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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独立至今,哈萨克斯坦逐步形成了祖国之光党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 这一政党体制的形成不仅

与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的政治威望和运筹帷幄直接相关, 而且受制于哈萨克斯坦国内的社会阶层分化、国

内精英的制度化权力分享模式的变化以及大国因素和地区因素的影响。可以肯定, 今后哈萨克斯坦政党体制

的走向也将长期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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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哈萨克斯坦, 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基本内容之一的政党制度历经近 20年的变迁,已经

基本形成了多党制原则下的一党独大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纳扎尔巴耶夫为领袖的祖国

之光党掌控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机构, 反对党对哈萨克斯坦国内社会政治议程的影响力日渐下降¹。哈

萨克斯坦政党体制的演进有自己的特殊轨迹, 其政党体制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一直都承受着西方政治

压力的影响,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总体上看, 哈萨克斯坦政党体制的演进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长期

影响:

一、哈萨克斯坦国家转型发展模式的确立和发展

哈萨克斯坦现有政党体制的存在具有一定必然性, 是独立后逐步形成的所谓 /哈萨克斯坦发展

模式0的有机组成。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曾经深受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吸引,并引入激进的改革方案,但实际效果并

不如人意。经过 1993 ~ 1994年的政治斗争, 哈萨克斯坦开始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995年

第二次修宪成功后,一种有关哈萨克斯坦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性的观念开始在国内普及。纳扎尔巴耶夫

宣称 /拿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制度与譬如英国相比是不合适的 0º, /血泊和混乱中的民主,就是白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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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8月 18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领导的祖国之光党得到了 88105% 的选

票, 获得下院 98个席位,其他政党都未能越过 7% 这个进入议会的门槛。全国社会民主党和 /光辉道路0党这两个反对
派政党的得票率分别为 41 62% 和 31 27% ,失去了分享议席的权利。这样,祖国之光党从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政党转变为

唯一的执政党。从目前哈萨克斯坦国内各政党力量对比看, 除非祖国之光党发生严重的内讧, 或纳扎尔巴耶夫本人有

新的选择, 否则,很难有政党取代该党执政,或能与该党分享政权。据统计,截至 2007年, 祖国之光党有成员 74万人, 是

哈萨克斯坦唯一一个在全国每一个选区都有自己代表的政党。实际上, 这个政党不仅控制着议会, 还控制着公共舆

论。该党有 3 400名成员在地方或州议会担任议员,该党 1 /3的成员是 30岁以下的。该党已经就 2012年的下届选举战

略进行了讨论, 继续巩固联盟, 与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贸易联盟合作共事。

1哈2努# 纳扎尔巴耶夫: 5时代命运个人6,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第 102页。



们也不要。我们民主的基础是政治、社会和民族间关系的稳定 0¹。

概括地说,这种模式主张在社会转型期,国家应该居于主导地位, 在经济上奉行多种所有制并存

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坚持总统制、共和制, 强化总统权力, 坚持 /大总统、小政府、弱议会0的

政治格局,强调宪政和法制建设,主张在确保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具

体在政党制度发展方面,强调现阶段哈萨克斯坦缺乏成熟的反对党和成熟的公民社会,多党竞争的政

党体制并不必然有助于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有可能会破坏国内社会政治稳定, 不利于国家

发展。

因此,哈萨克斯坦的执政者认为西方的多党体制并不适用于哈萨克斯坦,倾向于采用 /亚洲政党

模式0。在总结亚洲发展经验时,纳扎尔巴耶夫毫不掩饰他对新加坡发展模式的赞赏, 并认为一党制

同样能够推动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 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制度也会具有若干民主特征。祖国之光党的

建立就是纳扎尔巴耶夫一手促成的º。

虽然 2007年为了回应欧安组织和美国加快民主改革的要求,哈萨克斯坦总统和政府在多个场合

表示将继续改革、提升议会的作用和政党的地位,但同年举行的议会选举结果却是祖国之光党独占下

议院。从目前态势看, 该党在哈萨克斯坦政坛一党独大的局面短时期内难以被其他反对派政党破解,

总统和祖国之光党成为哈萨克斯坦修宪增加议会权力举措的最大受益者。

二、纳扎尔巴耶夫的政党政治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

与其他中亚国家一样, 哈萨克斯坦经历了从确立传统西方政治模式到选择 /哈萨克道路 0的探索

过程。在此过程中,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个人作用不可忽视。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对西方式的民主发展

