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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作为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行为风格的综合体, 政治文化对政治进

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它具有相对稳定性, 但同时在政治体系的作用下也发生变化。叶

利钦时期, 俄罗斯的全面社会转型导致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基础发生根本改

变,从而使政治文化发生裂变。普京执政后,大力整合国家社会, /政治一致0日趋明

显,政治行为风格亦随之趋于保守内敛。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对当前的/全

面现代化0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0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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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文化0是探讨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
要因素。这个概念自 1956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

首次提出后,便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一个广泛流行

的重要的分析性概念。作为一种政治态度、信仰

和情感体系,政治文化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

行为心理,它的涵盖面也相当广泛。俄总统梅德

韦杰夫希望,俄罗斯的政治系统/ 极其开放、具有
韧性0, /与不断变动的、透明和多维的社会结构相

适应0, /与那些自信、自由、殷实、具有批判思考精
神的人的政治文化相符合0¹。政治文化虽然具

有相对稳定性, 但它还是在发生着变化。/政治文
化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动。同

时,由现存的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机会和压力也影

响着那种政治文化。当人们边学习边行动并通过

行动来学习时, 文化和结构、态度和行为之间就不

断地发生相互作用。0º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0的

理论阐释也有助于我们解析俄罗斯当代社会。

苏联解体后的 20年间,大规模的全方位转型

使得俄罗斯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

使它的政治文化也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大致以世

纪之交普京上台执政为界,我们可以发现,在俄罗

斯社会,不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普通民众,其政治态

度、政治参与等都已经前后迥异:整个社会情绪从

激进过渡到保守;政治制度趋于稳定;政治权力趋

于封闭,权力运作已经由前台转入幕后;民众犬儒

主义盛行,民粹主义重新抬头, 等等。因此, 本文

试图对这一时期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演变进行考

察,追溯其变化的原因,同时分析其对俄当前政治

发展的影响。由于/政治文化0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概念,对其定义也较为多样,本文的政治文化大致

指政治思维的倾向性和政治行为的风格。以政治

思维倾向性而言, 政治文化表现为这一时期政治

思潮主题的变化,包括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政治

认同意识的变化以及对合法性的态度; 就政治行

为风格而言,它体现于政治制度结构上的变化以

及政治行为的规范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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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它对政治游戏规则的尊重。

三  普京时代的政治文化:走向整合

俄罗斯社会从分裂走向整合的标志是普京的

上台执政,普京的执政在很大的程度上弥合了叶

利钦时期的三重分裂。20世纪 90年代俄罗斯的

大转型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狂飙猛进式的大革命,

然而不管它是一场/ 不流血的革命0也好,还是一

场/自上而下的革命0也好,它有自己的/转折点0。

根据勒庞的革命心理学, 革命的集体情感曲线/一
开始时是比较缓慢地上升,然后便是急速攀升,接

下来则几乎是直线下降0¹。每场革命都有自己

的/热月政变0。盖达尔的/休克疗法0在 20世纪

90年代时断时续地延伸, 但是在 1998 年俄罗斯

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终于彻底失败, 民众对于国家

也彻底失望。普京的上台完成了对激进革命的

/热月政变0。
普京上台及其/告别革命0, 是当代俄罗斯政

治文化转折的分水岭, 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心理

由此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依赖于两个基础,一是

普京利用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促进了俄罗斯的

经济发展并且显著改善了民众的生活, 从而获得

了民众的支持, 增强了民众对于现行政治制度的

信任,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上层权力精英与底层民

众的分裂。二是普京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举

措,重新整合了国家政治资源。在联邦层面上,普

京从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入手, 严厉打击地方分

裂势力;紧接着又实行联邦大区制度,加强中央对

各联邦主体的监督; 三是借助别斯兰事件,完成了

对各联邦主体的完全控制,从而建立起垂直权力

体系,有效地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地区分离主义的

趋势。在政治体制层面上,普京亦实施了改革,通

过对政党法的修改淘汰了那些没有政治基础、为

选举而选举的小党; 大力扶持一度气势如虹的/统

一俄罗斯0党, 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执政依托。/统
一俄罗斯0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一党独大,保证了俄

