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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2007~ 2008年岁末年初, 俄罗斯相继迎来杜马和总统选举,这是

普京执政八年来俄重要的权力交接,将决定俄未来国家走向。普京致力于确保政权

交接后治国方针的连续性,以最终实现强国战略: 政治上,在确立普京/民族领袖0地
位、延续强权总统体制的同时,确立/政权党0独占鳌头的政党体制并精心进行人事布

局,打造忠诚团队,形成/梅普配0的权力运作模式;经济上, 在强化国家对战略行业的

掌控, 以能源和高科技为支柱形成竞争力、提升创新力以带动经济复兴的同时, 确定

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并为下任总统做好/账本0; 在对外政策上, 普京为/一个无须害
怕或讨好西方就能生存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0,俄摆脱了对西方财政依赖,

彻底改变了受制于人状态,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国

际战略观。未来四年,俄罗斯将仍在/普京计划0的框架下继续实施强国战略,但前进

的道路上也面临着一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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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2008年岁末年初, 俄罗斯相继迎来杜

马和总统选举。这是普京执政八年来俄重要的权

力交接,将决定俄未来国家走向。普京执政期间,

初步形成了符合俄国情的发展模式, 使国家走上复

兴之路。在权力交接过程中,普京致力于确保政权

交接后治国方针的连续性,以最终实现强国战略。

打造/梅普组合0,确保国家振兴

经过苏联解体后十多年的艰难转型, 俄罗斯

社会普遍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体制0在俄/水土
不服0,只有建立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才能确保国

家复兴。为实现权力顺利交接, 普京从多方面入

手强化俄式政治体制, 力图延续对俄罗斯政治的

影响,保证/普京方针0顺利实施。
首先,确立普京的/民族领袖0地位,延续强权

总统体制。俄罗斯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复杂国家,

沙皇专制、东正教和村社制度曾长期是俄治国根

基,崇尚强人治国是俄政治文化/内核0。普京的
政治谋士、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曾明确表

示: /俄罗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央权力不断集
中、巩固和强化的历史。俄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

是通过高度中央集权, 自上而下地成功推行重大

改革,从而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当前俄罗斯也

是通过政权的高度集中使社会由乱到治,为实现

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强大的中央集权是捍

卫国家主权、领土与精神思想统一的主要保证。

这一点早已经为大多数俄罗斯人所接受。0 ¹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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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思想影响下, 普京执政伊始就开始强化中央政