道路及其在中亚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的移植的现实性有自己的认识。他坚持认为, 建国之初最重要的是

确保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并迅速摆脱社会经济危机, 为此,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以及一个强势

国家政权的存在必不可少。所以在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选择的是一个非党派控制的中央政府, 以及

一个可以置身于 /社会、政党、议会和权力的所有机构之上,协调和引导他们的活动的总统 0»。

这位强势的总统声称支持多党制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但又强调现阶段哈萨克斯坦的反对派制

订的改革方案 /明摆着 0不能够完全实现或者脱离实际, /反对派政党重犯了老的错误。在制度变更时

期,反对派政党设计过相当多的纲领,拥有过许多有名气的领袖,然而却未实施创造性活动 0¼。

这种对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不信任在 1995年大选时就有体现。在此次选举中, 虽然法律允许每一

个在国内注册登记的政党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是选举决定不按照党派而是按照个人名单进

行,选票上也不注明候选人的党籍。政党参加选举的功能因此遭到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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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3月 1日, /祖国0 党和其他一些政党实现联合 ) ) ) 人民统一党、民主党、自由运动和 /争取哈萨克斯

坦 ) 20300 等政党加入祖国党并自行解散。2002年 11月 9日祖国党召开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 又决定吸纳人民合作

社党、劳动党及正义党的党员加入该党。2003年 1月 10日 /祖国0 党通过哈萨克斯坦司法部重新登记, 成为拥有党员

人数最多的政党。2006年 7月纳扎尔巴耶夫女儿领导的阿萨尔党宣布与祖国党合并, 10月公民党宣布与祖国党合并,

合并后的政党以祖国之光党的名义在司法部重新登记,这个新党的党员号称超过 7万人, 在议会上、下院分别占一半

和四分之三的席位。12月,祖国党与公民党和农业党合并。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图亚克拜表示: 当局希望能够建

立一个超级政党, 确保在任何政治形势下都能够占据决定性数量的议席。



但是,来自西方的巨大内外部压力使哈萨克斯坦不可能总是阻止政党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

发挥主导作用。因此, 纳扎尔巴耶夫开始考虑在哈萨克斯坦存在着一个长期执政的坚强有力的执政党

的好处,并明确表示: 这种 /一党独大 0制度虽然存在弊端但也有巨大的好处。
作为哈萨克斯坦的缔造者,纳扎尔巴耶夫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和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将这些理念

不折不扣地付诸实践 ) ) ) 无论是三度修宪还是颁布5选举法 6、5政党法6并多次修正,都对哈萨克斯

坦的政党体制发展产生最直接的影响¹。在独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这些法律法规使政党在哈萨克斯

坦的发展受到了较为严格的规制,政党的影响力和功能都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

此外,纳扎尔巴耶夫毫不掩饰对哈萨克斯坦党派的好恶,他曾公开宣布对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党

的赞赏以及对反对派政党的批评,并多次强调哈萨克斯坦反对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些政治表态对

选民的影响显而易见º。在 2008年 2月的总统国情咨文中,纳扎尔巴耶夫毫不掩饰对现有政党体制的

支持。他宣称: /现阶段,以祖国之光党为主要政党的模式可以被看作哈萨克斯坦政治体制的最佳模

式。这一模式允许所有其他政党参与选举,可以进入议会和参加全部的政治进程。对于新政党的产生

和抒发自己的意见不存在任何障碍。0»

按照纳扎尔巴耶夫的设想,无论今后议会中是否会存在其他政党, 祖国之光党都将在纳扎尔巴耶

夫或者其支持者的领导下长期扮演执政党的角色。为了实现这一 /历史使命 0, 目前,该党正在努力担

负起多党制中能够长期占据执政地位的强有力的政党的角色 ) ) ) 据悉,该党正在采取多种措施加强

与普通民众的联系。为此, 祖国之光党通过哈萨克斯坦社会研究中心每一季度的调查情况, 了解选民

对一些问题及重大新闻事件的看法及态度。调查所提供的资料是以该党制定的一些必要的 /方向修

订案0为基础的。在议会中的党员每一个季度对其选区选取的选民进行至少为期 10天的访问。此外,

还尝试通过著名的哈萨克斯坦公民联盟论坛来与民众、商人及其他政党接触, 与其达成谅解协议。这

一论坛宣称是 /开放的麦克风0类型,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进行评论。反对党能

够在这种顶级会议上与祖国之光党交流¼。

三、哈萨克斯坦国内社会精英的分化及制度化利益分享模式的变化

政党是代表特定社会阶层或阶级利益的特殊的政治组织。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政党格局与该国