罗斯在国家层面上对发展道路选择的一致性。

与此同时, 普京全力弘扬俄罗斯传统文化,寻

求整合国家和社会的精神资源。虽然他表示不再

倡导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他重新返回到/国

家主义0思想,一再强调强大的国家是民族复兴的

基础,事实上为国家的发展树立了主流的意识形

态。在政府的倡导以及民间的反思中, 俄罗斯的

社会思潮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从激进转向保守,从

分裂趋于整合。在短短的几年间, 保守主义成为

当代俄罗斯政治的主流思潮, 意识形态各异的政

党,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传统主义、社会主义,都

有了自己的保守主义形态º。作为普京一手扶持

的政权党、俄罗斯政坛的中流砥柱, /统一俄罗斯0
党对自己的纲领进行反复修订,最终将/俄罗斯保

守主义0确立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即/稳定和发展,

排斥停滞和革命、使社会不断创造革新的意识形

态0 »。

普京对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亦为俄罗斯的政治

文化带来了新的变化。一反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分

裂态势,随着中央权威的逐步树立,普京时代的政

治日趋/一致0。一方面,普京在社会维稳方面的

巨大功绩契合了俄罗斯民众的心理需求,从而成

为俄罗斯社会的/ 稳定器0¼; 俄罗斯传统中对权
力的神化和对/铁腕0的崇拜在社会中重新抬头。

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0赋予了总统巨大的权力,

诚如雷日科夫所言, /十年前开始的那场运动是为

了摆脱总书记和苏共中央的独裁统治, 而现在我

们却面对更残酷、更露骨的个人独裁0½。同是总
统,普京的地位却远非叶利钦所及。如果说叶利

钦是自诩为沙皇/鲍里斯一世0的话, 那么普京则

是俄罗斯民众所/拥戴0的/民族领袖0。普京在加

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建立了这种地位, 同时他又

利用这种地位,加强了政治权力的布局,牢牢掌控

着俄罗斯的政坛,既将异见者排挤出权力场,又严

厉打压反对派,同时严格控制媒体。另一方面,作

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0党定位在国家的最高

层,也包括中产阶级和官僚的最高层;官僚使用行

政资源干预政党活动,使其更有效率,但同时也带

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使得整个政坛日益官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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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6实际上促使了一个/独立王国0的出现, 使俄

