ ０３ ２００１ ０３ ２００８ ０２ ２００８ １０ ２０１３ ０３ ２０１４ ０３ ２０１５ ０３

自己独有的、 特殊的发展道路 ６０ ５３ ６０ ５８ ３７ ４６ ５５

回到类似苏联的道路 １８ １９ １１ １４ ２２ ２２ １９

现代世界普遍的欧洲文明之路 １５ ２１ ２２ ２１ ３１ ２１ １７

很难回答 ７ ７ ８ ７ １０ １１ ９

表 ３　 在总体上你是如何评价当前国家状况的?②

时
间评

价

２００９
０９

２０１０
０９

２０１１
０９

２０１２
０９

２０１３
０９

２０１４
０９

２０１５
０１

２０１５
０２

２０１５
０３

２０１５
０４

２０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５
０６

２０１５
０７

２０１５
０８

２０１５
０９

非常好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好 ７ ８ ６ １０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２ １６ １６ １８ １５ １５ １１ １６

正常 ４９ ５２ ４９ ５１ ５３ ６９ ６６ ６８ ６６ ６２ ６５ ６８ ６５ ６７ ６０

差 ３１ ２８ ３０ ３０ ２５ １４ １２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０ ９ １２ １４ １５

非常
差

４ ４ ６ ４ ４ １ ４ ４ ３ ４ ２ ３ ３ ４ ４

很难
回答

８ ７ ８ ４ ４ ２ ４ ４ ４ ４ ３ ４ ４ ３ ４

社会
情绪

指数∗
２２ ２９ ２０ ２８ ３８ ６８ ６４ ６７ ７０ ６４ ７３ ７２ ６６ ６１ ５８

　 　 ∗社会情绪指数: 正向情绪减去负向情绪的差值 ( － １００ ~ １００)ꎬ 数值越大情绪指数越趋

正向ꎮ

上面的图表反映了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总体社会情绪指数比较平稳且呈正

向积极趋势ꎬ 变化曲度不大ꎮ 但是数据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左右出现陡峭的变化ꎬ
这与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直辖市并入俄罗斯联邦在

７２

①

②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уть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１ / ｉｓｔｏｒｉｃｈｅｓｋｉｊ － ｐｕｔ － ｒｏｓｓｉｉ － ２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россиян в сентябре: Пресс － выпуск №２９５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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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相吻合ꎮ 从这一时间点开始ꎬ 认为国家事务沿着正确发展道路前进、 今天

的俄罗斯是强国的受访者比例明显上升 (见图 １、 图 ２)ꎮ 尽管受制裁影响ꎬ 国家

经济振兴乏力ꎬ 但约有 ５０％的民众认为困难是暂时的 (见表 １)ꎮ 表 ２ 有关 “道
路选择” 的问题ꎬ 调查数据也在 ２０１３ 年出现大的变化ꎬ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选择俄

罗斯独特发展道路的数值连续上升ꎬ 由 ４６％ 上升到 ５５％ ꎮ 选择回到类似于苏联

时期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比例占据第二位ꎮ 表 ３ 是对国家总体状况认知的数据统

计ꎬ ２０１４ 年以来评价指数较为平稳ꎬ 平均达到 ６６ 左右ꎬ 好于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的数

据ꎮ 但从数据上来看ꎬ 评价指数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达到高点后一路下降ꎬ 积极指数

逐渐走低ꎬ 这与俄罗斯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恶化有关ꎮ

表 ４　 对于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ꎬ 你希望谁当选总统?①

　 　 　 　 　 　 　 时间
观点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０１４ ０３ ２０１４ ０４ ２０１４ １２ ２０１５ ０６ ２０１５ １１

仍是普京 ２６ ３２ ４９ ５５ ６６ ５７

继续普京政策的其他人 １４ ２２ １３ １０ ８ １１

提供其他解决俄罗斯问题
方案的人

４１ ３１ ２２ １８ １５ １８

很难回答 ２０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２ １４

图 ３　 整体上你是赞同还是不赞同普京的工作?②

８２

①

②

“Сильная рука” и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властиꎬ пресс － выпуск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
ｓｉｌｎａｙａ － ｒｕｋａ － ｉ － ｐｒｅｅｍｓｔｖｅｎｎｏｓｔ － ｖｌａｓｔｉ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０３

Ноябрьские рейтинги одобрения и довери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２５ / ｎｏｙａｂｒｓｋｉｅ －
ｒｅｊｔｉｎｇｉ － ｏｄｏｂｒｅｎｉｙａ － ｉ － ｄｏｖｅｒｉｙａ － ３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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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表明ꎬ 乌克兰危机之后ꎬ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大选仍然希望总统是普京的受访

者占 ５５％ ꎬ 还有 １０％的受访者选择 “延续普京政策的其他人”ꎮ 图 ３ 是关于普京

总统工作的调查ꎬ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ꎬ 普京总统个人支持率直线上升ꎬ ２０１５ 年

８５％以上的民众对普京工作给予了肯定的评价ꎮ 这一方面说明普京在民众中仍享

有较高的支持率ꎬ 另一方面也说明民众对普京执政理念和路线具有较强的认可

度ꎬ 这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成为普京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ꎬ 也是俄罗斯中期

政治局势稳定的民意基础ꎮ
普京再次执掌政权后反复强调中期稳定ꎬ 俄罗斯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空

间用以发展和改善民生ꎬ 复兴国力ꎮ ２０１２ 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曾指出: “未来数

年将是决定性的ꎬ 可能不仅是我们甚至是全世界的转折点ꎬ 世界处于彻底变革的

时代ꎬ 甚至可能是大动荡的时代ꎮ 全球发展越来越不均衡ꎬ 对资源的竞争日趋激

烈ꎬ 特别是对人力和智力资源的争夺ꎻ 谁冲到前面ꎬ 谁被淘汰出局而失去独立

性ꎬ 这将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潜力ꎬ 而首先取决于每个民族的意志和内部能量、 激