权, 通过八年治理,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权力分

散、政令不通的局面。而俄罗斯民众经历了十多

年的混乱和衰退,珍惜当前社会走向稳定、生活水

平提高和国际地位上升的状况, 许多人将普京视

为保障/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化身0。

2007年, /统一俄罗斯0党(统俄党)和克里姆

林宫加紧将普京打造为/民族领袖0, 普京也有意

继续充当指引俄航向的/舵手0。普京的幕僚帕夫

洛夫斯基强调, /普京的继承人无法发挥民族领袖

的作用,而普京会保持这种作用。0¹统俄党领袖
格雷兹洛夫表示,杜马选举是/对普京威望的一次

全民公决0,普京由此可获得不论担任何职都能有

效掌控俄罗斯的/民意支持0和/实际权威0, /统俄
党及其在议会中的多数派,将对普京的领袖地位

给予可靠保障0º。普京虽多次声明将遵守宪法,

不谋求连任,但也坦言将对国家未来发展施加影

响,他将自己比为/拉着沉重货物的役马0,决心继
续在引领俄罗斯复兴的道路上负重前行»。

尽管自己不会连任总统, 但普京反对在现有

体制下弱化总统制的做法。2007 年 9月 14 日,

他在索契会见/瓦尔代0论坛代表时强调, /中期

内,俄将需要一个强大的总统制政权。尤其是在

稳定、完善的多党制尚未建立的今天,除了强大的

总统制政权, 不可能存在其他的民主管理形

式。0¼而强化国家政权、实行中央集权的目的是

/使国家政权体系高度一致,变得更有效和更有工

作能力,利用政权的力量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和

问题,克服发展道路上的障碍。0½普京多次表示,

不希望俄出现弱势总统。他强调/如果总统软弱,

就没有强大的俄罗斯0。普京近期表示/政府应是

制定思想体系和战略计划的中心0,这意味着普京
将在未来/保留其现有的大部分权力0。

其次,确立/政权党0独占鳌头的政党体制,保

障/普京方针0顺利实施。为改变俄政党无序竞争

局面,普京在积极推动政党体制改革的同时, 努力

培植当局可信赖的/ 政权党0。在普京鼎力支持

下, /统俄党0不断壮大, 党员人数由 2003年的 60

万增至目前的 100多万, 超过其他政党的总和,并

在所有联邦主体中建立了近 3万个基层组织¾。

2007年 10月 1日,普京在统俄党/八大0上表示

将率领该党参选国家杜马, 强调/统俄党0可以并

应当/成为确保社会稳定和执行权力机关完成所

有拟定计划的支柱0。普京的举动使/统俄党0的

支持率大幅攀升, 并在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取

得压倒性胜利: 该党获得了 64. 1% 的选票, 赢得

315个议席, 占据杜马的 2/ 3 多数,该党领导人格

雷兹洛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这意味着,未

来杜马与总统及政府关系将更加顺畅, 普京当局

及未来新政权的任何法案都会轻易在议会中得到

通过。格雷兹洛夫明确表示, 统俄党/将成为确保
推行普京方针的有效工具0¿。

第三,精心进行人事布局, 打造忠诚团队, 形

成/梅普组合0权力运作新模式。为实现权力顺利
交接并保持方针延续, 普京精挑细选/接班人0团

队,对梅德韦杰夫、伊万诺夫、科扎克等一批心腹

委以重任,形成了对其绝对忠诚的/ 普京团队0。
在此基础上,普京选择梅德韦杰夫为自己的/接班

人0, 并同意出任未来政府总理一职,从而形成/梅

普组合0模式。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强强搭档0的
权力运作架构总体上有利于俄政局稳定,有利于

现行政策的延续及增强未来政府的执政能力。

俄分析人士指出, /梅普组合0新架构的积极

意义在于: ( 1)有利于俄政局稳定。当前,许多俄

罗斯民众希望普京继续领导国家, 但他坚持不谋

求第三任期的做法令许多俄罗斯人感到担忧。而

普京推出接班人又表示将留任政府总理的作法消

除了这种疑虑。圣彼得堡市长马特维延科称, /梅
普搭档0将使俄的稳定发展得到保障。新一届杜

马副主席沃尔科夫表示,普京的决定表明他希望

完成已经开始的振兴俄罗斯的决心。普京也把自

己比作/负重的役马0, 决心继续引领俄罗斯强国

复兴的进程。( 2)有利于确保政策的连续性。保

障政权交接后延续现有的治国理念和方针政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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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当局的重要任务, 而/ 梅普组合0可起到保障

政策连续性的作用。梅德韦杰夫称, 他当选后必

将/延续普京过去八年中制定的政策0, 并认为/未

来普京将利用自己的巨大政治和职业资源和自己

的影响力为俄罗斯人民带来福利0。而普京近来

也高度赞扬梅德韦杰夫的专业素养与工作能力,

并表示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私人方面, 梅普关系都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在总统竞选过程中,梅德韦

