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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复兴之路的俄罗斯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6-16 期数：545 阅读：349次

      俄罗斯自1990年6月12日脱离前苏联宣告独立以来，在经历了叶利钦时代的混乱和普京时代

的治理后，逐渐开始摆脱纠缠了10余年衰败的困扰，走上了复兴之路，朝着告别后苏联时代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 

 
      后苏联时代是相对于前苏联而言的，指的是前苏联的各个国家面对苏联解体的结局、复杂多

变的国内外形势所进行政策调整的过渡时期，突出表现在国家的再整合、再定位的策略选择上，

一些国家加入了西方阵营——欧盟以及获得北约观察员国地位。但就前苏联这一具有广泛战略意

义的空间来讲，俄罗斯以其潜力巨大的自然与社会资源在这一空间的再转型过程中起着关键作

用，其表现尤其值得关注—— 

 
 
 

走上复兴之路的俄罗斯 
 
 
 

 张咏 
 

 
俄罗斯的国徽是一只金色的双头鹰，分别望向东方和西方。 

“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人终将找到答案    来自《旅行家》 

 
 
 



实行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政策 

 
 
      与叶利钦时代一味迎合西方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根据俄罗斯实

际情况在国内推行“可控制民主”，改组了联邦制结构，“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国家管

理体制基本成型，使国家统一、权力集中、政令畅通局面的实现成为可能。 

 
      国际关系方面，俄罗斯首先调整了对独联体政策，区别对待以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集体

安全条约成员为主的亲俄国家和由“民主选择共同体”成员构成的亲西方国家，包括出台一系列

对那些亲西方国家以国际价格出售俄罗斯能源的措施和办法，彻底打消了他们既想享受俄罗斯提

供给独联体国家的优惠能源政策、又试图倒向西方的企图。俄罗斯报纸曾用“终于甩掉了乌克兰大

包袱”的题目来欢庆俄罗斯的胜利。实际上，正是出于对“颜色革命”的担心，独联体内部不少

亲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更加密切，就连那些亲西

方国家内部也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对政府一味倒向西方的短视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英国《卫报》

刊登文章指出，前苏联国家对“颜色革命”兴趣渐失。 

 
      其次修正了以往唯西方是从的做法，开展独立、务实与多极化的外交。2005年下半年以

来，俄罗斯外交的特点是已开始由面对西方咄咄逼人处于守势的状态转为积极的攻势，突出的事件

就是不顾西方的威胁运用能源武器与昔日“小兄弟”斗智斗勇、邀请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领

导人访俄、独立参与解决伊朗核问题危机等，这都显示了俄罗斯捍卫自身利益的坚强决心，凸现

了俄罗斯作为地区大国所应有的风范和魄力。 

 
      最后是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基于对“多极世界”的认识，俄罗斯与

中国、印度以及中亚已经就地区安全问题、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的建立达成广泛共识。 

 
 
 
 

经济的强劲增长为政府既定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现实保证 

 
 
 
 
      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4.3%，俄罗斯为6.4%，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1.67万亿卢布，

约合7700亿美元，人均超过5000美元，比1999年普京出任总统时157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翻了两番多，国民经济连续6年保持较快增长；外汇储备在今年1月就已经达到1814亿美元，从

前苏联继承的外债几乎已偿还完毕。总体经济水平已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70%，有报道称其军事

实力也已恢复到解体前的80%。 
 
      针对一些西方媒体称俄罗斯经济增长全靠油价上涨的论断，俄总理弗拉德科夫指出，石油产

业在国家经济的贡献中只有30%左右，俄罗斯经济结构已发生质的变化。不可否认,国际油价的

上涨是俄罗斯经济复兴的重要推动力，但与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的变化也不无关系，经济成分的



多样化与内需的拉动构成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据统计，去年俄罗斯IT产业总值已超过

300亿美元，并且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此外，为了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俄罗斯已于去年筹