情ꎬ 以及前进和变革的能力ꎮ”① 为了全力实现强国和复兴这一目标理想ꎬ 俄罗

斯必须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ꎬ 防止国家政权从内部瓦解ꎮ 底层民众的诉求及情绪

的表达对政治社会稳定意义重大ꎮ

(二) 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和预期

普京在其前两个任期内实现了 “秩序”、 “稳定” 和 “发展”ꎬ 俄罗斯民众生

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ꎬ 部分地弥合了寡头经济所造成的社会上层权力精英与底层

民众的分裂ꎬ 稀释了由此而导致的社会情绪的紧张和焦虑ꎮ 第三任期的主要战略

目标致力于促发展ꎬ 保民生ꎬ 经济问题是所有工作的核心ꎬ 解决社会发展任务和

民生问题的基本条件就是恢复经济稳定增长ꎮ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自身经济结构的积弊ꎬ 从 ２０１２ 年始特别是进入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停滞ꎮ 世界新能源革命导致国际市

场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需求下降ꎬ 俄罗斯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ꎬ 国内需求、 投资

和消费的步伐放缓ꎬ 工业生产连续零增长ꎬ 投资环境不佳ꎬ 私人资本外逃情况加

剧ꎬ 投资增速持续为负ꎬ 经济状况总体表现为停滞和下滑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

后ꎬ 西方持续对俄罗斯进行一轮又一轮经济制裁ꎬ 这无疑使俄罗斯经济发展雪上

９２

① Послание Путина к нации несет новый вызов для оппозиции ｈｔｔｐ: / / ｉｎｏｔｖ ｒ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１３ /
Ｐｏｓｌａｎｉｅ － Ｐｕｔｉｎａ － ｋ － ｎａｃｉｉ － ｎｅｓ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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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霜ꎮ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 ＧＤＰ 不升反降ꎬ 前两个季度平均降至 ３ ４％ ①ꎮ 俄罗斯民众

对经济危机持续以及物价水平上涨的预期都有所增加 (见表 ５、 表 ６)ꎮ

表 ５　 俄罗斯下一年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吗 (如同 ２００８ 年的危机)?②

　 　 　 时间
预期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完全可能 ７ ２ ６ ６ ２０

比较可能 ２８ ３７ ３３ ３２ ４２

比较不可能 ４０ ３４ ３７ ４０ ２０

完全不可能 ７ ７ ８ ５ ５

不知道 １９ １９ １６ １７ １３

表 ６　 关于经济危机有各种观点ꎬ 你是如何认为的: 我们正处在最艰难时期ꎬ

已经过去ꎬ 还是即将发生?③

时
间评

价

２００９
０９

２０１０
０９

２０１１
０９

２０１２
０９

２０１３
０９

２０１４
０９

２０１５
０１

２０１５
０２

２０１５
０３

２０１５
０４

２０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５
０６

２０１５
０７

２０１５
０８

２０１５
０９

已经
度过

２６ ２４ ３０ ２７ ２８ ３３ １１ １６ ２２ ２５ ３３ ２５ ２７ ２１ １９

正在
经受

２９ ３３ ２７ ２８ ２４ １９ ３１ ３０ ３０ ３０ ２８ ２３ ２５ ２５ ２３

即将
发生

３３ ３２ ３２ ３７ ３６ ３６ ５０ ４６ ４０ ３６ ３１ ４４ ４０ ４４ ４８

很难
回答

１２ １１ １１ ８ １２ １２ ８ ８ ８ ９ ９ ８ ８ １０ １０

社会
期望

指数∗
－３６ －４１ －２９ －３８ －３２ －２２ －７０ －６０ －４８ －４１ －２６ －４２ －３９ －４７ －５２

∗社会期望指数: 正向情绪减去负向情绪的差值 ( － １００ ~ １００)ꎬ 数值越大情绪指数越趋

正向ꎮ

在西方制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ꎬ 俄罗斯民众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困难及经济危

０３

①
②
③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 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 ＃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２６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 ２０１４ / / Ежегодникꎬ Москваꎬ Левада － Центр ２０１５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россиян в сентябре: Пресс － выпуск №２９５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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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持续性有相当大的心理预期ꎮ 如表 ５ 所示ꎬ 认为 ２０１４ 年完全可能或比较可能

发生经济危机的占比为 ６２％ ꎬ 而这一数值在 ２０１３ 年为 ３８％ ꎬ 人们开始担心经济

危机及家庭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ꎮ 表 ６ 中可见ꎬ 民众对经济预期的悲观情绪加

重ꎬ ９ 月的数值达到 － ５２ꎮ 另据 ２０１４ 年的舆情调查ꎬ “一半以上受访者认为生活

条件还会继续变差ꎬ 西方经济制裁会对食品的价格产生影响ꎮ ８６％的民众认为食

品价格已经上涨或者将要上涨ꎻ ６１％的民众认为近期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开始降

低、 物价上涨以及正在经历经济危机ꎻ ５３％ 的民众认为在未来将会出现食品问

题”①ꎮ 但是ꎬ 民众因为经济需求而发生抗议的可能性不大ꎬ 参与的意愿并不强

烈 (见图 ４)ꎮ

图 ４　 因为经济需求而发生抗议的潜能②

(三) 对社会生活和族际关系的评价

民生问题是普京第三任期关注的头等大事ꎬ 普京重新上任后的第一篇国情咨

文就对国家发展远景作出一系列规划ꎬ “俄罗斯前进道路中的某些原则性问题ꎬ
不仅是中期而且是长期愿景的问题”ꎬ 国家现在的任务是 “建立富强和幸福的俄

罗斯”③ꎮ 中期稳定是俄罗斯政治的既定目标ꎬ 接下来国家治理的优先方向由宏

观性问题转向具体的民生问题ꎮ 民众关于个人生活、 幸福指数和工作就业等问题

１３

①
②

③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Итоги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ｓｒａｎｄ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１
Протес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август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５ / ｐｒｏｔｅｓｔｎｙｊ － ｐｏｔｅｎｔｓｉａｌ －

