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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京执政八年，俄罗斯政治波澜壮阔，经济欣欣向荣，外交风云诡谲！
　　车臣战争、寡头落马、北约东扩、颜色革命⋯⋯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影射着俄罗斯的政治制度
、外交环境！
　　普京计划、主权民主、能源武器、战略反制⋯⋯一系列守正出奇的举措彰显着普京总统的政治智
慧、人帮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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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普京时代的开启1999年12月31日晚，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并推举总理普京代理总
统职务。
2000年1月1日0时起，普京开始履行代总统的职责。
自此，俄罗斯开始正式进入“普京时代”!第一节 世纪之交俄罗斯的严峻形势普京执政之初，从叶利
钦手中接过来的政治遗产是俄罗斯政府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俄罗斯政治体制也处在变革的十字路口
。
第一，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已对政府工作严重不满，民众已经丧失了对国家
政权的信心。
 1996年以来，叶利钦总统的身体健康问题成为引发俄罗斯政局动荡的重要诱因，并直接导致俄罗斯社
会对叶利钦执政能力的不信任。
政治评论家和普通民众普遍认为，由于叶利钦健康状况不佳，信息封闭，俄罗斯政治已经成为寡头式
的资本主义，叶利钦实际上不得不将自己的部分权力授权给自己的心腹。
家族势力和金融寡头无所不能。
1998年以来，叶利钦走马灯似的频繁撤换政府总理的做法，以及政权内部的混乱状况更是加剧了政权
危机：安热罗一苏真斯克地区、尤尔加和托普卡地区的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俄罗斯各地区纷纷加入
了反总统运动。
梁赞州杜马在1998年5月底向叶利钦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总统“自愿迅速辞职”，公开信引起了连锁
反应，伏尔加格勒州等的议员也先后发出这种呼吁。
与此同时，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削弱了叶利钦的政治地位，原先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精英
阶层也对政府工作不满。
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认为，l998年的经济危机不是基里延科政府几个月工作造成的危机，而是制度的
危机。
任何按照丘拜斯或切尔诺梅尔金总理的主宰者原则建立起来的“金字塔”都必定会倒塌。
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的政治冲击波甚至使很多政治观察家认为叶利钦已耗尽了自己的根基，遭到彻底
的失败。
俄共等议会党团1999年在国家杜马中提出了对叶利钦的不信任案。
要求叶利钦辞职的政治也成为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热点问题。
第二，就政治体制本身而言，不仅宪法权威受到挑战，而且关系国家稳定根本大局的政体问题也成为
俄罗斯发展的焦点所在，并导致宪法修正成为俄罗斯政治中的尖锐问题。
地方权力在叶利钦时代自行其是，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更造成国家根本大法——宪法权
威的旁落。
但是，叶利钦政权已经难以顾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在中央政府层面，俄罗斯的政体问题已经成为政治矛盾的导火索。
1998年9月，俄罗斯总统、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和政府之间甚至签订了政治协定草案，提出关于修改
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立法动议，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重新分配权力，以便扩大俄罗斯联邦会议两院的权
力和监督职能，扩大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权力，协调立法权力机关和执行权力机关的行动。
美国学者甚至认为，总统权力式微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职能的实施没有国家杜马的同意越来越困难，
俄罗斯开始具备稳定的议会政府的特征。
l999年2月，普里马科夫在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上谈到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时，提到彻底修宪一事迫
在眉睫。
新宪法应以联邦会议的文本为基础。
而且，在整个修宪进程中要征求各权力机构的意见。
尽管l999年9月国家杜马未能通过由俄共等左翼议会党团提出的限制总统解除总理职务权力的宪法修正
案，但是确保政治体制的稳定甚至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最低要求。
总之，在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领域，刚刚上台的普京面临重重困难!就国家结构形式而言，联邦制度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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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俄罗斯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地方权自行其是；就国家权力结构而言，立法机构与执行机构之间
