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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俄罗斯政治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俄罗斯政治研究也力图追随这种千变万化，但万变却难求其
宗。
俄罗斯政治变局问题的研究历来都具有挑战性，因为俄罗斯政治变局经常带有突然性、隐蔽性、神秘
性和难预测的特点。
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探讨俄罗斯政治问题，分析俄罗斯政治局势发展变化的轨迹，破解俄罗斯政治变
局的趋势。
而2007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和200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则给我们提供了观察俄罗斯政治变局的很好的
机会和题材。
2007年9月，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成立了俄罗斯国家杜马和总统选举研究课题组，展开研究工作，这
本书就是该课题的成果体现。
这本书主要关注点是对这次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和俄罗斯总统选举进行分析，并通过这些分析和判断
来预示俄罗斯未来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发展态势。
而且，上述俄罗斯的选举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普通选举，而是俄罗斯执政者通过这些选举对俄罗斯
最高权力实行战略性的政治安排。
尽管这些政治安排具有执政者的战略意图，但这些政治意图必须经过合法的政治程序加以确立。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团队做得十分精彩，一方面所有高难度的政治安排都顺利地经
过现行法律程序加以确认，另一方面民意指数持高显示了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政治资源的丰厚。
关键的问题在于，产生了梅普组合——这个非常奇特而奇妙的政治组合和政治结构。
这种政治组合将对俄罗斯的未来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普京是一位对俄罗斯国家利益高度负责任的杰出政治家，是俄罗斯历史上难得的富有高度政治智慧和
才能、怀有远大的俄罗斯政治抱负和超强俄罗斯情怀的政治家。
普京从总统到总理的职务转变说明了四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普京敬畏俄罗斯宪法，不谋求仅仅
为维护最高权力而修改宪法；第二，普京为了完成俄罗斯复兴和崛起的历史使命，不在乎从总统再到
总理的职务低转，采取直接“驾辕”和“驱动”的方式，直接突到改革的前沿，直接指挥，无人扬鞭
自奋蹄，驱使俄罗斯更快复兴；第三，普京职务低转表明普京不是恋权之人，而是富有高度历史责任
感的政治家；第四，普京通过政治团队，通过志同道合的最高政治权力的战略合作者来实现俄罗斯的
历史使命。
梅普组合是战略目标的有机组合和政治契合，是最高政治权力的有机组合和契合，是普京团队的有机
政治组合。
其中战略目标组合是基础，最高权力组合是实质，普京团队组合是框架。
如果对这次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的选举进行评估则可以说，第一，达到了普京所设定的目的，即俄罗
斯统一党获得了国家杜马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从法律制高点上实现了关键性的战略布局；第二，梅
德韦杰夫选为总统，普京成为政府总理，实现了梅普组合，实现了俄罗斯最高政治权力在普京团队手
中的顺利传递，普京团队依然保持政治直通道并得到俄罗斯民众的认可。
梅德韦杰夫总统作为普京团队的领袖人物，多次强调俄罗斯的战略已经确立，应该保持俄罗斯政策的
连续性，但是我们可以预期，梅德韦杰夫作为新任总统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特色，会
有自己的偏向度，但这肯定都是普京所赞许的。
因为，普京的政治安排是刚性的，而不是柔性的。
这里有三个因素值得注意：第一，梅德韦杰夫是最了解普京政策的政治人物，是亲自参与普京计划制
定的政治人物；第二，梅德韦杰夫是普京最信赖的政治人物，是普京认为最能够体现和实施其战略和
政策的政治人物；第三，普京不想浪费过渡期，不想损耗政治资源的合法性。
当然，未来俄罗斯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问题。
从综合性的情况看，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恰恰来自普京团队的内部，来自团队内部的矛
盾，还要看到俄罗斯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普京团队不可避免的相互矛盾的影响。
俄罗斯行走在复兴的路上，在这个进程中俄罗斯越来越使用其复兴历史上所惯用的一系列政治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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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和文化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俄罗斯的政策越来越具有俄罗斯特色，但俄罗斯历史上具有对市