ａｖｇｕｓ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Послание Путина к нации несет новый вызов для оппозиции ｈｔｔｐ: / / ｉｎｏｔｖ ｒ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１３ /

Ｐｏｓｌａｎｉｅ － Ｐｕｔｉｎａ － ｋ － ｎａｃｉｉ － ｎｅｓ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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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ꎬ 是社会情绪的关系考察对象ꎮ

表 ７　 你是如何总体上评价具体个人生活情况的?①

时
间评

价

２０１０
０９

２０１１
０９

２０１２
０９

２０１３
０９

２０１４
０９

２０１５
０１

２０１５
０２

２０１５
０３

２０１５
０４

２０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５
０６

２０１５
０７

２０１５
０８

２０１５
０９

非常好 ３ ３ ４ ６ ６ ４ ３ ４ ４ ５ ４ ４ ３ ４

好 １６ １５ ２０ ２４ ２１ ２３ ２３ ２６ ２９ ２８ ２４ ２８ ２４ ２６

正常 ５９ ５６ ５９ ５３ ６０ ６１ ６５ ５９ ５４ ５７ ６１ ５６ ６１ ５７

差 １６ １９ １４ １３ １０ ６ ４ ６ ８ ６ ６ ７ ７ ９

非常
差

２ ３ １ ２ １ ２ ３ ２ ２ ２ １ ２ ３ ２

很难
回答

４ ４ ２ ２ ２ ５ ３ ３ ４ ２ ３ ３ ２ ２

社会
情绪

指数∗
６０ ５２ ６８ ６８ ７６ ８０ ８４ ８１ ７７ ８２ ８２ ７９ ７８ ７６

∗社会情绪指数: 正向情绪减去负向情绪的差值 ( － １００ ~ １００)ꎬ 数值越大情绪指数越趋

正向ꎮ

表 ８　 如果让你回答ꎬ 你认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福的?②

　 　 　 时间
评价　 　 　 ２０１１ ０４ ２０１１ ０９ ２０１２ ０４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０１４ ０４ ２０１４ １１ ２０１５ ０３

完全幸福 １９ １５ ２１ ２３ ２５ ２５ ２９

比较幸福 ４８ ５１ ５６ ５４ ５３ ５１ ５１

比较不幸福 ２０ ２１ １６ １５ １２ １４ １２

完全不幸福 ５ ４ ２ ３ ２ ３ ４

很难回答 ８ ９ ５ ６ ８ ７ ４

评价指数＊ ４３ ４１ ５９ ５９ ６４ ５９ ６４

∗评价指数: 正向情绪减去负向情绪的差值 ( － １００ ~ １００)ꎬ 数值越大情绪指数越趋

２３

①

②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россиян в сентябреꎬ Пресс － выпуск №２９５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２０１５ －１２ －
０３

Счастье － есть! Пресс － выпуск №２８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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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ꎮ

表 ７ 显示ꎬ 乌克兰危机以后俄罗斯民众对个人具体生活的评价指数有所上

升ꎬ 由 ６８ 上升至 ７６ꎬ ２０１５ 年平均接近 ８０ꎮ 但是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以后开始下降ꎬ
这与对国家总体状况的评价以及未来经济危机的预期呈正相关 (见表 ３、 表 ６)ꎮ
在经济持续低迷、 国际形势严峻的客观条件下ꎬ 民众对个人生活的积极情绪减

弱ꎮ 幸福指数 ２０１２ 年以来变化不大ꎮ
一般认为影响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包括健康、 食物及生态环境等因素ꎮ 民众

分别为健康打 ４ ７８ 分、 为安全性打 ４ ７３ 分、 为收入的稳定性打 ４ ６８ 分、 为食

品供应的数量和质量打 ４ ６８ 分、 为居住条件打 ４ ６８ 分、 为生态环境打 ４ ６１ 分

(满分为 ５ 分)①ꎮ 这些方面恰恰都是普京在竞选纲领及国情咨文中提到的优先发

展方向ꎬ 并且已取得一定成果ꎮ 民众主要对劳动市场和失业的评价及预期有所变

化ꎬ 尽管经济形势并不良好ꎬ 比较乐观的是民众对就业安置的预期并没有变得更

加悲观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份的调查数据显示: ２６％ 的受访者认为很容易找到等值工

作ꎻ ３３％的受访者认为不太费力就可以找到等值工作ꎻ ２７％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很

费力才能找到等值工作ꎻ １１％的受访者认为不可能失业ꎻ ３％ 的受访者认为很难

回答②ꎮ

图 ５　 关于 “最近 ２ ~ ３ 个月ꎬ 你周围亲戚和熟人失业情况” 的调查③

３３

①
②

③

Качество жизни по － русски: Пресс － выпуск №２８４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２０
Рынок труда и безработица － оценки и прогнозы: Пресс － выпуск №２８５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２８
Индекс безработицыꎬ Сколько человек среди Ваших близкихꎬ знакомых потеряли работу в

течение последних ２ － ３ месяцев?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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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５ 的统计数据来看ꎬ ２００９ 年金融危机时失业问题比较突出ꎬ 到 ２０１２ 年

