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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两次乌克兰总统选举与乌国内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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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2004 年 10 月 31 日,乌克兰举行了独立以来的第四次总统大选, 选举争端在乌克兰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并使亲西方

领导人尤先科上台。由于人民对于国内无休止政治内耗的厌倦和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 2004 年竞选的失败者亚努科维奇成为乌

2010 年总统选举的赢家。这两次选举折射出乌克兰东西部地区由于历史、经济、宗教等因素而产生的巨大裂痕: 乌克兰西部主要为

农业区,部分地区原属于奥匈帝国, 居民主要信奉天主教;东部则是乌克兰的工业重地,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乌克兰重要的钢铁、煤炭、

化工和军火厂几乎都集中在这里,居民多信仰东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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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是欧盟成员国和俄罗斯之间最重要的国

家。2004年 10月,乌克兰举行了独立以来的第四次总

统选举,亲西方的反对派在所谓/橙色革命0中将其领
袖尤先科推上了总统宝座。2010年 1 月, 乌克兰举行

第五次总统选举。上届总统选举的失败者、亲俄人士

亚努科维奇击败亲西方的、时任总理的季莫申科以微

弱优势获胜。无论是在 2004 年还是 2010 年的选举

中,亚努科维奇都未能在乌克兰西部任何一州赢得多

数票,而乌亲西方人士在乌东部一些州的选票则从未

超过 20%。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历史、宗教以及外

部因素等方面分析乌克兰东西部之间通过两次总统选

举折射出的巨大裂痕及其对大国间博弈的影响。

一、乌克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国情

乌克兰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 位于欧洲东部。

乌克兰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总人口中乌克兰族、俄罗斯

族占多数, 其余还有犹太族、波兰族、摩尔多瓦族等。

历史上,由于周边不同时期崛起的强国相互之间不断

发动侵略战争, 乌克兰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对象,相对孱

弱的乌克兰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存在过。乌

克兰的历史就是不断被周边的强国肢解和吞并的历

史。乌克兰的东部、南部和中部地区 18世纪以来一直

被俄罗斯统治, 而西乌克兰的部分地区一直以来属于

奥匈帝国,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属于波兰和

匈牙利。后来东、西乌克兰先后加入了苏联。1990 年

7月 16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次

年 8月 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同年 12 月 8日, 乌克

兰同俄罗斯、白俄罗斯签署成立独联体的5别洛韦日协
议6。

1991年以来的乌克兰外交一直处于一种摇摆不定

的状态。虽然乌克兰是独联体的创始国, 其首任总统

克拉夫丘克也曾经承诺对独联体成员国开放边界, 建

立共同的经济和军事战略空间,
112
但他实际上一直试

图削弱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力。他之所以如此一是

出于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二是由于乌俄当时在一

系列问题上的争端,包括乌克兰境内的核武器的处理、

黑海舰队的分配、克里米亚半岛的政治地位和前苏联

的债务等。两国关系在 1994 年库奇马当选总统后得

到了很大改善。在其 1994年总统就职仪式上, 库奇马

指出乌克兰是个/ 多民族国家0, 强调乌俄关系是乌克

兰外交的重点。随后库奇马的几位总统顾问有计划地

发表了几篇声明, 指出乌克兰的战略利益与进一步发

展本国与俄罗斯广泛的合作密不可分。122乌克兰政府

也积极拉近与西方的关系。1996年库奇马宣布完全接

受西方的国家政权形式作为乌克兰政治发展的模式。

1997年乌克兰与北约签署了5北约 ) 乌克兰特殊伙伴
关系宪章6。美国也一直试图将乌克兰拉入西方怀抱,

从 1992年到 2001年乌克兰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受捐助

国(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 ,接受了美国多达 20亿美元

的经济援助。美国一再声称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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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强大的国家,但明眼人都知