杰夫加紧推动创新产业以及农业、住房、教育、医

疗以及人口五大/国家工程0的实施, 同时表示当

选后必将/延续普京过去 8年中制定的政策0。普
京指出,梅氏的经济规划与普京计划一脉相承,是

对/普京计划0的补充。可见, 普京深信, /梅普模

式0可起到确保延续现有政策和治国理念的/双保
险0作用。3月 2日,就在总统选举投票刚刚结束

之际,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双双来到红场向选民致

谢,并表示将共同引领俄罗斯继续前进。梅德韦

杰夫还在选举结束后当晚召开的第一次记者招待

会上表示,他与普京已经形成了构筑在多年共事

和彼此信任基础上、同志式的伙伴关系。他表示

相信: /保持着这种珍贵而高效的关系, 我与普京

的合作将给国家带来相当有意义的成果,会成为

国家发展的积极因素。0( 3)增强未来政府的执政

能力。在俄式/超级总统体制0下, 联邦政府历来

是/技术型0政府,而机构重叠、官僚主义盛行更使

政府效率低下。在叶利钦时期, 普京就曾担任总

理,对政府的运作流程十分熟悉,对政府工作的诟

病也了然在胸。普京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大型记

者招待会上指出, /四年前形成的体制已无法良好

运作0,这是未来几年将要面临的主要危险和挑

战。因而普京一旦再次出任总理, 将致力于以其

精干的执政方式和崇高的威望提高政府的执政能

力和工作效率。3月 3日, 普京在政府工作会议

之后,建议梅德韦杰夫和他一起共建执行权力机

关的构架,这表明普京已经开始进入/总理0角色,

思考如何通过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来实现俄罗斯

的国家战略目标。梅德韦杰夫也表示, 塑造俄罗

斯政府的未来架构/是一项重要、复杂而辛苦的任

务。我会和作为下届总理的普京一起完成它。0
索宾银行分析师拉祖瓦耶夫指出, /普京有望

出任总理的消息对市场来说是积极的, 因为这使

得俄政权结构最终明朗化,并将进一步确保现行

方针得以继续。即将来临的一年应是俄经济发展

势头良好的一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俄罗斯被视为宁静港湾, 资本将蜂拥而至。0¹

建设符合国情的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0

  俄罗斯政治稳定、底气提升的关键在于经济
增长。近年来,普京以总统年度国情咨文等方式

推出作为国家中期发展战略的/普京计划0,旨在

确保经济快速增长,实现强国富民。为保证权力

交接后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发展, 普京在以下方面

做了扎实准备。

第一,强化国家对战略行业的掌控,以能源和

高科技为支柱形成竞争力,提升创新力,带动经济

复兴。战略行业是俄国民经济命脉, 90年代的私

有化严重削弱了战略行业的传统优势, 造成俄经

济整体衰退。普京执政后,立即提出纠正战略行

业私有化错误,将部分被商业寡头非法占有的战

略资产收归国有,同时促进战略行业企业实施/强

强联合0, 以全面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协调能

力,增强经济总体竞争力。近年来,普京主要通过

以下手段强化对战略行业与资源的控制: ( 1)拆分

私人寡头企业, 扩大国企对战略资源控制。近年

来,俄政府采取司法、行政和市场等多种手段,强

行将寡头和外企控制的能源企业控股权低价拍卖

给俄国有公司。借此,国家控股的/俄罗斯石油公

司0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0( /俄气0)分别掌
控了尤科斯石油公司和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核心

资产,从而使国家控制的石油开采能力由占总开

采量的 7. 5%提高到 30%, 增强了对能源工业的

控制力。( 2)加大国家行政干预,强迫外企出让股

权。2006年 12月,俄政府以破坏环保为由,迫使

/萨哈林 2号0项目投资方英荷壳牌石油集团、日

本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与/俄气0签署股权出让协

议, /俄气0以 74. 5亿美元的价格购买/萨哈林 2

号050%加 1股的股份,从而获得对该项目的控股

权。2007 年 6 月, 俄政府以秋明- BP ( T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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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拖延开采为由, 迫使该公司将在科维克塔凝