矛盾重重，互相争斗，严重影响了政权的执政能力与效率；就政权的基础而言，叶利钦依靠“家族”
和寡头的政治力量造成民怨极深，腐败问题也难以解决；就政治价值观而言，社会思潮千姿百态，难
以达成凝聚俄罗斯全民族的思想。
不仅如此，政治发展的无序与不稳定，直接造成俄罗斯经济多年徘徊不前。
就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而言，俄罗斯没有真正建立起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经济中多年沉积
下来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l999年俄罗斯经济虽然一改持续近十年的下滑趋势，但主要得益于金融危机后卢布贬值、国际市场能
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经济已经走上复苏之路。
更令俄罗斯形势雪上加霜的是，事关国家安全与统一问题的车臣局势的变化。
1999年8月，以巴萨耶夫和哈塔卜为首的车臣武装分离分子先后两次入侵临近的达吉斯坦，企图建立一
个独立的伊斯兰共和国。
8月31日、9月9日和l3日，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分别在莫斯科先后制造了三次针对平民的爆炸事件，激起
了俄罗斯社会和民众的极大愤慨。
久拖不决的车臣问题是缠绕独立后的俄罗斯政府的一个难以摆脱的梦魇。
车臣问题由于分离势力恐怖活动的扩大化与恶性化而在1999年显得更加突出。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面临十分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
也正是由于上述严峻的形势，直接导致叶利钦在第二任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
叶利钦需要将权力转交给一个强有力的、德高望重的接班人。
普京的出现让俄罗斯人民看到了希望!他在出任总理期间的果断作风更加适合俄罗斯人对于国家政府首
脑的要求。
普京曾经亲自驾机前往车臣前线!他的“将车臣匪徒溺死在马桶里!”的强硬言论，曾赢得俄罗斯国民
的极大支持和欣赏!普京成为挽救了俄罗斯的民族英雄。
普京在车臣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第二次车臣战争的顺利进展，为其担任总统做了很好的铺垫
，使其在政治上得了高分，并得到俄罗斯国民的普遍支持。
第二次车臣战争的顺利结束，使普京成为俄罗斯国民心目中俄罗斯领导人的最佳人选。
第二节 普京八年的开始普京八年的开始实际上经历了两个准备阶段：l999年8～12月为第一个阶段，叶
利钦选择普京为总统接班人，并亲自将普京送上了最高政治舞台；2000年1～5月为第二个阶段，普京
适应时代要求，采取符合民意的政治举措，最终赢得了2000年总统大选，拉开了普京八年的帷幕。
1999年8月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解散斯捷帕申政府，任命普京为代总理，并向国家杜马
提名普京为新总理。
叶利钦在电视讲话中宣布，普京是他的总统接班人。
1999年8月16日，国家杜马以233票赞成通过叶利钦对普京的总理提名。
叶利钦随后签署命令任命普京为联邦政府总理。
l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宣布辞职。
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后，普京从次日0时起开始履行代总统的职责。
 叶利钦选择普京作为接班人是他长期考察并深思熟虑的结果。
叶利钦自己表示：“任何牺牲、任何撤职、任何政治配置的变动都不可能出于偶然或者仅仅是战术面
的考虑；每走一步，我都必须考虑到整体战略，考虑到中心任务。
”叶利钦认为，俄罗斯总统应该具备像普京这样具备巨大的意志力和坚决果断的品质。
但是，直觉让叶利钦没有过早地把普京推上政治斗争的舞台。
在提出斯捷帕申作为候选人的时候，叶利钦就清楚他将会被解除职务。
叶利钦这个“临时总理”的战术是因为普京未来被充分接受。
因为他认为，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对手充分表现之后，在真正的竞选争夺进行到高潮的时候，普京的
突然出现，才会使他坚定强硬的性格完全发挥效力。
“如果某一步棋走得非常突兀、出人意料，而且极具攻击性，那么它总能使对方措手不及、无力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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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这步棋看上去是绝对不合逻辑、不可预见的。
对于这一点，在自己的总统生涯中我不止一次地验证过。
”但是，如果用政治权术和阴谋来概括叶利钦的选择显然是不全面的。
虽然叶利钦自述权术高明，但是叶利钦的辞职是以普京在总理职位上的出色工作为前提的，这包括普
京对恐怖分子的有力打击和l999年底国家杜马选举中亲政府党派的胜利。
这些成绩是普京敢于面对棘手问题、勇于承担政治责任、独立决策的政治活动的结果。
第一，普京力主严厉打击车臣非法武装，并以此为契机积极改善了政府与民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
1999年9月14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达吉斯坦局势、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反恐怖活动措施
的决议。
9月23日，俄罗斯联邦军队开始对车臣非法武装展开大规模围剿。
10月1日，俄军进入车臣境内打击车臣非法武装分子。
俄罗斯选民对车臣局势及联邦中央在车臣采取的反恐怖主义行动的态度，在12月19日举行的议会选举
结果中得到了反映。
选举结果表明，无论在联邦选区还是在单一选区中，无条件赞成在车臣采取坚决果断行动、主张彻底
消灭恐怖分子、面对西方压力采取强硬态度的候选人得到了俄罗斯选民的最大支持。