社会阶级利益划分、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和社会思潮的多元程度成正比。在哈萨克斯坦,目前由于政

府推行了较为有效的发展战略,并逐步加大了对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 社会经济事业持续发

展进步,国内社会阶级矛盾并不太突出。虽然该国号称有 130多个民族, 宗教成分也十分复杂,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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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哈萨克斯坦通过了新的5政党法6, 规定每个政党必须扩大其成员由 3 000人增长到 50 000人, 并且在

14个州及两个直辖市共 16个行政区的每一个行政区的政党的人数不得少于 700人, 这样才能到司法部门注册。此外,

为了能够获得议会的席位,每一个政党必须获得不少于 7% 的选票。这些规定对政党的筹款能力、招募精英的能力以

及参加大选的能力都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此举有效地减少了哈国能够参与大选的政党数量, 几乎断绝了小党进

入议会的可能, 并导致各政党开始新一轮的排列组合, 加速了哈政党格局的变化。

2004年美国国际共和研究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38% 的选民仍然认为政党的领导人往往

是决定他们投票与否的最重要的因素, 26% 的选民认为政党及其思想决定他们投票的占第二位,剩下 22% 的选民认

为这两个因素同样重要。回顾 8年前, 当问及人们是愿意选举那些有政党支持的还是没有政党支持的候选人时, 54%

的人趋向于选那些独立的没有政党支持的候选人,而 26% 的人则趋向于选举那些具有政党支持的候选人。

2008年 2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所做的国情咨文: 5国家元首致哈萨克斯坦人民国情咨文:提高哈萨克斯坦的国

民福利是国家政策的主要目的6, http: / /kz1m ofcom1 gov1 cn /aartic le /ddgk /zw dili/200806 /200806056087311htm l。

An thony C liv e Bow yer Par liam ent and Po litica l Parties in K azakhstan, S ilk Road P aper, M ay 2008 http:

/ /www1 silkroadstud ies1o rg /new / docs/S ilkroadpapers /0804Bow yer1 pdf1



1993年宪法明确规定,哈萨克斯坦不能出现基于民族、宗教、性别基础的政党, 而且哈国政府长期奉

行民族和解和宗教宽容政策,国内宗教民族矛盾趋于缓和,加之哈萨克斯坦民众普遍对政党和政党政

治持疏远甚至冷淡的态度,因此,哈萨克斯坦国内缺乏出现多党竞争格局的现实社会基础。

迄今为止,哈萨克斯坦政党的建立主要是基于社会新旧精英之间的博弈及精英集团内部的分化,

并围绕着是否支持纳扎尔巴耶夫的长期统治划分为支持总统的政党、温和的反对派和反对派政党。

作为一个对国家主要资源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强势总统,在纳扎尔巴耶夫周围形成了多个具有强

大势力的精英集团,即 /亲总统的精英 0,包括总统家族成员主导的利益集团,与总统家庭存在千丝万

缕联系的新型金融家、企业家团体,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传统宗族势力,总统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高层官员构成的利益集团等。这些精英对纳扎尔巴耶夫的执政没有质疑,并根据与总统及家庭关系的

远近获得不等的 /红利 0。根据俄罗斯学者的分析,目前这些精英集团控制了哈萨克斯坦的强力部门、

行政部门、大部分媒体、石油天然气工业、国家商业银行等要害权力部门和经济命脉, 构成了政权党的

庞大社会政治基础。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政治精英的权势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总统本人或总

统家族的关系,一旦表现出对总统的背离, 失去权势便指日可待¹。这也反映到纳扎尔巴耶夫与祖国

之光党的关系上,在相当大程度上是 /党指望着领袖,而非领袖依靠政党 0。

/非总统圈子 0的精英集团是组织反对派政党和温和反对派政党的主导力量,主要来自于国家转

轨过程中出现的 /新贵 0阶层和在 /亲总统精英集团0内部斗争中失势而出走的力量。

/非总统圈子 0的 /新贵0阶层大部分是金融业、工商业精英,形成于上个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