析气田项目中的股份和东西伯利亚天然气公司

50%的股份出售给/ 俄气0。( 3)确定自然垄断部

门,由国营公司垄断经营。俄政府将电力网、通讯

网、能源管道网、铁路运输网、港口、航空港、邮政

等列为自然垄断部门,由国家全额或控股 51%以

上的公司经营,经营权适当放开。自然垄断部门

和企业是战略行业的核心,俄政府通过核心垄断

和高官介入管理来控制相关产业, 保障国家经济

命脉不被私人或外国公司所控制。( 4)促进国企

/强强0联合,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近年来,俄

政府通过合并、并购等方式将同一领域的不同公

司改组成特大型企业集团,已相继组建国家绝对

控股的/联合飞机制造集团0、/联合造船集团0、
/核电公司0、/国家科技公司0,力图借此重振优势

产业,形成经济复兴的原动力并提高国际竞争力。

( 5)高官直接参与企业监管,形成实质上的政企结

合。目前,俄新组建的国有企业集团领导人大多

由政府任命和委派, 不少现政府各级官员同时兼

任企业董事会主席等职务¹。政府官员兼职大型

国企领导既履行了经营国有资产的责任,又保障

国企忠实执行政府经济政策, 实现政府对战略行

业的监管。

通过上述措施,俄政府对经济的掌控能力大

幅提高。尽管单一制国企总数由 2001年的 1. 4

万家减少到 2006年 6 月的 8 293家, 但国有资产

在经济中的比重却在 2001年 25%的基数上以年

均 12%的速度增长。这表明, 国企数量逐渐减

少,但国有资产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能源、矿产、

运输、军工等一系列战略行业取得了主导权。而

国有大型企业的走强使俄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能

力得到提高,也为俄实现富国强民战略提供了重

要保障。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加强国家在战略

行业中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国有化0进程。近

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强调不会无限制地扩大

政府对经济的影响, 表示要努力促进中小企业的

发展。不久前, 俄罗斯再度对5矿产资源法6进行

修订,提高了对战略矿产产地的储量标准,并放宽

了外资参与战略矿产产地开发的限制。

第二,促进增长方式转变, 保障经济持续发

展。权力平稳交接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 因而

2007年/普京政治经济学0的核心就是促进经济

增长方针的转变, 并让经济发展的成果切实惠及

民众。2007年,俄能源出口收入约为 2 200亿美

元,能源出口仍是俄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

时,俄经济增长不再单纯依靠能源与原材料出口,

而是更多地依靠国内生产,投资、制造业、服务业

以及消费的全面上涨为俄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

力。2007年,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450 亿美元,

增幅 20%,大大高于 2006年的 13. 5% ;俄吸引的

外国直接投资也高达 450 亿美元, 增幅达到

90%。为促进投资、赢得民心,普京将直接关系到

国计民生的/住房、医疗、农业、教育0列为/国家中

长期项目0,并亲自督促政府加大资金投入,保证

这一/民心工程0的顺利实施。2007年 9月,俄政

府还宣布将在 10年内投资 1万亿美元加强社会、

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值得俄政府骄傲

的是,俄经济开始向创新发展模式转变。在 2007

年全部工业产品中, 创新产品份额实现翻番, 从

2006年的 4. 1%升至 8. 5%。在生产增长的同

时, 俄居民实际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超过 GDP 增

速, 2007年俄罗斯人可支配实际收入增幅达到

15. 1%,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的居民比重从 2006

年的 15. 6%降至 14. 4%。随着居民收入的快速

增长,俄发生了一场/消费革命0,居民消费迅速从

家电、汽车转移到住房领域。最近, 普京宣布

2008年年初将大幅上调全国国家职工和军人的

工资。如果兑现, 2008年俄消费支出必将进一步

扩大,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月 15 日, 梅

德韦杰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公布了其经济纲领

的细节,强调其施政的七大主要任务:消除法律虚

无主义、大幅降低行政壁垒、减税、改进技术基础

设施、打造强大金融体系、奠定创新体系基础和实

施新的社会发展政策。

第三,确定中长期发展战略,为下任总统做好

/账本0。2007年 7月,普京授意政府制定 2008~

2010年预算案, 并获议会批准, 这是俄第一次提

出三年期预算,意在提前给下任总统/做账0,确保

/普京计划0按部就班实施。为保持经济增长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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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普京还要求政府在 2008年初通过52020年前