场经济不自觉的排斥的传统，但愿这种传统不会影响到俄罗斯的进一步发展。
在历史上，俄罗斯总是指望通过非市场的方式来解决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问题，但俄罗斯
若想获得有成效的、持续的发展，就必须有效地利用和释放市场经济的因素，全面建设市场经济机制
，这样俄罗斯经济就会走上健康的道路。
因为运用非市场经济的强制发展方式暂时会获得迅速发展但最终会失速，而且行政命令体制所推动的
迅速发展还会掩盖一系列深层次的经济发展问题。
这一点特别值得俄罗斯执政者的注意，避免重蹈覆辙。
本著作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俄罗斯2007年国家杜马选举和200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进程
。
这部分共有三章，第一章评述选举之前俄罗斯政治情态，第二章主要评述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的进程
，第三章主要评述第五届总统大选的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分的主要任务是描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进程，但并不仅此而已，这
部分的特色是通过对上述选举进程的描述对各种政治力量的竞选战略和策略加以分析，尤其是当权者
的政治战略安排和考虑。
这部分给读者提供的是上述两次选举的客观、全面和确切的信息和政治涵义。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普京道路及其延续问题，这部分包括三章内容，第四章主要阐述普京的政治资本，
这一章主要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上述两个重要的选举中为什么能够取得如
此重大而稳健的成功。
这一章承前启后，既回答了第一部分的相关问题，又为本书继续深入探讨问题提供了基础。
第五章重点分析和归纳“普京计划”，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涉及俄罗斯的重要发展战略问题，尽可能地
揭示普京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安排。
第六章就是讨论“普京计划”实现的政治机制和最高权力机制，即“梅普组合”问题，这是本书的核
心问题和重点问题。
本章也有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事实上梅普组合给俄罗斯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确定性，同时梅普
组合问题本身就是俄罗斯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这种政权机制是俄罗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既然是前所未有的，没有经验可借鉴，就需要摸索，而摸索就会面临问题和困难，因此，我们必须
从俄罗斯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战略和机制构架方面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以求最大限
度地得出符合俄罗斯实际的结论。
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俄罗斯未来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
这部分包括四章内容，第七章主要讨论俄罗斯政治发展中的官僚机制问题，换句话说，俄罗斯所制定
出来的发展战略通过怎样的政治机制加以落实，以及俄罗斯官僚体制的效率问题、俄罗斯如何解决比
较严重的腐败问题等。
第八章集中讨论俄罗斯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因为俄罗斯未来的主要任务还是要解决
发展问题。
在解决发展问题上俄罗斯将面临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第九章集中讨论俄罗斯发展面临的国际困境及政策发展趋势，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国际局势的发
展和变化对俄罗斯都会产生影响。
本来我准备在终章中比较系统地阐述我的观点，但其他工作使我没有时间做到这一点，但我还是不甘
心，于是我将相关的两篇文章作为前两节的内容。
2007年夏天，我在香港《中国评论》杂志第7期发表了《俄罗斯的政治方程式》一文，对俄罗斯的总统
选举和政治发展做出了一些判断，我认为这篇文章本身就是研究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组成部分。
2008年，我应邀在《当代世界》上发表了文章《普京这八年》，对俄罗斯过去和未来又做出了相应的
分析。
第三节则是我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趋势所进行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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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俄罗斯政治变局经常带有突然性、隐蔽性、神秘性和难以预测的特点。
梅普组合是俄罗斯执政者对俄罗斯最高权力实行战略性的政治安排。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团队做得十分精彩。