初,主要是得益于大规模的经济自由化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私有制立法等。他们希望

能够积极参与重要的政府决策或至少对一些决策产生影响。为了这个目标,金融 ) 工业集团赞助和

推动他们的人参加议会选举,资助职业政客获得一些政府中关键的职位,并在政府中寻求新的潜在的

合作伙伴和同盟。通过建立政党和社会运动,他们的一些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表达他们的利

益。一些大的商业财团也控制了一些大型媒体作为自己的喉舌º。例如, 在寡头亚历山大马什科维奇

的支持下,拜梅诺夫成为 /光辉道路0党的领袖。

目前比较强硬的反对派政党中最大的是全国社会民主党, 他的领袖是由于政府内部权力斗争的

失败而 /出走 0的原政府检查总长、下议院议长拜克图亚,他曾经担任过祖国党的副主席。同样, 其他

一些反对党的领袖也大多来源于原先的执政精英集团, 这其实是执政的精英集团因内部权力斗争而

发生分裂的结果。

与支持总统的精英群体一样,哈萨克斯坦商界和金融界精英以及反政府的政治精英的力量和地

位都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精英和他们的团体并没有得到哈萨克斯坦的民众尤其

是中产阶级的广泛支持。例如, 在 2007年议会选举之前,最大的反对党 ) ) ) 社会民主党登记在册的党

员近 14万人左右, 与祖国之光党的 74万人相距悬殊。同时,哈萨克斯坦特殊的转轨进程决定了政府不

仅垄断着行政资源,而且掌控着国家的大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和媒体资源, 虽然有一些西方势力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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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婿因被指控非法拘禁等罪名而被投入监狱, 而其本人否认了全部指控并认为唯

一的原因是他曾明确表示希望参与 2012年的总统大选;其二女婿哈萨克斯坦天然气石油公司主席的职位也被免掉,

而在阿萨尔党并入祖国党之后 ,其领袖达丽佳# 纳扎尔巴耶娃的政治影响力急剧下降, 并失去了国会议员的席位。这

种合并被外界认为是一种惩戒和控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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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但在与政府和总统的博弈中这些反对派常常处于下风。这一现实反映到哈萨克斯坦的政党政治中

则体现为:在历次大选中, 反对党与祖国之光党或更早出现的 /总统的党 0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博弈。

不过,支持总统的政治精英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集团,不同的小集团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利益平

衡关系,因此,不排除会出现类似于 1994年前后,或 2001 ~ 2003年发生的支持总统的精英集团内部

发生分裂导致新党建立的情况再度重演。因此,哈萨克斯坦精英阶层的内部斗争以及相应的分化对哈

萨克斯坦政党格局的变化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

四、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

威权主义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就是 /政绩0。祖国之光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哈萨克斯坦下议院中

唯一的政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领袖纳扎尔巴耶夫的威望和能力。而纳扎尔巴耶夫的权威主要来

自于在他主政的近 20年间,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经济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分析家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经

济高速增长多少是因为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飞涨。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纳扎尔巴耶夫对哈萨克斯坦

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政治稳定的主权国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为纳扎尔巴耶

夫赢得了超过 90% 的选民的支持,也使其他反对党的领袖难以与之抗衡。他和他的政党所主张的哈

萨克斯坦发展模式也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2004年 7月,美国共和研究所在哈萨克斯坦开展的全国性民意测验显示,对于提前举行的议会选

举, 79% 的受访者说该国处在正确的道路上, 60% 的受访者对目前本国的民主发展道路表示满意,表

示不满的只有 29%。2005年 9月, 共和研究所针对 12月的总统大选做的调查显示: 90% 的受访者说该

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56% 的受访者最关注的是改善经济, 78% 的受访者对国家的民主发展表示

满意, 90% 的受访者对未来表示乐观。2008年 8月, 共和研究所做的调查表明: 67% 的受访者认为国

家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政府在外交、国家安全、提供电力方面受到好评,在控制通货膨胀、减少贫困、

解决住房、减少腐败方面效果不佳,近 1 /3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比前一年恶化, 44% 的受访者认为未来

会更好,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2007年的大选是透明的, 31% 的受访者认为选举存在舞弊, 18%的受访

者表示不知道或者没有回应¹。

对比三个调查结果可知,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似乎在下降, 但是高达

67% 的满意度也足以使纳扎尔巴耶夫的统治地位无人撼动。未来只要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的政府能够