俄罗斯发展战略6,以实现跻身世界经济五强的远

大目标。届时, 俄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由 2006

年的 2. 6%增至 3. 4% ;人均 GDP 达到 2 万~ 3

万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机械制造

产品出口将比 2006年提高 4倍;民用飞机产量达

到世界第三,民用飞机销量将占世界民用飞机市

场份额的 10%; 2015年航天部门在国际市场上的

比重将从 8%上升到 15%; 俄将重新跻身民用造

船企业世界十强;油气行业在 GDP 中的比重将从

2006年的 19. 7%减少到 2020年的 12%; 创新产

业将从同期的 10. 5%增加到 18. 1%,高技术产品

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从目前的 3%增加到 10%以

上。2月 8日,普京在讨论52020年前俄罗斯发展
战略6的国务委员会上再次描绘了俄罗斯未来的

发展蓝图,重申俄联邦今后的国家发展构想必须

是长期的,为此政府必须制订具体计划,并和议员

们通力协作,制订相应的立法计划,确保落实国家

发展构想时的法律依据。普京还对政府在此方面

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是最大限度地减轻

教育、医疗卫生支出负担, 提高退休金, 制订城市

建设政策,规范农业用地的流通,形成社会领域内

的竞争氛围,发展信贷体系。在谈到经济问题时,

普京要求政府优化管理国家金融储备, 重点是储

备基金、国家福利基金和黄金储备,同时优化完善

银行体系,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笔者认为, 这与

其说是普京离任前的/ 政治遗嘱0, 不如说是他即

将担任总理提前发布的/就职演说0。俄媒体指
出, /在新总统选出之前, 普京就公布了俄直到

2020年的基本发展战略,令人信服地向全世界证

明, 普京仍是第一把手0。/普京已将视野推向

2020年, 提出横贯未来 12年的计划框架。在这

12年中,普京将通过担任总理, 可能还有其他职

务,来领导这一计划的制订、通过和落实。普京本

人将继续在政治决策和整个国家管理体系中占据

中心地位0。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同普京的经济成就和

经济发展战略。一些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普京

的/第一和第二任期似乎是两个不同的政权。官
僚化代替了非官僚化。腐败开始蔓延, 国家行政

管理水平下降, 选前宏观经济形势恶化0。俄罗斯

还没能利用有利的国际原料市场行情, 没能实现

经济多元化和将资金运用于高科技领域。社会继

续退化, 粗放式经济仍在延续。今年 2 月 27日,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表5未来总统的任务6

的报告,认为俄罗斯经济政策的重大失误在于,忽

略了公认的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 人的寿命、教育

质量和收入水平。经济研究所所长格林贝格强

调,新总统在制定经济战略的过程中,应当把人的

发展利益摆在最根本的位置上。

推行强势外交,复兴大国地位

八年来,普京逐渐认清西方/遏俄0政策,放弃

了融入西方的梦想, 确立了恢复大国地位的外交

方针。2007年 2月,普京的慕尼黑讲话确定了权

力交接后俄对外政策的基本指针,俄外交部 2007

年 3月 28日出台的5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概论6
更是以书面的形式将普京的外交思想概括下来。

可以说, 2007 年俄以迅速提升的经济实力为支

撑,应对美西方挑战、重新整合独联体、加强亚太

外交、积极介入国际热点问题,充分体现独立进取

和实用主义外交的新特点。普京的强势外交迎合

了俄民众与精英一向具有的民族自尊和大国情

结。2007年 7月民调显示, 74%的民众高度评价

普京捍卫国家利益的作法,希望普京执政期间所

制定的政策方针能够延续。权力交接后,俄罗斯

外交/既定方针0不会有重大改变。
首先,摆脱对西方财政依赖,彻底改变受制于

人状态。苏联解体之初,巨额债务使西方可对俄

颐指气使。而今,俄不但提前偿清原苏联外债,且

其外汇储备已大于 IMF 用于全球贷款的资金量。

俄经济自 1999年出现恢复性增长后,连续 8年以

7%速度增长。8年来, 俄经济增长了 70%, 并已

进入世界十强之列。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德林

称, /俄经济发展速度之迅猛是 1960年以来所未

有的0。经济实力的增长使俄/ 20 年来首次挺直

了腰板0。拉夫罗夫强调俄不会再扮演/随从0角
色,俄对/欧洲及全球政治发表意见的时机渐渐成

熟了。0¹

其次,强国复兴背景下的国际战略观渐趋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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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为未来领导人确定外交基调。从苏联解体到

普京引领国家复兴,是俄罗斯/大起大落0历史特

性的又一个轮回。在不到 20年的时间里,俄的实

力地位、国家身份以及国际战略观经历了深刻的

转折。国际分析人士认为,八年来俄对外政策发

生的最大变化是,普京为/一个无须害怕或讨好西

方就能生存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0, 这将
成为俄未来政权的外交准则¹。随着自身实力的

增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俄对世界格局、国际发展

趋势以及俄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看法发

生了重大变化。

11 强调/单极世界0与国际社会发展趋势背

道而驰,认为美国建立/单极世界0的企图必将失

败。在 2007年 2月的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普

京指责单极世界/意味着一个权力中心、一个实力

中心、一个做决定的中心, ,非法的单边行动不

仅连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还成为新的人类悲剧

和紧张局势策源地的促成因素。0º他强调/对于
当代世界而言, 单极模式不仅是不可接受的, 而且

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

拥有足够的军事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独揽领导地

位,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本身是不起作用的, 因为

它没有、也不可能有当代文明的道德基础。0»5俄

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概论6也宣称, /单极世界的神

话在伊拉克彻底破灭了。利用强大的军事政治资

源和经济资源作后盾来谋求世界唯一领导地位的

失败,也证明了这一点。0与 2000 年的5俄罗斯联

邦对外政策构想6以及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俄罗斯
对时局的看法相比, 俄对单极世界危害的认识更