罗斯的国家统一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个问题一直

到第二次车臣战争才得以解决, 但俄罗斯中央政

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造成的创伤至今

都无法愈合。

在俄罗斯社会转轨的进程中, 上层精英与底

层民众之间的分裂是最为根本的分裂。由于俄罗

斯民族的传统心理结构 ) ) ) 国家主义一直占据上

风,共同的利益显然优先于个体的利益。这种优

先性保证了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但是也在

共同利益趋向与个性自由、自我实现之间埋下了

隐患。20世纪 90年代初期俄罗斯意图通过社会

转型改变这种状况, 精英层希望通过西化方案,激

发社会的活力,使个性的实现成为可能。但是由

于俄罗斯历史上并没有民主制度, 十月革命前的

君主制没有提供广泛的民主和政治自由,苏联时

期的社会中也不存在多元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行

为。因此,骤然的政治开放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结

构,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混乱。不论是上层精英

还是下层民众, 其政治思维中的固有模式并没有

打破,无法适应新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多党

制的确立没有带来成熟的政党制度, 一时间如雨

后春笋般成立的大大小小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缺

乏明确的导向, 也缺乏固定的群众基础,因而成为

单纯追求选举、追逐权力的工具。对于上层精英

来说,原有政治结构的打破和新制度的确立为他

们争权夺利提供了空间; 而对于下层民众来说,由

于民主选举没有建立起公正的代表权力机关的管

理结构,政治社会化的各种形式被破坏,新制度下

的所谓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却无从实现,宣称代

表他们的党派与其说为了他们的利益, 不如说是

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民众所谓的政治参与,只

是在无所适从的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票。虽然民

众的政治热情被空前地激发起来, 但是他们的力

量变得更加软弱。同时,政府所推动的大规模的

私有化政策使俄罗斯社会阶层出现严重分化, 新

兴的权贵阶层掠夺了人民的财富, 使大多数民众

陷入贫困。经济上的不自由与政治上的所谓自由

形成对比¹,在经济不自由的情况下,政治自由的

实现无从谈起; 民众渴望改变,但是他们只能被动

地等待改变。

在叶利钦时期缺少共识的政治文化中, 政治

行为的风格模式却在逐渐发生变化, 它主要体现

在全社会政治参与的加强以及政治宽容的逐渐形

成。俄罗斯素来以国家主义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导

向,在传统的威权主义政治文化中,一直强调社会

的同质性;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形成了这种/政治一

致的文化0 º, 不仅沙俄时期是如此, 苏联时期亦

是如此。在国家权力层面上,威权性政治往往不

容异见的存在, /政治一致0是通过暴力和强迫来

实现的;但是在社会层面上的/一致0却是根植于

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国家的

政治系统发生了变化, 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模式在

制度上得以确立,因而传统的/政治一致0格局被

打破,公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政

治参与得到了加强。虽然/俄罗斯缺乏作为西方
议会制基石的自由论争的文化, 冲突往往导致分

裂、对抗0», 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街

头政治0, 漫无节制的游行抗议活动造成了社会的

巨大混乱;但是新的政治行为风格也在逐渐形成。

它体现在政治竞争者中出现了文明的辩论方式,

每一方都希望以有利的论据说服对方; 在政治运

作中,更强调妥协以及联盟的艺术;采取各种积极

的方式, 包括利用大众媒体,对立法、行政权力机

构施加压力;进行积极的社会动员来达成具体的

目标。最为重要的, 乃是各种政治力量在既定的

政治游戏规则中进行斗争。一个具体鲜明的例子

是 1994年 2月国家杜马宣布对 1993年十月事件

和 1991年八一九事件的所谓/叛乱者0实行大赦。

因为根据新宪法, 杜马有权不经总统和联邦委员

会批准赦免任何一个人。这项大赦措施在俄罗斯

政坛引起强烈反响, 被民主派视为/内战的开始0;

叶利钦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来阻挠大赦, 但最终他

承认了杜马决议的有效性。大赦/以游戏规则而
不是赤裸裸的权力的胜利而告终0¼。从反对党

俄罗斯共产党来说, 它接受了议会斗争的手段,不

再以暴力革命作为自己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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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历史来看, /双重权力0的现象即使曾经

存在,但都不会长久;它不是俄罗斯政治的常态。

俄罗斯一些政坛高层人士声称/梅普组合0并非

/双重权力0,而是/两位一体0,梅普二人虽然在一
些问题上观点不一, 但两人会/通过争论做出正确

的决策0 ¹。至于是否如此, 也许到 2012 年的总

统大选时可以进行最终的检验。在当代俄罗斯的

政治土壤中能够出现/梅普组合0这种奇特的政治

设计,它至少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俄罗斯上层政

治精英希望能够加强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因为普

京在执政期间打造的团队并非/铁板一块0,它需
要普京这个平衡器; 二是普京已经成为俄罗斯社

会稳定的象征。自 2000年以来,普京的民意支持

率一直较高,为其他的政治家所不及。但是/梅普
组合0从确立之时起就引发了各种猜测,梅普之间

的分歧和矛盾一直被外界跟踪关注并放大;这项

政治设计事实上是基于特殊历史时期的高层人事

安排,而不是制度性设计,会受到多种不确定性因

素影响。

四  结语

政治文化并非凭空而生, 也非一成不变。/政

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

度、信仰和感情0, 它由/ 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
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0, 同时/ 对未来的

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0º。如上所述,我

们可以看到, 20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全面社会转

型为政治文化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到 21世

纪又发生了新的变异。在转型的进程中,经济、社

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基础发生根本性改变;社会结

构日益复杂化, 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和团体,

贫富严重分化, 人们的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性不

断加强;苏联解体导致大量居民回迁俄罗斯, 由此

而出现新的种族、人口、领土等问题; 由于信息不

断膨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过去的教训进行重新

评价,对未来的前景进行重新审视,这些因素是对

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 直

接影响到人们对政治的认知、评价和行为趋向。

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奇特的政治文化,缺乏

可循的传统和规则。基于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形

成的政治生态, 在当今世界是相当独特的。在

1993年十月事件之后, 许多分析家/想当然地认

为叶利钦的权力优势会是永久性的0,但是这种断

言并没有经过多长时间就 / 被证明是不成熟

的0 ¼。
在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中, 一些负面因素

影响根深蒂固,如对权力的神化和膜拜、家长制风

气、法律虚无主义、顺从心理、对政治参与的冷漠、

缺乏政治宽容、缺乏共识、容易走向对抗等,在短

期内很难清除。对于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来

说,这些因素是很大的障碍。对于本来就不成熟

的俄罗斯的民主政治来说,这些负面因素所滋生

的非制度性规则可能会侵蚀正式的制度性规定,

如何消除这些影响便成为当代政治家们的重要课

题。俄罗斯政治学家阿希耶泽尔认为: /如果不能
将大多数人引入对话进程,社会就不能保证自己

在复杂世界中的存在。后苏联社会政治学的中心

任务是寻找社会根基还很弱小的自由主义文化的

重建之路,在此基础上完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促

进社会达成基本的共识, 克服社会成分之间的

分裂。0½

(责任编辑  常  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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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罗斯政治文化之根