形势转好ꎮ 乌克兰危机以后在西方经济制裁影响下ꎬ 俄罗斯的失业指数比较平

稳ꎬ 总体失业风险并不突出ꎬ 总体情况并不是十分糟糕ꎮ

表 ９　 在你生活的城市 /农村ꎬ 因为生活水平下降而发生

为保护自己权利的群体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大?①

　 　 时间
预期　 　 ２０１４ ０８ ２０１４ １０ ２０１４ １２ ２０１５ ０２ ２０１５ ０４ ２０１５ ０６ ２０１５ ０８

很可能会 １７ １７ ２４ ２３ ２０ １８ １７

很可能不会 ７８ ７６ ６８ ７２ ７３ ７６ ７６

很难回答 ６ ８ ８ ５ ７ ６ ６

表 １０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群体行动ꎬ 你是否会参加?②

　 　 时间
预期　 　 ２０１４ ０８ ２０１４ １０ ２０１４ １２ ２０１５ ０２ ２０１５ ０４ ２０１５ ０６ ２０１５ ０８

很可能会 ８ １２ １４ １２ １５ １０ １３

很可能不会 ８６ ８１ ７８ ８１ ７８ ８４ ８０

很难回答 ６ ８ ８ ６ ７ ５ ６

表 １１　 在你生活的城市 /农村ꎬ 因为政治需要而发生抗议行为
(游行、 集会、 罢工) 的可能性有多大?③

　 　 时间
预期　 　 ２０１４ ０８ ２０１４ １０ ２０１４ １２ ２０１５ ０２ ２０１５ ０４ ２０１５ ０６ ２０１５ ０８

很可能会 １２ １２ １６ １６ １５ １４ １５

很可能不会 ８３ ８２ ７７ ８０ ７８ ８１ ７９

很难回答 ６ ６ ７ ４ ６ ５ ６

４３

①

②
③

Протес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август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５ / ｐｒｏｔｅｓｔｎｙｊ － ｐｏｔｅｎｔｓｉａｌ －
ａｖｇｕｓ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Там же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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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如果因政治需求而发生了抗议行动ꎬ 你个人是否会参加?①

　 　 时间
预期　 　 ２０１４ ０８ ２０１４ １０ ２０１４ １２ ２０１５ ０２ ２０１５ ０４ ２０１５ ０６ ２０１５ ０８

很可能会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８ １０
很可能不会 ８７ ８４ ８３ ８６ ８２ ８７１ ８４
很难回答 ６ ８ ８ ５ ７ ５ ６

上面四个表格的数据显示ꎬ 目前俄罗斯民众因为政治或经济原因而发生抗议

或游行示威活动的可能性并不大ꎬ 即便发生了该类群体性事件ꎬ 个人参与的意愿

也不强烈ꎮ 另一个舆情调研机构的数据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图 ６)ꎮ

图 ６　 在你居住的城市 /乡村ꎬ 由于生活水平下降、 权力不公平运作ꎬ
为保护个人权利等因素而发生群体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②

移民和民族问题也是影响社会情绪的关键因素ꎬ 因为这些问题往往与就业机

会、 安全与社会和谐等问题紧密相关ꎮ 普京竞选纲领的第二篇即为 «俄罗斯的民

族问题»ꎬ 他认为ꎬ “当前ꎬ 俄罗斯民族关系紧张的地区在扩大ꎬ 宗教间紧张程

度在加剧ꎮ 激进民族主义和宗教排他性已成为俄罗斯极端主义组织和流派的思想

基础ꎮ”③ 民族问题始终伴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ꎬ 渗透和反映在日常社

５３

①

②

③

Протес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август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５ / ｐｒｏｔｅｓｔｎｙｊ － ｐｏｔｅｎｔｓｉａｌ －
ａｖｇｕｓ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Протес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ꎬ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протес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５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２ － ０１ － ２３ / １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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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中ꎮ “民族问题聚焦了很多问题ꎬ 很多社会 － 经济和领土发展的困难ꎬ 还

有腐败问题ꎬ 有国家机构工作中的缺陷ꎬ 当然还有教育和文化政策的失败ꎬ 这些

都可能成为导致族际矛盾的真正根源”①ꎮ

图 ７　 如果在你居住的城市 /乡村ꎬ 由于生活水平下降、 权力不公平运作ꎬ
为保护个人权利等因素而发生了群体事件ꎬ 你个人是否会参加?②

近年来ꎬ 俄罗斯国内及独联体内部民族矛盾甚至民族冲突较为突出ꎬ 俄罗斯

族和高加索、 中亚地区的民族爆发了多次大规模冲突和暴力事件ꎬ 主要特点表现

为俄罗斯主体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群体骚乱ꎬ 与之相伴的还有宗教和移民

问题ꎮ 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就业机会差异等因素ꎬ 使移民问题日渐凸

显甚至激化ꎮ 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之间未实行签证政策ꎬ 任何一个独联体国家的

公民仅持国内护照就可以进入俄罗斯境内ꎮ 俄罗斯出生率低ꎬ 所以在极端民族主

义者看来ꎬ 外来移民不仅抢占了俄罗斯人的工作机会ꎬ 也将渐渐占领俄罗斯的土

地ꎮ 然而ꎬ 俄罗斯又离不开移民ꎬ 需要新移民来填补劳动力空缺ꎮ 俄罗斯民众对

政府腐败问题的不满日益增加ꎬ 并迁怒于政府制定的移民政策ꎬ 认为政府人员收

受贿赂ꎬ 致使非法移民屡禁不止ꎮ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ꎬ 移民问题很

容易成为社会问题的导火线ꎬ 引爆社会积蓄已久的不满和焦虑情绪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特别是西方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后ꎬ 民族矛盾和移民问题的