道美国的目的是将乌克兰作为一种地缘战略缓冲区,

把来自东方即俄罗斯的威胁隔离开来。

现实迫使乌克兰人必须接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政治

中的重要性。独特的发展历史影响了许多乌克兰人的

民族和国家认同, 在 1997年的一份民意调查中, 27%

的受访者明确认为自己具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双

重身份。132乌克兰经济也极大地依赖俄罗斯。乌克兰

在 2000年底共欠俄罗斯 22 亿美元, 而乌克兰每年消

耗的 70%275% 的天然气和 80% 的石油来自俄罗斯。

此外,乌国内的亲俄派也给当时的总统库奇马施加压

力,他们希望乌克兰在独联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

与俄罗斯结盟共同对付西方特别是美国,抵制北约扩

张,支持伊朗等美国的敌国以帮助他们反对美国的制

裁。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卷入 2004年乌克兰总统

选举危机和 2010年赢得总统选举的现任乌克兰总统

亚努科维奇。

二、2004年和 2010年乌克兰大选比较

2004年 10月 31日, 乌克兰举行了独立以来的第

四次总统选举。在 24名总统候选人当中, 时任总理亚

努克维奇和前乌克兰总理、反对派/我们的乌克兰0领

导人尤先科两人遥遥领先于其他人, 从而顺利进入第

二轮选举。第二轮投票于 11月 21日举行。23日由乌

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正式结果显示乌克兰时任

总理亚努克维奇以 49. 42% 的微弱优势当选乌克兰总

统,而尤先科的得票率为 46. 49% 。尤先科和他的竞选

班子随即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在投票过程

中/大肆作弊0, 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所谓/ 橙色革命0。
12月 3日, 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在乌克兰第二轮总统

选举的 25个选区中有 8个选区存在不规范行为, 因此

第二轮选举结果无效。同时最高法院要求乌克兰中央

选举委员会在 12月 26日重新举行大选。根据当时乌

克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尤先科较为轻松地赢得了

选举。

当尤先科上台时,人民对他寄予了厚望,很多人包

括东部的民众希望他能够打击腐败, 消除贫困并维护

国家的团结和稳定, 但他上台后忙于政治斗争,没有明

确的政治目标, 为了排挤自己昔日/战友0季莫申科, 不

惜启用昔日的政敌亚努科维奇为总理,后又由于政治

理念上的极大分歧, 将后者解职, 并重新任命季莫申

科,但不久两人因权力分配等问题彻底分道扬镳。尤

先科过去五年里把自己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的理想建

筑在彻底摆脱俄罗斯影响的极端手段上,不惜在诸如

语言政策、历史、能源等一系列问题上摆出与俄罗斯一

刀两断的姿态, 严重疏离了占总人口 17%的俄罗斯族

裔和东部说俄语的乌克兰普通民众, 其内政上尤其是

经济问题上的糟糕表现更造成尤先科丧失了广大的支

持基础。

2010年 1月 17日, 乌克兰举行该国独立以来的第

五次总统选举。经过首轮投票, 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和

亲西方的季莫申科从 18 位总统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

但两人得票率均未过半。根据乌克兰法律规定, 两人

必须进入第二轮角逐。在此次选举中两位候选人都调

整了策略。当年激烈反对俄罗斯的季莫申科强调, 乌

克兰要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有个平衡。上次竞选失利

的亚努科维奇, 请来了美国的选举策划人帮助他改变

昔日呆板的前苏联官僚形象, 使他看上去更加温和、更

加亲民。此外,为了吸引西部的选民, 他强调了乌克兰

融入欧洲的愿望,并刻意保持了与俄罗斯官方的联系。

策略调整,加上尤先科对乌克兰经济混乱治理不利等

因素帮助亚努科维奇东山再起, 以 48. 8%的得票率赢

得了胜利。然而, 在西部和中部地区享有极高支持率

的季莫申科将亚努科维奇指责为企图窃取乌克兰资源

的寡头们的傀儡, 在知晓选举结果后的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仍然拒绝承认失败, 指责亚努科维奇阵营在东部