一个国家的历史及其传统毫无疑义地影响到

它的民族心理, 并进而影响到其政治文化。雷

蒙#阿隆专门为此构造了/政治系统的历史环境0

这个术语。在他看来, /每个政治系统都会受到这
个国家所固有的一系列传统、价值、思维方式的影

响,这种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0¹俄罗斯的/ 历史

环境0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俄政治文化发育的独特地理环境, 二是国家发

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在此过程中构建的各种制度和

观念。

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对俄罗斯社会有着巨大的

影响。由于地处欧亚两洲,两种社会文化类型在

这里交织:欧洲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它以个人及其

自由、自然权利为中心;亚洲文化有着悠远的专制

传统,它以社会、集体和国家为中心。两种文化在

俄罗斯不仅相互补充, 同时还持续地相互斗争。

这种二元性、矛盾性和冲突性在政治文化中的一

个最为明显且一直延续至今的体现, 乃是/西化
派0和/本土派0、西方发展模式和俄罗斯独特道路

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其文化属性来说,俄罗斯

显然是欧洲大家庭的/ 边缘成员0, 其位置犹如太

阳系中的冥王星º。但正是这种亦亚亦欧、非亚

非欧»的地理与文化位置,使得历史上俄罗斯在

国家发展道路上并无恒定的方向, 在此路不通的

情况下马上掉头,另起炉灶。这也是许多论者所

强调的所谓/钟摆性0和/周期性0 ¼。俄罗斯历史

上几次大的转向以及革命都体现了这些特点, 俄

罗斯政治文化似乎超越不了这种心理结构定式。

由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独

特轨迹,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东方色彩更浓, 突出

的特点是一以贯之的国家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

各种国家观念。别尔嘉耶夫曾说: /俄罗斯人民创

造了世界上最强的工具,最大的帝国0, /建立、维
持和捍卫庞大的国家的需要,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

占据着十分特殊、压倒一切的地位0 ½。俄罗斯自

拜占庭不仅输入了基督教,而且还接受并改造了

拜占庭的文化,首先就是帝国思想。在传统的历

史论证中,如此广袤的国土、如此众多民族的大帝

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进行操控,

这便是俄罗斯专制政权存在的理由。同时,伴随

帝国崛起与拓展的还有俄政治文化中强烈的救世

意识 ) ) ) /第三罗马0思想, 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

布尔什维克意欲建立超民族和超国家的政治共同

体的努力。

/强国思想0一直是俄罗斯民族意识中个体、

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恒定结构。不论是在沙皇时

期,还是在苏联时期,没有强大的国家是不可能获

得国际承认的。因此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强力塑造

苏维埃政治文化,使其沿着国家主义的方向前进。

苏联解体之后,国家主义传统一度有所削弱,但普

京执政之后,随着联邦中央权力的加强和垂直权

力体系的重新确立, 它很快就被恢复并得以强化。

另外,由于俄罗斯一直缺乏公民社会,因而在

俄罗斯人的心目中, 国家被视为/ 文明的支柱、社

会完整及存在的保证、整个生活的组织者0 ¾; 这
种感受反映了国家的实际作用。而作为统治者的

君主则被视为国家的/大家长0, 也为后来的/铁
腕0和/民族领袖0之类的个人崇拜提供了发展的

温床。俄罗斯历史传统中的/家长制0源于传统农

业社会的宗法制家庭¿; 严峻的气候和自然条件

迫使一家之主负责调节整个家庭的财产关系、劳

动关系、日常伦理关系以及与社会的关系。可以

说,由这种社会初级结构逐渐形成了权威型的权

力关系,并进而影响到国家权力结构的形成。而

东正教在宣扬俄罗斯伟大的同时, 激发了普通民

众的政治意识,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民众的忠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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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爱国主义热情。19 世纪俄罗斯的历史意识