制定正确的政策带领哈萨克斯坦摆脱危机,确保经济社会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他的个人威望和权力

就不会受到削弱,他所领导的祖国之光党也能够继续在大选中遥遥领先º。

五、哈萨克斯坦国内反对派政党的发育与发展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是现代民族国家代议制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政党的基本功能体现为利益

聚合、利益表达、沟通政权与社会以及选拔输送精英。政党或者源于议会斗争的需要, 或者源于社会运

动。在一些后发展国家,一些执政党源于革命运动, 政党缔造了国家并主导国家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在

#50#

新疆社会科学  2010年第 2期

¹

º

h ttp: / /www1 ir i1 org1
亨廷顿认为: 快速的经济成长迅速地为民主产生了经济基础, 而缓慢的经济成长创造民主基础的速度也相对

地缓慢。不过,它却提高了人们的期望, 加剧了不平等, 在社会组织当中产生了紧张和压力, 这又刺激了政治动员和对

政治参与的要求。



哈萨克斯坦,政党的发展轨迹截然不同。哈萨克斯坦的政党是苏联剧变和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政治转轨

的产物。由于执政者对多党制的怀疑,在 1993年宪法中对政党的活动空间和功能作出了明确、严格的

规定, 所以政党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功能是参加选举,并成为哈萨克斯坦新旧政治精英重新分化组合

的组织形式。

1994年政治改革之后,强总统、小政府、弱议会的政治格局在哈萨克斯坦得到持续加强, 同时,哈

萨克斯坦发展模式的确立在客观上对政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水平形成诸多约束机制。所以,在独立后

的大多数时间中,对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的支持者而言,政党更像是一个令他的执政获得更多合法

性的工具以及向西方证明哈萨克斯坦正在开展民主政治改革的标志。实际上,政党并没有被允许 /行

使 0除了参加选举之外的功能的 /权利 0,恰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 政党在哈萨克斯坦发挥的是限制

政治参与的功能。这一点从纳扎尔巴耶夫的讲话以及哈萨克斯坦三次修宪对政党的限制性规定中都

可见一斑。执政者对于多党制和反对派有意识的限制在客观上也导致除了执政党之外的其他政党的

发展困难重重,难以在政治舞台上与 /总统的党 0相抗衡。

总体上看,哈萨克斯坦的政党体制发展是 /自上而下 0而非 /自下而上0,这意味着大部分政党主

要依靠的是其领袖的威望或者主要成员的行政资源。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哈萨克斯坦政党是真正意

义上的群众性政党,也没有一个政党是真正的 /问题型 0政党, 绝大部分政党的纲领缺乏系统性和特

色,不能够持续引起广大选民的共鸣。各党仍然更多地趋向于围绕某个或某些人的个人魅力做文章,

而很少基于党的政见和针对某一问题提出可行的施政纲领。这也是限制各政党效力发挥的一个较为

显著的原因。类似全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一些反对派政党成了自己激进思想的人质。这些政党呼吁毁

掉有行为能力的国家机器,并在其基础上建立一个 /新的哈萨克斯坦 0。然而,希望保持稳定的选民更

喜欢纳扎尔巴耶夫奉行的比较稳妥的改革方针。在大多数哈萨克斯坦选民看来, 现在的哈萨克斯坦有

很多值得骄傲的东西,实在没有理由 /让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成果遭受打击0¹。

这实际上都是政党发育不成熟的表现。这种不成熟和不完善对掌握有限资金和政治资源的反对

党而言不啻 /雪上加霜 0。与此同时,反对党之间的内讧导致自身力量的进一步削弱。在总结 2007年议

会选举失利的原因时,有俄罗斯分析家指出:反对派在组织上未做好选举的准备。对此,全国社会民主

党领导人奥拉兹然多索夫承认,反对派政党 /把讨论和实施联合起来的决定过程拖得太长了0。

哈萨克斯坦反对党总体的不成熟和内讧又导致了民众对政党本身的冷淡情绪的滋长, 根据哈萨

克斯坦学术机构的调查,该国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度、对政党政治的了解和政党运作方式的认知都比较

低º。这导致整个社会的政治参与并不活跃,类似一些 /颜色革命 0国家反对党发动的街头政治运动难

以得到哈萨克斯坦民众的响应。对于相当多的哈萨克斯坦民众而言, 政党还是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