部分地区操纵选举,企图窃取选举成果。

三、两次选举结果的原因分析

1. 国内分歧

乌克兰选民投票倾向的地理分布状况充分反映了

乌克兰东西部由历史、宗教和经济等因素造成的根深

蒂固的对立。早在乌克兰 1994年的总统选举中, 当时

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克拉夫丘克获得了西部 13个省的

多数选票,最高的超过 90%。而他的对手库奇马则吸

取了只用乌克兰语演说的教训, 用俄语和乌克兰语进

行竞选演说,获得了东部各州的支持,以 52%的总得票

率获胜。142
2010年乌克兰总统选举所反映出的乌东西

部裂痕丝毫不亚于 2004年。东部地区大部分民众支

持亲俄的亚努科维奇,而西部则支持季莫申科。亚努

科维奇被西部民众指责为俄罗斯的傀儡, 而东部人则

视季莫申科为投靠西方的机会主义者。乌克兰西部主

要为农业区,部分地区原属于奥匈帝国, 20世纪两次世

界大战期间又属于波兰和匈牙利。因此, 西部人被认

为更亲西方。而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自 18世纪以来一

直被俄罗斯统治, 这里的人民有着强烈的/ 俄罗斯情
结0。在东部地区,人们仍然怀念苏联时期的辉煌和各

种福利制度。很多居民区依然以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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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矿工的名字命名;而西部重要城市利沃夫则充

满了强烈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色彩。这里的一些街道甚

至以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纳粹曾经的合作者斯杰

潘#班杰拉( Stepan Bandera)和前车臣叛军首领杜达耶

夫的名字命名。152

宗教一直在乌克兰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相当

重要的角色。同样也是历次总统选举中不容忽视的因

素,乌克兰主要有两大宗教:东正教和天主教。东正教

又主要分为乌克兰东正教(莫斯科主教)、乌克兰东正

教(基辅主教)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 天主教分为乌

克兰2希腊天主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乌克兰 50% 的教

区在西部, 尽管那里的人口只有全国人口的 20%。162乌

克兰西部在文化上受欧洲特别是波兰、立陶宛等欧盟

成员国的影响较大, 在宗教信仰上也与其相近似。由

于历史原因, 波兰和立陶宛与俄罗斯关系一直比较紧

张,两国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 因此, 乌

克兰西部居民很多也深受这种政治倾向影响。乌克兰2
希腊天主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信仰者几乎全为西部公

民,所以大部分教徒倾向于支持亲西方的候选人尤先

科和季莫申科。

2. 外部势力

由于乌克兰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 因此该国选举

之争也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为一场大国之争。布热津斯

基曾经指出, 独立的乌克兰作为欧亚棋盘上的一个新

的地带,起着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作用, 它有助于改变

俄罗斯,决定了它是否能够再度崛起成为帝国以及是

一个欧亚帝国还是一个亚洲帝国的问题。
172
立陶宛、拉

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 2004 年 3月加入北约使俄罗斯

失去了所有西北部的缓冲地带。俄罗斯担心如果尤先

科上台后实行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 并使乌克兰在将

来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话,那么俄罗斯将面临更加严峻

的地缘政治现实, 俄就失去了一道对付西方的天然屏

障,所以莫斯科毫不掩饰对亚努克维奇的支持。2004

年,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在乌克兰大选前两次访问

乌克兰来表达其对亚努克维奇的支持并在乌克兰官方

结果正式出来前向其表示祝贺。2010 年选举, 俄罗斯

政府吸取了 2004年的教训, 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

理普京都没有在选举前公开表示希望谁上台执政。

2004年美国和欧盟公开支持尤先科。在选举前美

国通过非政府机构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美

国承认向乌克兰提供了 5800万美元, 但辩称这些钱并

非是为了支持反对派而是为了乌克兰的民主进程。不

过美国政府官员私底下承认,华盛顿资助的项目包括

动员选民、培养学生积极分子以及在非政府机构间建

立交流网络。2004年 12月时任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

议员的罗恩 #保罗( Ron Paul )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

会发言指出/ 大部分资金旨在援助一位特定的候选人
, ,成百上千美元最后用于支持尤先科0。182

2004年,

与乌克兰西部有着历史渊源的波兰的几乎所有政党都

派出代表到乌克兰为反对派提供支持。

在 2010年选举中, 大多数西方国家保持了低调。

尽管季莫申科抗议/ 选举不公0, 但她的指责未受到西

方国家的支持。俄罗斯国家杜马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康斯坦丁#科萨切夫( Konstantin Kosachev)相信, 西方