中就已经关注到这种社会关系的特点, 卡拉姆津

说,俄罗斯的专制统治就是父权统治¹。作为一

种基础性的心理结构, /家长制0在帝俄时期表现
为沙皇的/人民性0、俯贴下情、关心子民;在苏联

时期,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则是/人民的父亲0, 受到

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苏联解体后,由于普京拨乱反

正,使俄罗斯走向稳定,他被赋予/民族领袖0的称

号。在/家长制0的统治下,民众对国家是一种顺

从关系,而非西方社会的法律契约关系;实际的权

力关系是通过非正常的方式来调节的。

二  叶利钦时代的政治文化:走向分裂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治文化是一个各种异

质的政治价值、政治设计以及政治行为标准的合

成体º。俄罗斯社会与政治生活中虽然确立了多

元化的指导原则, 但是这种缺乏基本共识的多元

化给国家带来了混乱,给社会带来了迷惘。20世

纪 90年代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会转轨,使俄罗斯

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发生了极端改

变,也给俄罗斯政治文化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种

变化导致俄罗斯在政治上走向三个层面的分裂:

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分裂、多民族国家在政治上的

分裂、上层精英与民众的分裂。

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 苏联的解体使俄罗

斯重新面临着历史选择:是选择西化道路还是走

本土化的道路。从一开始就显示, 在国家发展道

路问题上俄罗斯始终存在着两大对抗的势力。苏

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苏共丧失领导地位,为重新

进行西化试验铺平了道路。作为领导人的叶利钦

启用民主派在俄罗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和西方民

主政治制度,试图使国家的西化道路不可逆转,使

社会主义制度的/ 重生0不再可能。1992年开始

仓促实行的/休克0疗法就是要彻底摧毁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但是激进改革的严重受挫使这两种

政治势力彻底分裂, 围绕经济改革战略、国家权力

体制问题的争论日趋激烈,出现了执行权力机关

与立法机关的严重对立, 并导致/双重政权0局面
的出现。在无法解决分歧的情况下, 叶利钦动用

武力炮打白宫, 以流血的方式解决了政治争端。

对于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俄罗斯来说, 以极端方式

而非民主协商方式解决政治争端, 显然是对民主

政治的讽刺,不过在俄罗斯新型政治制度确立之

前似乎也别无其他选择。1993年 12月就新宪法

举行的全民公决暂时性地掩盖了政治分裂的趋

势,但随之而来的议会选举却显示分裂正在加剧。

这种分裂在 1996 年的总统大选中达到了顶点。

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依然

没有达成共识,虽然政治精英在新的制度框架之

下进行竞争,但是/左翼0和/ 右翼0之间的政治分

野清晰可见,而且这种分野直指新制度的合法性。

1996年的总统选举不仅/决定至高无上的权力和
荣誉归属于谁,从某种意义说,还将决定俄罗斯今

后的发展方向0»。虽然叶利钦所代表的西化派

最终赢得了选举, 但是精英层的重大分裂以及其

后此起彼伏的政治危机使得他不断调整国家发展

的战略方向;在 199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叶利

钦的国家治理道路已经难以为继。

在联邦层面上, 俄罗斯也面临着巨大的分裂。

苏联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其加盟共和国相继成为独

立国家,旧的联邦制宣告失败,而且也意味着作为

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面临着二次分裂。为了维护

俄罗斯的国家统一, 叶利钦时期在与地方的辗转

周折中实行了多种联邦制模式。1992年 3月,俄

罗斯联邦中央与各民族共和国、边疆区、自治州等

进行了艰苦的谈判, 使绝大多数联邦主体签订了

联邦条约,暂时性地遏制了全俄普遍的分离主义

倾向。1993 年 12月新宪法通过后, 俄罗斯实行

制宪联邦模式,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宪法调整联邦

关系。但是这种联邦模式受到了来自许多共和国

的挑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与鞑靼斯坦

共和国签订了/例外0的双边条约, 在主权问题上

作出了重大让步。这种宪法- 条约联邦制模式不

久就延伸到中央与许多其他共和国的关系。1996

年 8月中央政府与车臣方面签订的5关于确定俄

罗斯联邦和车臣共和国相互关系基本原则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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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京担任了/统一俄罗斯0党的领袖,整个党