紧迫感发生转移ꎮ 俄罗斯民众对恐怖主义、 经济危机、 人口减少、 社会不公平的

种种担心和忧虑ꎬ 让位于与西方或者是在后苏联空间内与他的伙伴之间可能发生

的战争ꎮ ６０％以上民众持有对恐怖行为的担忧ꎬ 但是对象发生了变化ꎮ 关于 “如

６３

①
②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ꎬ １２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３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２０１３ －１２ －１３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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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的社会、 文化、 价值观中存在敌人ꎬ 你认为是谁?” 的问卷调查中ꎬ 回答

美国—奥巴马的占 ３７％ ꎬ 回答欧洲的占 ９％ ꎬ 回答乌克兰及其政府的占 ８％ ꎬ 回

答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占 ３％ ꎬ 回答法西斯分子的占 ２％ ①ꎮ 另外一份关于恐怖主义

威胁的报告显示ꎬ ２２％的受访者认为恐怖威胁来自于美国ꎬ １３％的认为来自于激

进穆斯林主义ꎬ ７％的认为来自乌克兰ꎬ ３％ 的认为来自于高加索②ꎮ 两份调查显

示ꎬ 目前俄罗斯民众将美国看作是最大的敌人和恐怖威胁ꎬ 这种情况部分地缓解

了国内族际及移民问题的矛盾ꎬ 即国内族际矛盾让位于国际矛盾ꎮ

(四) 对国际问题及对外关系的评价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的热点问题ꎬ 约有 ６４％ 的居民关注克里米亚事

态的发展ꎬ 以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③ꎮ 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这样讲: “克里

米亚对于俄罗斯来说战略意义重大ꎬ 是俄罗斯民族及中央集权国家的精神发源

地ꎮ 正是基督教强大的精神团结力量ꎬ 促使形成统一的俄罗斯民族ꎬ 不同血统的

部落构建了共同的国家性ꎮ 对俄罗斯来说ꎬ 这些地方的意义就如同耶路撒冷之于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意义一样ꎬ 俄罗斯现在直至永远都应该如此对待ꎮ”④ 乌克

兰冲突与经济危机并列成为影响当前俄罗斯居民社会优先权和政治偏重的两个基

本因素ꎮ

表 １３　 关于克里米亚你是如何认为的?⑤

　 　 　 　 　 时间
观点　 　 　 　 　 ２０１４ ３ ２０１４ ８ ２０１５ １１

应该并入俄罗斯联邦 ６４ ７３ ８７

应该成为乌克兰的 １４ ４ ３

应该成为独立的国家 １１ １５ ５

很难回答 １０ ８ ６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 враждебный или 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й? Пресс － выпуск №２８６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２８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 угроза России : новые источники: Пресс － выпуск №２６９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１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Итоги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ｓｒａｎｄ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１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ꎬ ５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４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０５
Российско － украи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ꎬ Крымнашꎬ Левада － Цент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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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４　 俄罗斯是否有权利声明: 居住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的权利可能或正在遭到压制ꎬ
从而将过去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并入自己国土?①

　 　 　 　 　 时间
观点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７ 月

俄罗斯有权这样做ꎬ 它应
该保护自己人

５８ ５４ ４１ ４１ ４３

总体来说没有权利ꎬ 但是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是根
据国际法原则的ꎬ 完全是
适当的、 合法的

２８ ３４ ４２ ４１ ４１

俄罗斯没有任何权利ꎬ 国
际社会认为俄罗斯的行为
就是兼并领土、 武装干涉
其他主权国家

４ ４ ７ ７ ６

很难回答 １０ ８ １０ １２ １１

表 １５　 最近 １０ 年世界对俄罗斯的尊重是如何变化的?②

　 　 　 　 　 　 　 时间
观点　 　 　 　 　 　 　 ２０１２ ６ ２０１４ １０

增加 ２５ ４４

减少 ３２ ２２

没有变化 ３４ ２５

很难回答 ９ ９

上述表格表明ꎬ 绝大部分民众对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持赞同态度ꎬ 民众对国

家领导人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认同的ꎬ 普京由于 “收复失

地”ꎬ 被赋予了民族英雄的形象ꎮ 在有关 “为什么你认为克里米亚应该并入俄罗

斯并列举原因” 的最新调查中ꎬ ５７％的受访者认为克里米亚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

的领土ꎻ ２０％的受访者认为是通过全民公投的结果ꎻ １１％的受访者指出克里米亚

两个世纪以前与俄罗斯及俄罗斯历史有紧密联系ꎻ １０％的受访者认为 ２３０ 年前俄

８３

①
②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 ２０１４ / / Ежегодникꎬ Москваꎬ Левада － Центр ２０１５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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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曾经占领过克里米亚①ꎮ 这一调查再次印证了俄罗斯国民性中的扩张意识和

领土情结ꎮ 乌克兰危机后ꎬ 俄罗斯民众认为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带来的是荣誉和

复兴的信号ꎬ 如表 １５ 所示ꎬ 民众对国家复兴充满信心ꎮ 与乌克兰危机相伴而生

的是俄罗斯国内反美情绪高涨ꎬ ２０１５ 年认为美国政府对俄罗斯是友好的民众占

３％ ꎬ 不太友好占 ３２％ ꎬ 敌对的占 ５９％ ꎬ 说不清的占 ６％ ②ꎮ 列瓦达的调查数据

也显示ꎬ ７１％的俄罗斯民众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扮演了阴暗的角色ꎬ 这种反面评价

是近 ８ 年以来的最高值③ꎮ

四　 俄罗斯民众社会情绪的主要成因

乌克兰危机之后ꎬ 俄罗斯民众社会情绪总体趋正向ꎬ 对当前国家发展道路、
普京执政工作的认同感增强ꎬ 大国意识复兴、 民族主义情绪高涨ꎬ 可以说俄罗斯

社会上下层基本达成 “后克里米亚共识” (посткрымский консенсус)ꎮ 俄罗斯民

众对经济前景预期的悲观情绪上升ꎬ 但这种情绪尚未危及政治稳定和社会认同ꎬ
因政治、 经济需求而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可能性不大ꎮ 究其原因ꎬ 分析如下:

(一) 社会中稳定和保守的思潮占据上风

从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客观环境来看ꎬ 中期稳定是可以预期的ꎬ 民众社会情绪

也反证了这一点ꎮ 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对稳定的需求是一致的ꎬ 无论是上层精英还

是底层民众几乎都反感激进式社会变革导致的混乱动荡将自己洗劫一空ꎮ 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ꎬ 维持社会稳定ꎬ 先保住 “存量” 利益ꎬ 然后伺机获得 “增量” 利

益ꎬ 已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种共识④ꎮ 即便是俄共也应时而变ꎬ 在其党纲中放弃

了革命道路ꎬ 认同了选举和议会的途径⑤ꎮ 而激进的体制外反对派ꎬ 更是缺乏广

泛的民间基础ꎮ 因此保守主义仍然是俄罗斯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潮ꎬ 也是被社会普

遍接受的一种政治价值取向ꎮ 它主张加强国家权威和民族意识ꎬ 反对照搬西方的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Российско － украи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ꎬ Крымнашꎬ Левада － Цент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２５

Россия и Америка: вчераꎬ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 Пресс － выпуск №２９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ｉｄ ＝ ２３６＆ｕｉｄ ＝ １１５３６５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Враждебность к США в России сохраняетс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ｄａ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４ / ｖｒａｚｈｄｅｂｎｏｓｔ － ｋ －
ｓｓｈａ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ｓｏｈｒａｎｙａｅｔｓｙａ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冯绍雷、 相蓝欣: «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３０９ 页ꎮ
Программа партии КПР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ｐｒｆ ｒｕ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０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经验ꎬ 强调历史传统、 国家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和爱国主义精神ꎮ 特别是乌克兰危

机后ꎬ 这种保守思潮更多地带有了主动和自发的意味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关于 “铁
腕” 的民调显示: “认为我们的民族一贯需要 ‘铁腕’ 的受访者占 ３２％ ꎬ 认为在

某些情况下 (如当前形势) 需要将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的受访者

占 ３９％ ”①ꎮ
任何政权都需要不断地借用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想来获得政权合法性ꎬ 俄罗斯

历任总统都试图寻找一种思想占领意识形态ꎮ 普京认为ꎬ “俄罗斯不需要专门地

寻找民族的意识形态ꎬ 它在俄罗斯社会已经是成熟的ꎬ 民众的精神和道德价值是

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ꎮ 俄罗斯社会本身已经具有建立道德大厦的基础ꎬ 这个基础

就是保守主义的价值观”②ꎮ “保守主义思想不在于阻止向前、 向上的运动ꎬ 而是

阻止向后和向下运动ꎬ 阻止走向混乱的黑暗和回归落后的状态”③ꎮ 保守主义反

对革命、 混乱和无序ꎬ 主张渐进和改良式发展道路ꎮ 乌克兰危机事件后ꎬ 这一立

场得到俄罗斯大部分民众和上层精英的赞同ꎮ 俄罗斯不久前的民调也显示ꎬ 民众

因为政治需求或经济需求而发生大规模群体性骚乱的可能性不大ꎬ 而且即使出现

类似游行示威活动ꎬ 老百姓参与的意愿也不强烈ꎬ 局面会处于可控范围ꎮ

(二)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政治资本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对俄罗斯民众来说ꎬ 极具爱国主义意义ꎬ 也传递了大国

复兴的信号ꎮ 普京在那篇饱含爱国主义激情的演讲中提出ꎬ “数百万民众的意志

是俄罗斯外交的坚强后盾ꎬ 全民族团结以及各主要政治、 社会力量的支持是基

础”ꎬ “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 是俄罗斯的政治决定ꎬ 它的根据是人民的意志ꎬ
因为人民ꎬ 只有人民才是权力的源泉”④ꎬ 普京将此项政治殊荣归因于俄罗斯的

普罗大众ꎮ 乌克兰危机极大掀起了俄罗斯民众的爱国主义浪潮ꎬ 积蓄将近两年的

对社会不公、 政府腐败、 阶层固化、 民族矛盾等消极和不满情绪在尚未发展成为

公开化的、 激烈的社会冲突之前就转移到国际场域ꎬ 演化为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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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指责和反制ꎮ
在多数俄罗斯人看来ꎬ 俄罗斯眼下面临的困境如卢布崩盘、 物价上涨、 经济

状况恶劣等问题都是西方干涉俄罗斯内政的结果ꎬ 俄罗斯民众把经济问题归咎于

西方的制裁和打压ꎮ 俄罗斯社会学者认为ꎬ “糟糕的经济状况目前尚不足以撼动

普京的个人支持率ꎬ 民众对经济现状的理解是一码事ꎬ 而对总统的支持是另一码

事”①ꎮ 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曾指出ꎬ “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是私下里干涉俄罗斯的内

政ꎬ 企图在俄罗斯周围建立一道几乎并不新的铁幕ꎮ 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政策多年

一直存在ꎬ 没有几百年也有几十年ꎬ 每当有人认为俄罗斯变得过于强大和独立自

主了ꎬ 就马上启动这些手段ꎮ”② 实质上ꎬ 强调俄罗斯今天的发展困境完全是西

方干涉的结果ꎬ 西方的目的是围追堵截、 阻止俄罗斯民族复兴的言论ꎬ 极大地掀

起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浪潮ꎬ 触发了俄罗斯民族心底深处 “被侮辱和

被损害” 的屈辱感ꎬ 挑动着俄罗斯民族强烈的自尊心ꎮ “社会挫败感和危机前景

的预期转化为对外部敌人———西方国家的指责和对抗ꎬ 乌克兰危机事件成为社会

矛盾的承担者”③ꎮ 这种社会情绪及时掩盖了国内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ꎬ 致使国