关键的问题是，这个非常奇特而奇妙的政治组合和政治结构，其结局如何，人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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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反对修改宪法，普京放弃‘总统第三任期”早在几年之前，俄罗斯学者就发表文章指出，事
实上，在2004年结束总统第一任期之后，普京就已经具备了长期执政的各种主客观条件。
理由是：其一，2001年以来，支持普京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完全占据了议会多数，没有任
何一个反对派政党能够与之相抗衡，这为普京长期执政创造了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
在必要的时候，普京完全可以借助“政权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通过修改相关法律，甚至修改宪
法，延长自己的任期，以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
其二，普京极高的个人威望，为他借助民意，最大限度地施展个人权力，限制反对派的发展空间和引
导社会舆论提供了现实条件。
为了解决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2000年当选总统不久，普京提出了一套建
立“强大而稳定经济”的强国战略。
普京的这一政治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俄罗斯广大民众的心理诉求，因而赢得了社会的普遍支持。
经历了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动荡，民众已经厌烦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他们的思想政治倾向性发生了变
化，不再为那些立场相互敌对的极端主义政党所左右，整个社会开始由两极逐渐向中间靠拢，从而使
社会对立程度大大降低，希望社会安定和国家政权发挥更大作用的社会情绪成为主流。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增强了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和
依赖程度，很多俄罗斯民众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普京身上。
2004年3月，普京连任总统职位时，其得票率高达71-31％，随后几年，普京在俄罗斯民众中的支持率
始终保持在70％左右。
其三，普京建立的高度个人集权体制，保证了国家政权的稳定与精英集团内部的相对团结，但也造成
了整个社会对普京个人权威的过分依赖。
2000年，他作为叶利钦的继承人登上总统职位后，并没有完全受制于叶利钦及其家族势力的影响，而
是在治理整顿国家秩序的同时，通过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和削弱寡头势力
，彻底消除了寡头干政现象，加强了国家垂直权力体系，逐步建立起自己依靠的社会政治力量，俄罗
斯的国家权力体系也实现了在普京领导下的“高度一致”与“思想统一”。
但与此相对，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的政治透明度相应降低，政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需要依靠普京
的个人威望予以化解。
在这种背景下，从2004年普京连任总统职位时起，有关“普京第三任期“的话题就不断在俄罗斯的各
类媒体中被反复提及，并一度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其中，诺夫戈罗德州州长普鲁萨克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要求普京继续担任总统，是从国家
安全与发展出发，因为至今俄罗斯还没人能取代普京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如果普京真的在2008年后离
开，国家很可能再次面临1917年那样的混乱局面。
”另据2005年4月“列瓦达”俄罗斯信息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有31％的被调查者希望修改宪法，使普
京有机会第三次当选总统，而到了2006年6月，这一数字猛增到59％。
在执政集团内部，希望修改俄罗斯宪法与法律，以挽留普京继续留任的呼声更是此伏彼起。
为此，各路精英还设计出各种不同方案，供普京选择。
第一种：“延长总统任期”。
2003年2月，俄国家杜马部分议员提出宪法修正案，建议将总统任期由四年延长至七年。
第二种：“取消对总统任职届数的限制”。
这一方案最早是2004年10月，由俄白联盟国务秘书博罗金首先提出来的。
他认为应该效仿白俄罗斯的经验，举行全民公决，让普京连任第三任或第四任总统。
此后，2006年6月，希望普京连任的呼声再起。
国家杜马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成员莫罗佐夫公开发表谈话，请求普京“认真考虑民众的意愿”；车
臣总统卡德罗夫甚至提议普京为终身总统。
第三种：“改全民选举总统为议会选举总统”。
2005年5月19日，俄国家杜马议员米特罗法诺夫提出这一提案，建议废除全民选举总统，改由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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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而议会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完全可以保证普京再次当选。