例如, 一些选民把图亚克拜的活动看作是个人投机, 而不是为了本国的未来和公民改善生活作出努

力»。

还有一个外部因素是值得考虑的 ) ) ) 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示范效应。在哈萨克斯坦的邻国中,出

现了两个范例对哈萨克斯坦目前政党体制的形成意义重大。一个是俄罗斯,另一个是吉尔吉斯斯坦。

前者从多党制走向 /一党独大制 0,后者在 /颜色革命 0后,越来越像一个准 /失败国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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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哈萨克斯坦政党体制的未来发展

客观地分析,哈萨克斯坦目前的政党体制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这是哈萨克斯坦坚持大总

统、小政府和弱议会政治格局的必然结果。建国初期,哈萨克斯坦宪法中对政党发展的诸多规定具有

合理性,例如禁止在民族、宗教和性别基础上建立政党, 借助法规限制合法政党的数量等有助于哈萨

克斯坦避免社会陷于民族宗教矛盾甚至社会分裂。这对于一个较为虚弱的国家确保其主权独立完整,

平稳转型是有重要意义的。而在随后的岁月中,哈萨克斯坦选民对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的信任, 即对其

政党的支持也证明了这种 /必然性0。

目前形成的一党独大制并非没有不确定性。最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来自于执政的精英集团内部,

有关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权力分享问题已经被提上日程。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拥有纳扎尔巴

耶夫的权力和威望,祖国之光党是一个巨大的利益联盟且历史短暂,纳扎尔巴耶夫的威望和无以伦比

的权力使其成为这个巨大利益同盟的核心和协调者。确保纳扎尔巴耶夫一手缔造的 /执政党 0的团结

将成为其继任者的严峻挑战。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主要的反对党领袖都源于执政精英集团。

此外,社会矛盾的激化或突发事件后果的发酵也可能会动摇现有的一党独大制, 反对党的弱小并

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利用社会矛盾或突发事件。虽然目前哈萨克斯坦民众对现政府支持度还比较高,

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表达了对政府解决腐败问题、改善民生方面的工作不甚满意。随着哈萨克斯坦

政治改革的推进,民众的社会政治参与热情也会进一步提高, 利益表达的愿望也会趋于强烈。从长远

看,虽然祖国之光党已经在这场漫长的竞赛中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 反对党也同样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2010年哈萨克斯坦担任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后, 欧安组织成员国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对哈萨克斯

坦内部的政治进程产生影响。事实上,在 2007年大选后, 在西方的鼓励下, 哈萨克斯坦的反对党也在

努力恢复 /元气0¹。

自建国以来,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的追随者一直在借助宪法和法律的颁布和修正, 有效地规制政党

体制的发展。但是,近两年来自西方和国内反对派的压力迫使纳扎尔巴耶夫不得不作出修正法律、放

宽对政党和媒体控制的承诺。虽然有反对派质疑这种承诺的真实性, 但是西方的压力是切实存在的,

而且纳扎尔巴耶夫不可能无视这种压力的存在。实际上, 这种假 /法制之手0限制政治参与的做法本

身就带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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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在 2007年大选后, 社会民主党、光辉道路党等反对党联名递交了一封公开信抗议选举的不公, 在抗议无效

后, 反对党把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了修改5选举法6、5政党法6和有关媒体的管制法律方面, 要求降低议会选举的门槛

和修改 /苛刻0的政党登记制度, 放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一些反对党开始重视对外宣传, 例如 /光辉道路0 党在 2007

年选举之后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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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o it becomes the concep t o f core value du ring the p rocess o fmodern izat ion in Ch ina.

Keywords: pu tting people and their prosperity a t the fore fron ;t M arx ism; mode rnizat ion; concept o f

core v alue

A S tudy on the Eff ic iency Evaluation of the Da iry Enterprises in X in jiang

Based on DEA Model W ang Guirong, Chen Tong, W ang Jian ju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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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 ic deve lopmen t and promo te the econom ic and soc ia l developm ent of A ltay fine ly and qu ickly,

w e must accomp lish the tasks o f three breakthrough s in "new area construction, he rdsmen sett lement

deep processing of preponderan t resources", g ive prio rity to the increasing of f iscal revenue and the

average net income per capita o f peasants and he rdsmen and ensu re good pe rformance o f our w or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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