际矛盾突显出来ꎬ 特别是在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ꎮ “动荡的威胁来自于以

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ꎬ 受乌克兰事件的影响ꎬ 对未来战争的恐惧超越了经济

生活的窘迫ꎬ 成为俄罗斯民众最为担心的事情ꎬ ２０１５ 年关于恐惧问题的调查为

此提供了数据支持”④ꎮ
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生态下ꎬ 在 “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情绪渲染下ꎬ 民

众能够接受且忍受眼前的生活困难ꎮ 在俄罗斯人看来ꎬ 只有普京才能建立一个强

大的国家ꎬ 才能保证俄罗斯人的利益和俄罗斯的民主价值ꎮ 以普京权力为核心、
一致对外是俄罗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各政党、 各社会阶层被迫的选择ꎮ

(三) 对传统和现代媒体进行管控ꎬ 反对派式微

一个国家政治系统能够有效地运转ꎬ 敏锐地捕捉民众的诉求ꎬ 才更容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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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ꎬ 保持社会稳定ꎮ 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作用越

来越大ꎬ 更多地影响政治进程和国家意志ꎮ 而互联网的兴起为国家管理舆情和社

会情绪提出了新挑战ꎮ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４ 年 ７０％ 以上俄罗斯民众

使用互联网①ꎬ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俄罗斯 Вконтакте 社交群中有 ５ ５００ 万使用

者ꎬ Одноклассники ру 网 站 有 ４ ０００ 万 访 问 者ꎬ Ｍｏｉ Ｍｉｒ ( Ｍｙ Ｗｏｒｌｄ ) 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社交网访问者数量比较接近ꎬ 每月的访问者分别是 ２ ５００ 万和 ２ ４００
万②ꎮ 这些社交网络的作用不仅仅是交流的平台ꎬ 更是信息的引爆器ꎮ 近年来ꎬ
俄罗斯政府在管理、 引导和控制媒体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ꎬ 如收购电视台、 出台

相关法律 (如网络管理法)、 加强对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的管控ꎮ 通过主流媒介

进行积极正向宣传ꎬ 防止西方对俄罗斯社会的渗透ꎬ 预防群体性事件和消极情绪

的蔓延ꎮ 通过全俄人民阵线和群众连线搭建权力与民众对话的平台ꎬ 及时了解社

会情绪和民众诉求ꎮ
在这样的社会舆情和宣传攻势下ꎬ 官僚机器高度整合统一ꎬ 反对派和激进主

义的影响式微ꎮ 一方面ꎬ 由于普京对反对派的排挤和打压、 对社会管控能力的提

升ꎬ 使后者对政治体系基本不再产生威胁ꎮ 最近一篇报道也指出ꎬ 在 ２１ 世纪初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ꎬ 每一次公民为争取新的自由而斗争ꎬ 都会激发起俄罗斯领导

者对社会控制的强化ꎮ 颜色革命导致俄罗斯对外国基金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排

挤ꎬ 并组织克里姆林宫新的青年运动ꎮ “阿拉伯之春” 后ꎬ 俄罗斯的抗议游行迎

来了普京的回归及实施压制社会的政策ꎮ 克里米亚事件后ꎬ 俄罗斯开始又一轮对

社会的打压ꎬ 高密度电视宣传ꎬ 关闭一系列独立媒体ꎬ 新的行动计划是寻求克里

姆林宫新的外国媒体宣传代理人③ꎮ 另一方面ꎬ 反对派领袖和激进分子也失去了

大部分民意基础ꎮ 特别是在爱国主义风潮的裹挟下ꎬ 反对派几乎失去了合法话语

权ꎮ 危机时期市民阶层革命的意愿并不强烈ꎬ 危机期间这些社会群体的脆弱性增

加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动荡带给俄罗斯民众的苦难记忆尚未忘却ꎬ 激进革命带来

的经验是更加理性、 克制和妥协ꎮ 反对派更多情况下提出的是一种 “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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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希望ꎬ 一个空洞的 “没有普京的时代前景”ꎬ 但是并没有提出有效的、 建设

性的替代方案ꎬ 而普京似乎能比其他人提供更多的确定性ꎮ

(四) “国民性”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社会情绪一方面受特定时期内社会现实条件的影响ꎬ 另一方面也受根植于文

化深层 “国民性” 的影响和制约ꎮ 从历史来看ꎬ “帝俄横跨欧亚的国土绝大部分

是近代以来扩张所得ꎬ 国家的形成过程就是统一、 征服与扩张的过程ꎮ 这一过程

发生在其国家意识的领土观念和国家意志的扩张观念极度膨胀的时期ꎬ 也是其

‘国家主义’ 传统的形成时期ꎮ”① 古老村社文化及东正教传统蕴涵着浓厚的 ‘集
体主义’ 和 ‘国家主义’ 思想ꎬ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对集体和国家