内基本上唯普京马首是瞻,对党的忠诚变成了对

领袖的忠诚;各级官僚们也借助于领袖的罩护,日

益成为一个自利性的利益集团。

在俄罗斯日趋/政治一致0的背景下, 俄罗斯

社会的政治行为风格也随之一变。首先,与叶利

钦时期相比,普京时期的高层政治变得更加封闭、

更不透明,外界分析家只能以猜测的态度从官方

公布的消息中去寻找蛛丝马迹¹。西方研究界中

一度沉寂的/克里姆林宫学0重新兴起, 甚至被所

谓的/普京学0取代º。在此情况下, 许多重大的

决策往往由范围很小的高层权力圈在幕后做出。

2004年 2月普京突然解散卡西亚诺夫政府的决

定/滴水不漏0, 不仅外界感觉突然,就连卡西亚诺

夫总理本人对此也毫不知情。2007 年普京在确

定下届总统继承人选的问题上, 外界看起来充满

悬念,一直到最后迫近大选的日子( 12 月 10 日)

普京才决定下来。这种权力运作方式一方面增加

了政治的神秘性和不可预测性, 另一方面也使得

俄罗斯的上层精英变得唯唯诺诺, 日益保守内敛,

低调行事,逐渐消磨掉自己的个性;这与叶利钦时

期政治精英敢言敢为、积极进取的风格大相径庭。

例如, 2010年 2月俄罗斯议会上院议长米罗诺夫

由于公开批评普京的预算案和反危机措施,立即

受到/统一俄罗斯0党要求其辞职的警告,他旋即

选择沉默。其次,在失去了制度性的约束之后,执

政的官僚集团日益腐败。根据/透明国际0组织对

世界上各个国家廉洁度指数的排名, 俄罗斯在普

京执政期间的位次急剧下滑, 到 2010年已经在

178个国家中排在了 154位»;而在叶利钦执政的

1996年, 俄罗斯的清廉指数还排在第 46 位。从

腐败的总数目以及规模来看, 普京时代与叶利钦

时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011 年 3 月出版

了一本由前副总理涅姆佐夫等人撰写的独立专家

报告5普京与腐败6, 其中列举了普京大量的腐败

例证,指斥在普京时代的十年中/目无法纪和腐败
的现象不可思议地滋生0¼。政府在打击一部分

寡头的同时扶持并培育了另一部分寡头,这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再次, 由于政权党/统一俄罗斯0
党一方面垄断了行政资源,另一方面受到来自最

高层的扶持,它在政坛上已无对手,因此在近几年

的选举中都以压倒性的多数取得优势。这种情况

被普京的继任者梅德韦杰夫总统定义为/政治停

滞0。他认为, 这种停滞的双重危害在于,反对党

因为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而日益边缘化,执政党

因为没有对手而日益退化,两种情况都会危及政

治的稳定½。俄战略研究中心在 2011 年 3 月出

台的报告中指出, 自 2010年 7月以来, 俄罗斯民

众的政治意识发生了急剧变化,国家步入了/深刻

的政治危机0。俄罗斯三大民意调查机构及其他

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民众对梅德韦杰夫、普

京以及政权党/统一俄罗斯0党的信任度不断下

降,达到了新的最低点。俄罗斯新闻园地网站

2011年 5月 5日发表穆斯塔法的题为5为了继续
掌权,普京会如何行事6的文章, 其中写道: /选举

前的时间正在像羊皮袄一样缩水。两位主要设计

师的支持率忽上忽下。唯有物价和莫斯科亿万富

翁的人数在稳步上升。0俄权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

心 6月上旬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在过去的两个

月里,认为国家权力掌握在梅德韦杰夫手里的人

由 14%增至 18%,而认为国家权力集中在普京总

理手中的人从 3月的 28%降至 5月的 24% ¾。有

些政治分析家甚至根据梅德韦杰夫总统对政府的

两次严厉批评, 认为总统有解散政府的可能。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角逐的白热化,以何种

方式和由谁来竞选下一届总统, 在俄罗斯似乎已

经变得明朗。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召开期间,梅

德韦杰夫总统接受了英国5金融时报6的采访, 明

确表示 2012年总统大选/不与普京竞争0,因为他

与普京很大程度上代表同一种政治力量,彼此竞

争对现行政策和国家发展无益。

作为一项独特的政治设计, /梅普组合0在新

世纪中为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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