建经济特区，全国共建10个特区，今年将正式启动，明年投入运行。 
 
 
 

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趋向合理 

 
 
 
      国际上通常把比较成熟的社会结构比喻为“橄榄型”，即两头大、中间小的结构，在这种结

构中中产阶层所占比例较大，成为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稳定因素。经过10余年的探索，俄罗斯的

中产阶层已开始出现，并有逐步扩大的迹象。据俄罗斯社会学家的分析，俄罗斯目前中产阶级所

占人口比例约为30%，这个比例虽然还不够理想，但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形势的好转，这一比例

在人口分布中会逐步加大。 

 
      中产阶级的出现必然伴随着购买力的增加。虽然目前俄罗斯职工月工资约300美元，但地区

差异仍很明显，莫斯科职工的月工资可达500美元，并且其收入中的70%为可支配收入，而普通

西方消费者只有40%。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去年俄罗斯1.4亿人口中就有1.2亿部手机，仅去年一

年就增加5000万部用户，20%的家庭拥有电脑。据美国专业人士分析，去年约有800万俄罗斯

人的月收入为2000美元，350万俄罗斯人的月收入超过4000美元。最近公布的《福布斯》世界

富人排行榜，俄罗斯已有33人进入其中。美国的权威杂志《商业周刊》根据莫斯科Mega—1超市

去年5200万次的客流量，将这一开业仅3年的购物中心评为2005年世界客流量最大购物中心，其

中的分析文章感慨地说，很多俄罗斯人和西方人生活得一样好或者更好。 

 
      据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统计，与1998年相比，感到“难以生活”的人由45%降到21%，感到

生活“还算不错”的人由5%增加到25%，对生活“泰然处之”的人由24%上升到44%，绝大部

分年轻人不选择回到过去生活。同样，据一项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的调查表明，在多

数生活积极性指标上，俄罗斯年轻人比西欧同龄人高出近一倍。 

 
      当然，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出现并不完全依赖人口的自然分化，政府的参与同样不可或缺。政

府除了出台一些鼓励和刺激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外，国家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措施必不可少，而

且这种措施往往还可以与扩大内需等经济政策紧密结合起来。普京去年9月就提出，要在2008年
前实施发展保健、教育、农村建设和住房建设等4项全国性工程，为此成立由他亲自挂帅、第一副

总理梅德韦杰夫具体操作的委员会，今明两年分别拨款1800亿和1930亿卢布将该工程正式付诸

实施。这将是俄政府扩大改革受益面、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树立国家信用、进而

消除“颜色革命”对国家安全带来隐患的重要战略步骤，从深层次上体现出俄罗斯的人文主义传

统和其社会分层特点。 

 
      正是中产阶级的出现导致俄罗斯社会结构发生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阶层化趋势。这个阶层的出

现除了对于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外，对社会的政治生活方面的干预也有加大的趋向。往日的官僚

阶层曾经垄断了国家的整个体系，包括政治力量、财产所有权、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及其制度，



现在的俄罗斯则出现了一种中产阶级和官僚政治的混合阶层。这种转变是社会进一步分层的基

础，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普京把国内存在的3种主要

思想——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巧加取舍，融合所采取的务实主义为俄罗斯社会结构的

分层更加合理提供了重要保障。 

 
      虽然近几年俄罗斯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俄罗斯的复兴仍面临诸多考验，还存

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如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不足、普京之后的发展选择、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俄罗

斯一贯的“围剿”等等问题依然是困扰俄罗斯日后发展的重要障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一

个拥有巨大科技、经济潜力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会永远停滞不前，一个更加

成熟、自信和富裕的俄罗斯必将出现在世人面前。正如阿根廷一家报纸评论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

从属于西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俄罗斯不再是曾经的那个苏联，也不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孱弱的

大国了。 

   
      俄罗斯已走出“后苏联时代”的阴影，正在向通往复兴的道路上大步行走。祝福俄罗斯一路

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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