加深刻了。

21 确信多极化趋势逐渐明朗,正在成为新的

国际关系体系基础。普里马科夫担任外长期间,

推进多极化发展已是俄外交构想的重要内容, 但

当时更多的是从减轻美国对俄压力出发的一种主

观愿望,而当前俄对多极化的看法则增加了更多

的理性分析。俄认为, /全球化进程虽然造成一些
自相矛盾的结果, 但仍然使影响力和经济增长的

资源得到了比较平均的分配, 从而为国际关系的

多极结构奠定了客观基础0, /在当代需要全球团
结的客观大趋势背景下,国际社会主观上正在对

当代世界形成一致的看法,这可以成为正在发展

的多极世界格局的理论基础,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

家已经认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现实性。0 ¼在俄看

来,多极化的突出表现有三:一是美国实力有所衰

退,二是欧盟在扩大进程中麻烦不断,三是新兴大

国实力不断增强½。普京慕尼黑讲话强调, 按购

买力平价计算 GDP, 印度和中国加在一起高于美

国; /金砖四国0加在一起超过欧盟,而且这一趋势

还会扩大。/世界新发展中心的经济潜力将不可

避免地转变为政治影响力,并将加强多极化0¾。

俄罗斯认为, 与多极化趋势并行, /国际平衡

及竞争环境正在逐渐得到恢复, 不同的价值观取

向和发展模式正在成为不同文明标准之间展开竞

争的对象。0¿在多极化的大背景下,有必要考虑建

立新的、/能够保障国际交往的各个主体的利益和合

理地保持平衡0的全球安全结构,并将多边外交作为

/调节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国际关系的主要方式0À。

31 坚信俄罗斯的实力正在恢复,决心在国际

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力

衰微,影响下降。而今天,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

俄罗斯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自信心日益增强,在国

际舞台上的行动日趋积极。俄认为, /当前能源因

素,即对能源的获取和占有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

更加重要了。强大和更加自信的俄罗斯已成为世

界上积极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俄在国际事务中

的作用和责任显著加强了。0Á普京强调, /在全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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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条件下,国内改革的成功越来越受到边界之

