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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及其走势 

  潘德礼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月4日第3版 

 

  一、当前俄罗斯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 

  1.政治体制、权力体系基本定型，政局稳定。普京执政以来，理顺了各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各方的权力和责任。总的趋势

是，执行权力特别是总统权力不断扩大，议会和司法权力相对于总统权力处于弱势地位；逐步将能源、军工、经济垄断部门等重要经济部门

的控制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而控制和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增强了政府的行为能力：通过控制新闻媒体，使得反对派和其他攻击政府的

声音大为减少。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以设置联邦区和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的方式，使联邦中央、总统 拥有了对地方当局进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机

制：将裁定地方领导人、地方议会违宪行为的权力收归联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联邦中央约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预机制：将地方领导人的影响

力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预、影响联邦中央决策的能力；通过改变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掌握了地

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中央对地方当局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 

  在政党制度建设方面，通过政党法、地方选举获胜政党参与联邦主体领导人权力分配法。修改补充选举法、政府法，致力于培育有全国

影响的大型政党。允许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加入政党。 形成了强大的“政权党”。由选举获胜的政党参与地方权力的分配，从而向政党政

治迈进了一大步，并为以后在联邦一级实行按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决定政府组成奠定了基础。 

  普京充分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运用法律手段，通过行政系统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逐步形成了一种保持民主形式、实行

总统统一领导的权力体制和管理方式。社会多数接受了普京的“主权民主”。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改善，增进了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和依赖程度，社会政治形势保持稳定。 

  2.普京拥有很高的社会支持率和威望，目前没有任何俄罗斯政治家能与之相比。普京上任以 来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得到了广大民

众的拥护和支持。尽管 2004 年俄政府出台的社会福利改革曾遭到了社会的强烈抵制，使普京的社会支持率一度有所下降，但也一直保持在 

70%左右。 

  2005 年以来，社会上关于 2008 年普京有可能连任总统的议论，以及普京将决定自己“接班人”的做法，曾成为反对派攻击普京的把

柄。这从反面也证明了普京本人的威望和民众对他的信任与期望。在普京多次表示不谋求第三个总统任期之后，以及社会不对普京连任存在

预期的情况下，目前仍然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拥有可与普京相比的社会支持率，这增加了 2008 年俄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 

  3.“政权党”一党独大，反对派处境艰难。在新的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情况下，俄各派政治力量开始了新一轮分化、组合。其特点是

“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该党得益于坚定支持普京的治国方略和几乎所有的方针政策，并有各级政府官员、地方领导人

的积极参加而成为实际上的执政党。该党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据称其党员人数已达 110 万人。 

  为了迎接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在俄执政当局的授意和支持下，第二个“政权党”，即由“祖国”党、“退休者”党、“生活”党三党

联合而成的“公正俄罗斯：祖国、退休者、生活”(简称“公正俄罗斯”党)应运而生，其主席由原“生活”党领导人、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

诺夫担任。该党宣称支持普京的政治经济路线，并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方针。以捍卫劳动者利益、维护社会公正为旗号，争取左翼共产党人的

选民。 

  第二个“政权党”的出现进一步威胁到其他反对派——俄共以及右翼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在反对派看来，这只不过是普京为了更好地操

纵群众而创建的党。 

  作为左翼反对派的俄共在当政集团和其他各种政治力量的挤压下处境艰难，近年来又经历了几次大的分裂。与此同时。右翼党派的日子

也不好过。2003 年，俄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右翼政党已完全失去了民心。不过，在当今俄罗斯社会毕竟存在着亲西方的自由派政治

思潮，存在着倾向于自由主义的选民，正是这一点使右翼政党看到了希望。目前，俄各主要右翼政党也开始了联合的尝试。右翼力量联盟、

“亚博卢”党和“自由俄罗斯”党都已获得了参加 2007 年议会选举的入场券，但因形势所迫它们也在积极探索联合的途径。 



  4.民族主义情绪呈上升趋势。随着经济复兴、国际地位的提高，大俄罗斯主义情绪又开始抬头。一方面，社会上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不

断蔓延之势，民族主义团体组织、“光头党”活动猖獗，排外事件频频发生。另一方面，俄罗斯政界、学术界不断有人发出有关“收复失

地”、恢复俄罗斯“帝国”的言论。同时一些主要政党的党名也往往冠以“俄罗斯”的称谓。如“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

“自由俄罗斯”党等。 

  二、今明两年需要关注的若干问题 

  今明两年最需要关注的是，2007 年 12 月的俄国家杜马选举和 2008 年 3 月的俄总统选举。这两次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将关系到俄

罗斯能否保持其目前的良好发展态势，能否继续贯彻普京路线及其冶国方略。 

  1.新的政党格局的形成及各主要政党的竞选纲领。2007 年的国家杜马选举将是 2008 年总统选举的重要预演，前者的成功与否直接

关系着俄最高国家权力能否顺利交接。因此，执政当局早已开始了积极的准备。力图对杜马选举进行有效的控制，以取得选举的胜利，全面

控制新一届国家杜马。 

  目前的社会调查表明，“统一俄罗斯”党拥有 41%～46%的支持率，远远高于其他政党。另一个“政权党”——“公正俄罗斯”党的支

持率也从联合前的 5%上升到 11%，俄共和自由民主党分别以 7%和 5%的支持率紧随其后。需要密切关注这些政党以及即将联合的右翼政党

的发展变化情况，密切关注其竞选纲领。 

  2.精英集团和主要政治精英的态度。在俄罗斯，对于民众而言，政治仍然是精英的政治。普 京执政以来。保持了精英集团、干部队

伍的稳定与相对团结。现在还很难说谁将是普京的接班人，但如不出现特殊情况，下一任俄罗斯总统将来自普京现在的精英集团。普京也曾

表示。将在恰当的时候向俄罗斯选民推举他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这种选择“接班人”的做法，将使普京所拥有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民意资源

转到其所推荐的“接班人”身上。因此。今后需要对俄罗斯精英集团和主要政治精英进行观察，特别是注意其重要的人事变动。 

  3.“主权民主”与普京的治国方略。为了应对“颜色革命”以及内外反对势力对俄罗斯强化 国家政权体系做法的攻击，在 2005 年

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在解释其对民主的理解时，使用了“主权民主”一词。其主要内容是：俄罗斯拥有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进行民主建

设的权力，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反对西方国家利用民主问题干涉、指责俄罗斯的内部事务；民主应当服从于维护和加强主权的要求。此

后：“主权民主”的内涵经过俄罗斯官方、半官方、学者和政治家们的诠释而进一步丰富，开始成为对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在政治领域一整

套做法，即对普京治国方略的褒奖和肯定。目前，“主权民主”还在发展过程中。能否成为某种“国家意识形态”、“准国 家意识形

态”，仍有待跟踪观察。 

  此外，普京时代的“保持民主形式、实行总统统一领导”的权力体制和管理方式，是否能够延续下去，是否会为以政党为核心的治理模

式所代替，都有待进一步跟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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