第二，政坛力量出现有利于政权的积极变化，政治稳定的局面初步形成。
1999年9月27日，“团结”运动宣告成立。
普京表示支持，并亲自参与组建和宣传。
1999年12月19日俄罗斯举行了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团结”竞选联盟获得23．24％的选票，加上单
席位选区夺得的席位，共获得72席，成为国家杜马第二大党。
在新一届国家杜马的政治力量配置上，“左派”力量不仅失去了绝对多数地位，而且进入国家杜马的
政治派别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普京的认可。
政权可依靠的政治力量第一次在国家杜马中占据了优势。
叶利钦表示，新一届议会的选举结果表明民众已将未来希望交给新一代的政治人物，他的历史使命已
经完成。
第三，社会意识的倾向有利于普京作为强势人物的出现。
 正是由于普京坚决打击恐怖势力、整顿政治秩序等政治举措让俄罗斯普通民众意识到，普京就是俄罗
斯社会需要的人，是整顿极度混乱秩序的人。
面对俄罗斯严峻的形势，民众期待强硬的管理者，期待大胆纠正所有社会弊端的人。
普京的适时出现，让这种潜在的社会意识很快找到了释放对象。
即使是叶利钦本人也深信：“普京之所以受到欢迎，主要是因为他赋予了人们希望和信心，让人们感
觉到了安宁，感觉到自己深受保护。
他没有玩文字游戏，而是诚恳并且坚定地对这些事件作出了反应，这也正是俄罗斯数千万民众对他的
期望普京让人们感受到了由国家所保障的个人安全。
人们相信他，相信他能保卫他们。
这成了他受欢迎程度迅速上升的主要原因。
很久以来，饱受政府危机之苦的国家从未有过如此积极的情绪，而它却由一位刚刚当政的年轻政治家
激发出来了。
这个事 实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普京使俄罗斯摆脱了恐惧，俄罗斯对他报以深深感激。
”国家杜马选举结束不久，就在各派政治力量还在总结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与影响，尚未将主要精力
完全转人总统大选的时候，1999年l2月29日，还在担任政府总理的普京就在俄罗斯政治网上发表了《
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全面阐述了他的治国思想。
12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全文转载。
这是普京八年开启之际一篇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普京至少在政治理念层面作
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政治人物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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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文中可以看出，普京认识到俄罗斯不属于代表着当代世界最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并面
临着十分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俄罗斯长期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应当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消除持续已久的危机，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
和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普京强调，俄罗斯要树立起强国意识，加强国家的作用。
普京知道叶利钦有辞职意向是在叶利钦正式宣布辞职前l0天，因此，《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应该是在
普京知道了自己将就任代总统后发表的，它事实上是普京的总统竞选纲领的雏形。
2000年1月13日，普京宣布参加总统竞选。
2月25日，俄罗斯《消息报》刊登普京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
普京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
他指出俄罗斯存在三大主要问题：缺乏完成所开创事业的国家意志和坚定信念；没有严格和公认的规
则；对俄罗斯拥有的资源缺乏清醒的认识。
这些问题阻碍经济和国家的发展，威胁俄罗斯的进一步生存，继续对它们置之不理比着手解决这些问
题要危险得多。
普京在公开信中提出了富国强民的思想，其竞选口号为“让公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认为要使俄罗斯摆脱落后局面，应该优先发展的方向是：消除贫困，改善民众生活； 保护市场，使其
免遭达官显要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为了国家崇高的民族尊严恢，复公民的个人尊严；从国家利益
出发制定对外政策。
随着致俄罗斯公民的公开信的发表，普京开始发动自己的攻势。
选民将普京提到的优先方面概括为：“打赢车臣战争”、“加强国家地位”、“打击犯罪”、“消灭
贫穷”。
 这些优先方面得到了选民的热烈反应。
2000年3月26日，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
普京以52．94％的得票率击败其他l0位总统候选人，当选第三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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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京时代》(2000-2008)编辑推荐：给我20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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