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俄罗斯要想在自己目前的边

界范围内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一个有活力

的世界大国,必须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就迫切的

国际问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采取主动政策。0/俄

罗斯的积极参与不仅仅局限在落实国际社会的发

展日程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制订和形成这一日程

的过程当中。0¹俄外长拉夫罗夫则强调, /如果没

有俄的参与或者违背俄的意志, 不管多么重要的

问题也解决不了0º。

第三,实施主动外交,应对美欧挑战。俄强势

崛起引起西方担忧, 对俄围堵和打压加剧,俄则仰

仗国力复兴予以还击。俄美在治国理念、反导以

及科索沃等问题上的分歧显示出双方国际战略观

的巨大差异;俄欧在能源安全、乌克兰等问题上的

矛盾也表明双方渐行渐远。

11 俄仍视美为战略重点, 但不再扮演/随从0

角色。俄罗斯认为, /俄美关系占有优先地位,因

为它从客观上决定着全球安全和战略稳定,决定

着国际社会在应对新威胁、新挑战时所付出努力

的收效。此外, 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

地位,处理好俄美关系也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解

决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因素之一。不过,

俄美关系目前仍然相当复杂, 既存在重要的共同

利益,也包含严重分歧。通常来说,只要美方表现

出按-领导者- 从属者. 模式打造美俄关系的意

图,俄美关系就会复杂化。0»俄罗斯清醒地认识

到,俄美/两国对未来世界格局的看法也存在本质
区别0, /远非所有美国民众都已作好接受俄罗斯

迅速恢复外交自主权这一事实的心理准备0, 但俄

不会重蹈 90年代外交覆辙, /决定在国际事务中

坚持本国立场0¼。
2007年,随着俄复兴步伐加快, 美对俄围堵

和打压加剧,普京相应进行/反制0。美发表研究

报告5俄罗斯的错误道路6后, 俄立即以5美国的错

误道路6报告回应, 给布什上/民主课0; 针对美在
东欧部署反导系统, 俄恢复战略轰炸机远程巡逻、

频繁试验新式武器。为增强军事实力, 俄还制定

投资 1 852 亿美元的 8 年武器现代化计划。目

前,俄美关系降至冷战后的最低点,双方的结构性

矛盾一时难以化解, 加之近年俄美都将因总统换

届进入政策/调整期0, 进一步加大了双边关系发

展的不确定性。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卡

拉加诺夫认为, 俄与西方关系将进入/ 新对立时

代0, /能源和模式之争将是最尖锐的竞争0 ½。

21 俄欧分歧严重,双方关系持续降温。俄迅

速崛起后,俄欧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矛盾增

多。在能源领域纷争不断。欧洲担心俄/能源讹

诈0危及其能源安全, 2006年以来先后出台/能源

新战略0和/对中亚新战略0,力图减少对俄能源依
赖,积极鼓动/跨里海天然气管道建设0,欲将中亚

里海能源绕开俄输往欧洲。俄则谋求增强欧盟对

俄能源依赖。2007 年 12 月, 普京与哈、土、乌三

国达成/中亚- 中央0天然气管道改造和铺设新的

/沿里海天然气管线0协议。随着俄加强对国内战
略行业的控制,迫使/秋明- BP0石油公司交出科

维克金天然气田开采权,欧洲对与俄能源合作的

信心进一步下降。政治关系趋于冷淡。由于波兰

反对,已到期限的5俄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6续

约谈判无法启动。此外,德、法、英新领导人上台

后,对俄采取强硬态度,俄欧关系走低趋势短期难

以扭转。鉴于欧美关系复趋紧密, 传统的俄美欧

三角互动模式将发生变化,未来俄欧关系更受制

于俄美关系,俄在欧美之间外交回旋空间将进一

步缩小。心理距离拉大。普京 2007年 3月明确

表示,俄/不会加入欧盟0。据/欧俄中心0近期民

调显示,超过半数的俄罗斯人把欧盟视为潜在威

胁, 71%的人认为,自己不是欧洲人。这表明, 俄

与欧洲的文化认同也开始疏远。

未来,俄对欧政策将在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

面, /由于俄罗斯的地位日益巩固, 而欧盟、北约等

欧洲组织及欧洲大西洋组织正处于变革时期0,因

而俄的欧洲政策支柱是发展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双

边关系;另一方面, /尽管欧洲一体化进程放缓,但

它仍然是强大的地缘政治因素, 在制定俄欧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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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甚至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政策时, 必须考虑到欧

盟这一因素。0¹

第四,运用经济手段加强对独联体控制, 确保

/战略利益区0。5俄罗斯对外政策概论6强调, /与
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是俄外交的主要优先方向。该

区域集中了俄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非法移民和集

团犯罪等严峻的挑战也肇端于此。0俄对独联体政
策的核心在于希望/本国边界四周都是友好、繁荣、

民主和稳定的国家0,而/构建一种对伙伴国富有吸

引力的、逐步向真正意义的市场和民主制度过渡的

现实模式,是俄成为独联体地区领头羊的前提0 º。

俄认为, /同俄发展经贸合作关系是独联体国

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任

何外部伙伴和任何一体化模式可以在无论是双边

基础上、在整个独联体范围内还是在多层次的一

体化模式中取代俄的作用。我们想把我们同独联

体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明确的经济构思基础上。0»

独联体系列/颜色革命0后,一批亲西方政权上台,

独联体内/脱俄西靠0倾向明显。俄为保住/战略

利益区0, 运用能源、经济等手段迫使他们向俄/回

摆0。在中亚,通过掌握能源开采和运输权来控制

中亚国家经济命脉。对乌克兰、白俄罗斯提高能

源价格,打击尤先科亲西方政权,压卢卡申科加快

与俄一体化步伐。对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提高能

源供应价格, 禁止葡萄酒和农产品对俄出口。俄

对独联体的/高压政策0虽有一定成效, 但也使一

些国家对其更加疏远。格将北约视为/ 唯一安全

保障0,力争 2009年入约。俄白关系恶化,一体化

进程停滞不前。

第五,加强与亚太新兴国家关系, 扩大影响

力。俄认为, /亚太地区的战略意义是由其世界经

济的火车头、全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这一作

用所决定的,在可预见的将来,其实际影响力将持

续上升0, /在制定我国的亚太地区政策时,必须对

上述状况进行认真分析,从而在维护俄国家安全

方面实现国内利益和外交利益的最有效结合, 如

加快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发展。俄的战略目标

是与地区各国建立深入平衡的关系, 维护该地区

的长期稳定。0¼2007年, 俄将亚太外交作为发展

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重要环节, 在与西方外交毫

无起色情况下, 积极发展亚太外交:中俄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不断深化, 经贸合作快速发展, 2007年