第四种：“改总统制为议会制”。
这种方案的主要支持者是来自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他们认为在支持总统的统一俄罗斯党占国家杜马
多数席位的条件下，普京可以直接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出任政府总理，执掌国家大权，而无须考虑总
统第三任期问题，如果普京愿意，他可以无限期地执政下去。
第五种：“担任过渡性总理”。
2005年3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院）主席米罗诺夫提出，在不需要修改宪法的情况下，为使普京不
离开政治舞台，可以在总统任职期满后，让他于2008～2012年担任政府总理一职进行过渡，2012年再
重新竞选总统。
第六种：“出任俄白联盟总统”。
为使普京继续领导国家，有人提议设立“俄白联盟总统”一职，然后由议会（或通过全民公决）推举
普京为俄白联盟总统，任期七年，等等。
在以上列举的各种方案中，除了“担任过渡性总理”之外，几乎都涉及修改俄罗斯现行宪法的问题。
与此同时，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远东滨海边疆区、圣彼得堡市、新西伯利亚州和马里艾尔共和国等
一些地方议会纷纷提出宪法修正案，希望取消宪法中对总统任期的限制，以使普京能继续留任；2006
年4月17日和7月29日，北奥塞梯共和国和车臣共和国议会分别召开专门会议，各自通过了“有关修改
宪法、允许普京连续第三次竞选总统”的提案，并送交国家杜马讨论；2006年4月初，北奥塞梯共和国
成立了一个有2000人参加的社会组织——“和谐与稳定”运动，该社会组织向俄罗斯联邦议会两院提
出了就“修改宪法、允许普京第三次连任总统职位”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倡议，并为此准备征集200万
公民的签名。
这一倡议得到了“统一俄罗斯”议会党团部分议员和来自俄罗斯56个联邦主体领导人的支持。
面对连续不断的修宪之声和呼吁自己连任第三届总统职务的请求，普京表现得非常谨慎，甚至还对希
望他延长总统任期的提议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说：“作为国家元首需要始终满负荷地工作，这样工
作七年会让人发疯的。
”2005年4月，普京访问法国时，公开对媒体表示，“宪法制度是国家的基础，应该尊重宪法”，所以
他不会违反宪法的规定，谋求第三次连任总统职位，但不排除以其他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
出于对普京反对修宪态度的回应，2006年4月18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对媒体表示，议会
不准备修改宪法，俄罗斯宪法及其基本准则不会改变。
2006年6月中旬，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也公开表示：“为某个人修改宪法是不正确的”，国家杜马
“将维护现行宪法。
”2006年9月27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以“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否决了“和谐与稳定”运动提
出的举行全民公决的倡议。
至此，由于普京本人的反对，“有关修改宪法以及总统第三任期”的其他方案和倡议也都未能付诸实
行。
尽管俄罗斯国内至今仍有很多人提出，通过修改宪法以使普京连任第三任期的方式，是保持俄罗斯国
内稳定和政权稳定的最佳途径，但是普京最终还是选择了避免修宪的做法。
对普京来说，这种选择至少有以下几点考虑：（1）普京自信自己有足够强大的控制国家局势的能力
和影响选举进程的其他手段，无需使用修宪的方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2）保持宪法的权威性可
以起到稳定社会和民众的作用，否则将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3）不想效仿中亚国家
或白俄罗斯等国家的修宪方式，不在民主化方面给西方国家以口实，避免给俄罗斯造成不必要的外部
压力；（4）希望保持俄罗斯的民主国家形象，吸取乌克兰和中亚等国家的教训，在政权更迭的合法
性问题上不给反对派在俄罗斯挑起“颜色革命”制造任何借口；（5）普京执政以来推行的所有制度
化改革，如政党法、议会选举法等，都是在宪法范围内正常进行的，为连任总统职位修改宪法，不仅
会影响其他改革措施的实施，也会削弱普京政权在民众中的威信。
此间也有人猜测，如果俄罗斯的发展形势不利于普京政策路线的延续，无法保证普京2008年以后继续
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的中心，普京仍会接受部分民众的意愿，在必要时选择修改宪法。
但是，既然普京选择了不修改宪法，不管他作出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2008年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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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将失去第三次连任总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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