不会支持季莫申科。他指出, 在他同西方政治家的谈

话中,他能感觉到他们不会支持季莫申科提出的选举

舞弊或者无效的指控。192由于橙色革命派在过去五年

令人失望的表现,美国和欧洲都吸取了教训, 在这次选

举中基本保持了中立。
3. 亲西方派令人失望的表现

尤先科与季莫申科在/ 橙色革命0时并肩战斗, 而

季莫申科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和个人魅力在尤先科登上

总统宝座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但尤先科上任

后却拒绝按照二人事先达成的协议实现总统和总理之

间的分权制衡, 从此,二人斗斗合合, 把乌克兰政局搞

得动荡不安,使他们的政治光环日益暗淡。

尤先科上台后还执行极端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政

策。他在一个拥有众多少数民族的国家推行/乌克兰

是乌克兰人的0的政治口号, 企图将乌克兰西部的文化

价值观念推行到全国。2010年 1月 22日, 他授予前乌

克兰民族主义者、曾经的纳粹德国合作者斯杰潘 #班
杰拉/乌克兰英雄0称号。他的这一做法在国内外引起
轩然大波。就连尤先科多年的支持者, 波兰时任总统

卡钦斯基也发表官方声明,公开谴责尤先科的决定,因

为斯杰潘#班杰拉领导的准军事组织在二战中屠杀了
至少 10万名波兰民众。尤先科还不顾及俄罗斯是乌

克兰最大能源供应国这一政治和经济现实, 积极推行

反俄外交,不断挑起俄乌两国的天然气争端, 并在 2008

年格俄冲突时向格鲁吉亚提供军事装备。为了迎合西

方特别是美国的需要, 尤先科甚至不顾国内民意反对,

积极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 但是欧洲国家为了避免刺

激俄罗斯对此热情不高, 这又进一步损害了尤先科在

乌克兰的声誉。

在尤先科的领导下, 乌克兰的经济在全球金融危

机的影响下是所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衰退最厉害

的。2009年该国的 GDP 下降了 15% , 而物价则上涨

了 16%。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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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亚努科维奇面临的挑战