中俄经贸额突破 480亿美元, 中国已经跃升为俄

第三大贸易伙伴;俄印关系良好,双方军事合作密

切;俄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顺利,与东盟合作取

得进展。目前,俄与亚太国家贸易占俄贸易总额

的 18% ,俄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将主办 2012

年 APEC峰会。

普京执政八年取得骄人业绩, 加之他已做出

周密安排,基本可保证权力交接平稳、政策得以延

续。但俄内在矛盾也具有相应风险: 首先, 出现

/双重政权0的风险。普京确定梅德韦杰夫为接班
人并表示有意在梅当选总统后领导政府,但同时

承诺不会改变总统和总理的既有权限, 保持现有

的强势总统执政体制。但由此/ 合法的-双重政
权. 将在俄取代一长制的普京-垂直政权. 0 ½, 未

来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如何协调关系值得关注。其

次,外部环境趋紧。随着国力走强,俄在对外交往

中过于强调本国利益。俄白、俄乌能源危机使独

联体国家对其离心离德, 与西方冲撞使俄美、俄欧

关系持续冷淡,未来俄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更严

峻,对俄发展和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第三,民族主

义情绪膨胀引发诸多问题。俄罗斯人一向认为

/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

个次要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0。

/主权民主0思想与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和/大国
意识0上升相互激荡,使排外情绪上升, 2007年 7

月列瓦达分析中心的民调表明, 74%的民众主张

俄/应走独特发展道路0。该中心主任古德科夫
称,这是/俄日益增长的民族孤立主义情绪的最好

证明0¾。在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与处理国

内民族主义情绪之间如何寻求平衡, 对俄罗斯新

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责任编辑  常  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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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eng Yujun, Jiang Li and Li Dong  Duma and president ial elections in late 2007 and ear ly 1008 in

Russia stood as important handover o f pow er since Put in came to pow er that w ould decide on the

countr y. s future or ientat ion. Put in had been dedicated to ensuring the cont inuity of g overnance after

the handover so as to eventually realize his st rategy o f building Russia into a pow erful country: Polit i2

cally he aimed to establish a party institutional system based on ruling par ty monopoly, met iculously

ar range the personnel lay out, and form a Putin - M ededjev pow er operat ion model w hile set t ing him2

self up as the / national leader0 and ex tending a st rong presidency. Econom ically he aimed to establish

a medium and long term state development st rategy and keep a good account book for the nex t presi2

dency while t ightening state contro l o ver str ategic secto rs w hile fo rming compet itive edge and enhan2

cing creat ivity w ith hi tech as the pil lar to bring along econom ic rehabilitat ion. In foreign po licy, with

Russia ridding itself of f inancial reliance on the West , totally chang ing its status o f subor dinat ion and

fo rming a new inter nat ional str ategic out lo ok w ith it s ow n st reng th and changeable internat ional de2

velopments, Put in aimed to lay foundat ions for the building o f a polit ical and social system under

w hich Russia could survive w ithout fearing or court ing fav or f rom the West. T he next four y ears w ill

see Russia cont inue implementat ion of the st rength building st rateg y w ithin the f ramew ork o f / Putin

pro gram, 0 but the road of advance w ill be bumpy w ith risks.

XuHua  As the main content of Russia. s nat ional image, also known as internat ional image o r

its foreign image, Russian polit ical image has changed eno rmously in the last tw o decades f rom the

change of it s name from the Soviet Union to New Russia. Due to its sophist icated interest relat ions

and ideolog ical conf licts w ith the West , the image it displays w hen tr ying to play a mo re impo rtant

role on the w or ld ar ea has t rigg er ed unrest in the European- American community w hile it s f riendly

image w ith China is being preserved and consolidated, ev olving f rom the / elder brother0 to / st rateg ic

partner. 0

Liu Qingcai  After the president ial elect ions in Russia in M arch 2008 M ededjev w ill assume presi2

dency with Put in as prem ier under the latter. s po lit ical design. As Put in is known for his st rong presi2

dency, the new Mededjev – Putin model w ill cause w ide gossip and conjecture after Put in. s assump2

t ion of of f ice as premier. According to Russia. s federal const itut ion, and its const itut ional and federal

law s, this art icle makes a deep and systemat ic study on the const itut ional status o f Russian presidency

and prem iership, their pow er limit def init io ns and interrelat ionships. T his w ill be very impo rtant to

analyzing the subo rdination and coordinat ion of futur e Russian pr esidency and premiership in pow er

operat ion as w ell as Putin. s special status and ro le in Russian polit ics theor et ically and r ealist ical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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