的依赖、 信任甚至是崇拜ꎬ 将不断的拓殖意识和对土地的无尽渴望系上国家主义

价值体系ꎮ 在俄罗斯人的眼里ꎬ 捍卫大国地位和大国尊严高于一切ꎬ 个人服从于

集体ꎬ 社会服从于国家ꎮ 难怪有学者指出ꎬ “在俄罗斯和苏维埃专制主义产生和

发展的合理性ꎬ 如果对其进行社会 －政治性的理解ꎬ 不如对其进行文化 － 制度性

的理解ꎬ 作为一种现象ꎬ 深刻地、 天然地扎根在俄罗斯千年的历史和俄罗斯民族

意识当中ꎮ 这可以从 ２０ 世纪俄罗斯文化中专制主义趋势的相对稳定性、 牢固性

得到解释ꎮ”②

即便是在今天的俄罗斯ꎬ 这种领土情结和扩张意识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

的政治和社会生活ꎮ 在俄罗斯民众看来ꎬ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改变了苏联解体以

来处处受制于西方、 被动挨打的局面ꎬ 普京作为政治强人为国家赢得了尊严ꎮ 难

怪俄罗斯 “社会舆论基金会” 的民调显示: “受访民众认为因为普京国家发生的

两个最积极的变化领域分别是国防能力和对外政策ꎬ ６６％的受访者支持普京 ２０１８
年后继续担任总统ꎮ”③ 俄罗斯历史上多次经历改革、 动乱和革命ꎬ 最后的结果

往往是国家主义的强化ꎮ “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现今态势ꎬ 并没有将俄罗斯列入自

由主义 －民主之队列的基础ꎬ 而是更倾向于政治文化的威权 － 集体主义类型ꎮ 国

家在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中一贯处于支配地位ꎮ”④ 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对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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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价值观念本能的抗拒心理ꎬ 力图维护大国形象、 重返世界大国舞台等因素使

西方从外部的打压让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ꎬ 外部压力越大反弹力度越大ꎬ 民

众对国家和权威的依赖感则更强ꎮ “俄罗斯人格中最强烈最深入的特点恐怕要数

归属需要ꎬ 与归属需要紧密联系的还有依靠需要ꎮ 这种需要不仅表现为对父母和

同辈的依赖ꎬ 也表现在与权威人物的关系中”①ꎮ 这种 “父权制” 思想意识使得

俄罗斯民众在受到外界条件的刺激时ꎬ 往往让渡权力给国家ꎬ 寻求政治强人或民

族英雄的庇护ꎮ 这种国民性正是俄罗斯权威体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肥沃土壤ꎬ 是

社会情绪的深层影响因素ꎬ 也是俄罗斯社会运行与国家发展的特殊性ꎮ

结　 语

诚然ꎬ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联邦以及随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制裁ꎬ 客观上使俄

罗斯整个社会被动地团结起来ꎬ 各阶层、 各党派的立场空前一致ꎬ 反对派几乎销

声ꎮ 但是ꎬ 这种外部压力下的社会稳定也存在一定脆弱性和时效性的风险ꎮ
首先ꎬ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保守主义ꎬ 并附带民族主义的

色彩ꎬ 但民族主义常常是一把双刃剑ꎮ 民族主义在 “人民” 中的鼓动和共振作

用ꎬ 只有过去的宗教能与其媲美ꎮ 民族主义不仅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ꎬ 更表现为

一种公共文化和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宗教形式②ꎮ 民族主义经常伴随着消极、 非理

性的社会情绪ꎬ 民族主义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ꎮ 爱国主义高涨可

能转化成爱国主义狂热ꎬ 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过低评价风险性ꎮ “当乌克兰危

机被成功地调解甚至冻结时ꎬ 这个因素可能会更快地弱化ꎮ 在经济危机持续的背

景下ꎬ 对外政策在民众意识中会很快被当前物质状况的恶化所替代”③ꎮ 早就有

学者指出ꎬ “关于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特征ꎬ 经常会提及她的二律背反和矛盾性ꎬ
双重性和非理性主义”④ꎮ

其次ꎬ 通过对俄罗斯社会情绪的研究和分析ꎬ 可以作出基本判断: 目前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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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亚的政治资本还会持续发酵ꎮ 虽然目前俄罗斯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ꎬ 但持续强

硬的对外政策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了总统的支持率居高不下ꎬ 并且消解了部分国内

矛盾ꎮ 俄罗斯政治稳定是可以预见的ꎬ 也具有较广泛的民意基础ꎮ 俄罗斯前任财

政部长库德林认为ꎬ “社会抗议仍然会发生且程度将会增强ꎬ 但不会脱离监督ꎮ
俄罗斯的储备基金还将维持两年ꎬ 这段时间内社会情绪将会是稳定的ꎮ”① 但不

可否认的是经济问题、 民生问题仍然是稳定的关键ꎮ “如果经济状况持续恶化ꎬ
可能会动摇俄罗斯精英的信心ꎮ 他们公开表达不满的可能性不大ꎬ 但未来可能会

转向消极怠工”②ꎮ 经历过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苦难且记忆犹新的俄罗斯民众ꎬ 仍然对

当前社会状况和个人生活持有较强的克制力和忍耐力ꎬ 但多少带有些悲壮色彩和

自我牺牲精神ꎬ 如果俄罗斯长期处于政治体制退化、 经济发展停滞的状态下ꎬ 俄

罗斯的社会情绪可能转化为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ꎮ
最后ꎬ 回到文章的逻辑起点社会情绪ꎮ 社会情绪一旦产生ꎬ 群体中的个体极

易受到来自外界暗示的控制ꎬ 并受其影响ꎮ 一方面ꎬ 社会情绪可以建构ꎬ 社会共

识可以被创造ꎮ 集体表征为心理趋同提供了基本的方向ꎬ 通过群体意识将散状个

体凝聚在一起ꎮ 另一方面ꎬ 社会情绪具有传导和暗示心理的作用ꎮ 集体表征和个

体认同是社会情绪的生成机制ꎬ 情绪具有相互感染及去个体化的作用ꎬ 形成群体

无意识ꎮ 俄罗斯舆论中心定期发布这样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并且强化了正

向、 积极的社会情绪ꎬ 可以称其为政治手段或政治艺术ꎮ 从俄罗斯社会情绪的分

析和研究来看ꎬ 普京总统对俄罗斯社会的掌握能力ꎬ 由政治层面扩大到社会领

域ꎬ 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 “社会生活政治化、 政治权力毛细化” 的趋势ꎮ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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