乌克兰橙色政权的崩溃为颜色革命划上了句号。

应该说,这是自俄罗斯/休克疗法0后, 西方尤其是美国

在独联体地域内又一次失败。由于亚努科维奇与俄罗

斯关系较近, 因此, 在可预见的未来, 两国的争端将会

大大减少,这对困难的乌克兰经济具有极大的促进作

用,但是亚努科维奇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尽管目前亚

努科维奇手下一批一流的经济学家已经帮助他制定出

切实可行的经济改革计划,但是计划实施起来还是困

难重重。2004年的乌克兰总统享有诸多特权, 可以决

定国家的内政外交安全军事诸多方面,但现在该国已

转变为总统2议会制。虽然季莫申科没有获得总统选举
的胜利, 但她目前仍然是乌克兰反对派的领军人物。

一旦季莫申科的支持者在下届乌克兰议会选举中重新

控制议会,亚努科维奇的处境会和其前任尤先科一样

艰难。1112

另一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亚努科维奇和季莫申科两

人的支持者界线分明,西部和中部支持季莫申科, 东部

和南部支持亚努科维奇。如此以产业、语言和历史影

响为标准的划分对亚努科维奇未来的施政极其不利,

甚至埋下动荡的隐患。因此, 亚努科维奇在获胜后应

该确保季莫申科仍将会获得重要职位,因为亚努科维

奇和季莫申科代表着乌克兰观点相异的东西部, 两位

候选人的不合将导致深刻的政治危机,并可能导致国

家的分裂,而这对于已经陷入经济危机中的乌克兰民

众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结语

乌克兰是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最大国家, 对于俄

罗斯尤为重要。约翰 #莫里森( John Morrison)曾经指

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之于东欧, 犹如法德关系之

于西欧。
1122
正如后者构成了欧盟的核心一样, 前者对东

正教世界的统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亚努科维奇在当

选总统后开始积极修补尤先科当政时受到损害的俄乌

关系。但是亚努科维奇也清楚地认识到,乌克兰需要

融入欧洲,与经济实力强劲的欧盟加强联系,无疑会为

乌克兰脆弱的经济注入大量必需的投资,以及带来先

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的今天,在乌克兰问题上, 有利益冲突的大国应更多地

寻求冲突之外的利益交汇点, 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加

强多边磋商和战略互动, 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取得利

益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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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existence of realist, liberal ist and constructivist schools. In compari son wi th col lective security, quasi2al2
l iance and cooperat ive security , alliance seems to be various in expression, but remains a unique model of secu2
ri ty arrangement, f eaturing f iv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The f ive attributes are the major criteria to eval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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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 at ion theo ry in C ontemp or ar y C hina by Liu Chuanchu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International Rel ations. Based on the dema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Marx and Engels regarded the nation2state as the main acto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

holding on f i rmly the inner identity between nation2state and productive methods of Capitalism, putti ng f or2
ward a sci entif ic and orginial theory abou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hich is the origi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 ion the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Guided by this theory , China has striven to bui ld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 ion system wi th democracy, diversity and Win2win as main characterist ics, for the goal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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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A S tud y on Basque N at iona lism in Spain by X iao Xi & Yang Chenxi

The i ssue of Basque national ism in Spain is l ong existing and is deeply rooted in profound social, economic,

poli 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he nationalistic complex of the Basque people has been further deep2
ened by its unique history . To a large extent, this issue is greatl y inf luenced by the pol icies towards the Basque

areas held by the ruling classes in dif f 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by the contemporary democrat ic government.

ETA, establ ished in the time of Francops totalitarian rule, has already become the biggest malignant tumour

outside the present Spanish autonomism. Thi s essay makes a thorough and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n the ori g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Basque national ism in Spain, and on such basis, the author

comes up with several reasonable ref lect ions.

69  Rel ig ious Eth ical M o r al ity and Amer ican D iplom acy by Y ang Weidong

Reli gion i s the basis of ethical moral ity in America and the Puri tan view of ethical morality makes America to

regard itself as the avatar of justice and morality, whi ch enables it to burden the obligation of punishing crime

and evi l. Such view has great inf lu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p views of the world, and also has certain impact

on Ameri can diplomacy. Real ism and liberali sm, however, dif f er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such view of ethi2
cal morality in Ameri can diplomacy. As f ar as the school of reali sm is concerned, the rel igious ethi cal morality

in American diplomacy is a kind of utopianism, however, in the opinion of the school of liberal ism America

real ly has some ethical morali ty complex in international poli tics.

75  An An aly sis o f the T w o Ukr ainian Pr esid en t ial Elect ions an d U krainian Dom est ic Pol it ical C r isis
by Zhu Shi

The f ourth presi denti al election af ter the independence of Ukraine was held on October 31, 2004. The dispute

led to the pro2west leader Viktor Yushchenko taking of f ice. Because people in Ukraine were weary of endless

poli tical strugg les and dissati sf i ed with the decline of living standard, the l oser of the 2004 presidenti al el ect ion

Viktor Yanukovich became the winner in 2010 presidential elect ion. These two elections ref lected the wide2
ning gap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in Ukraine due to historic, economic and reli gious reasons: the west is

mainl y agricultural area, part of whi ch orig inally belonged to Austrian2Hungarian empire, and most residents

believe in Catholicism; the east is Ukraineps industrial base, i n which steel, coal, chemical and munit ions in2
dustri es are concentrated, and most residents are followers of the Orthodox Eastern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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