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
,

使之成为自己实际控制的报纸
。

别列

佐夫斯基支持切尔诺梅尔金在 19 9 8 年再

次出任总理未能成功
,

普里马科夫组阁
,

因此二人关系非常紧张
,

于是他所控制的

《独立报》便对普进行了轮番攻击
,

特别

是影射普组织了对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

纳泽的暗杀行动
,

掀起了一场严重的外交

风波
。

在两次车臣战争期间
、

莫斯科人质

事件过程中
,

俄媒体都对政府进行了异常

尖锐的批评
,

令俄当局非常尴尬
。

左右选举是俄罗斯寡头干预政治的重

点活动
。

在议会选举中
,

他们向政党和竞

选联盟提供赞助
,

将代表本集团的人列人

议员候选人名单
。

在总统选举中
,

他们利

用资金和媒体的便利条件支持自己偏好的

候选人
。

叶利钦也直言不讳地承认
,

在

199 6年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
,

正是由于七

大寡头的联合支持
,

他才击败对手当选了

总统
。

在地方选举中
,

寡头的影响力更是

大得难以估量
,

在某些地位独特的工业地

区
,

某个财团甚至可以完全操纵州长或市

长的选举
。

干预决策
、

立法是俄罗斯寡头的得意

之作
。

俄罗斯媒体认为
,

尤科斯公司之所

以花大气力做杜马党派的工作
、

资助选

举
,

就是因为在新议会的立法 日程中将要

通过新的 《资源法》和 《各级政权机关过

剩资产私有化法》
,

该公司的目标是使立

法结果对自己更有利
。

卢克伊尔石油公司

在 19 95 一 19 96 年间就俄罗斯公司能否参

加里海石油开发问题与俄外交部展开了激

烈争论
,

结果
,

俄总理和总统都站到了该

公司一边
。

亲自出任政权机关要职是寡头直接出

马的选择
。

列宁在 80 多年前对垄断资本的

精辟概括
—

“

今天是部长
,

明天是银行

家
.

今天是银行家
,

明天是部长
”

—
仍

然适用于今天的俄罗斯
。

19 %年叶利钦获

得连任后
,

帮了他忙的别列佐夫斯基被委

任为处理独联体事务的总统特别代表和国

家安全会议副秘书
,

负责协调车臣事务
,

而波塔宁则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
,

叶

利钦执政后期克里姆林宫的常客阿布拉莫

维奇则当上了盛产钻石的雅库特州州长
。

经作过两点承诺
:

侮辱俄罗斯的人活不过

3 天
;

俄罗斯不会再有寡头
。

尽管哪一句

都未兑现
,

但足显他要拿寡头开刀的决

心
。

普京主要希望达到 4 个 目标
:

首先
,

恢复政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

在叶利钦时期
,

寡头干预政治严重
,

导致

了国家权力异化的现象
。

俄舆论认为
,

寡

头从游说政府官员
、

提供竞选捐赠
、

利用

公共舆论等间接的政治参与到直接人阁
,

使政府机构在政策取向和组织构成上与利

益集团结为一体
,

扭曲了俄罗斯的民主进

程
,

最终将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广大公

众的利益
。

此外
,

寡头资本形成过程中的
“

寻租
”

现象
,

造成了严重的腐败
,

营私

舞弊现象十分严重
,

使政权的威信和效率

大大降低
。

不过
,

需要强调的是
,

在俄罗斯现有

国情之下
,

当局对寡头只能采取软硬兼施

的策略
。

为了表示强硬立场
,

普京说
: “

国

家手里握着一根橡皮警棍
。

这根棍子只能

使用一次
,

但一下就会击中脑袋
。

我们只

是牢牢地把它抓在手里
,

让人们不可小看

它
。

等我们真被惹恼的那一天
,

我们会毫

不犹豫地使用它
,

因为任何人都不能要挟

国家
。 ”

从 20( 刃年整顿传媒
,

将矛头指向最大

的
、

并和政府当局最不合作的传媒巨子

—
古辛斯基及别列佐夫斯基开始

,

到

2 0 03 年 7 月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连续对

尤科斯石油公司展开调查
,

曝出大选前的

政治风波
,

都是普京整肃寡头的具体行动
。

但是
,

在整肃寡头的同时
,

普京也不

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妥协
,

因为寡头势

力不仅盘根错节
,

力量强大
,

而且俄罗斯

也不能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
,

况且整肃

行为既会有明显的强力倾向
,

也会冲击到

投资和金融局势
。

普京整治寡头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中小

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

俄国内媒体明确提

出
,

对俄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内

部
,

由于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中的积聚而

形成的严重的两极分化是最大威胁之一
。

反对寡头的人认为
,

俄罗斯中小企业的产

值仅占 G D P 的 ZC姚
,

而美国是 8口%
,

造成

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寡头霸占了银行
、

石

油和与出口有关的行业
,

使资本市场
、

流

通与生产严重脱节
,

导致资源配置向投机

和垄断行业倾斜
,

扼杀了中小企业的生机
。

普京的另一个目的是遏制寡头在后普

京时代直接介人政治的势头
。

俄罗斯媒体

和分析家都认为
,

普京在 2 0 0 4 年获得连

任是不存在疑问的
。

问题是他背后的力t

不愿意在 2 0 0 8 年失去权力
,

他们既想决

定普京的继任人选
,

又要控制可能影响未

来选举结果的资金来源
。

因为
,

普京的高

支持率不能够保证他选择的新人胜出
,

相

反
,

有几十亿美元支撑的人在俄罗斯能森

得任何选举
。

作为俄罗斯首富的尤科斯公

普京在寡头身上打什么算盘?

据俄分析人士透露
,

普京上台后
,

曾



司
,

则是后普京时代政坛新人获得资金的

最佳来源
,

但如果它按设想的那样把 4 0%

的股份转让给美国公司
,

将会使普京背后

力量的上述目标落空
。

因此
,

普京及其身

边的势力竭力阻止该公司的合股进程
,

甚

至不惜让支持合股的卡西亚诺夫总理自食

其言
。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民众对尤科斯事

件的反应也证明了这一点
。

民意测验表

明
,

认为这是选举步骤的和认为是不同力

量派系之间争斗的各占 18%
,

认为与整顿

经济秩序有关的占巧%
,

认为是要打击寡

头的只占 11%
。

此外
,

具有相当权威性的全俄民意研

究中心在今年 9 月初被强行改组
,

理由是

该中心除认为亲总统的
“

统一俄罗斯
”

党

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不敌俄共外
,

还公布

了只有 2 7% 的俄罗斯人支持俄军继续在

车臣的军事行动
、

5 8%的人表示反对的调

查结果
。

但俄媒体认为
,

其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政权不容许寡头们运用资金左右类似

民意调查中心的导向
。

从寡头风波中能悟出什么?

国家政权为广大群众着想
,

力图消除

两极分化
,

当然会受到欢迎
。

但是
,

在俄

罗斯的特定条件下
,

这更多是美好愿望
。

在普京打击寡头的举措背后
,

我们可以看

到许多潜在的问题
。

首先
,

俄罗斯的法律在为谁服务? 在

⋯馨暨繁笠纂
的

豁霎量器鬃翼霆馨堑
⋯
件案子告破

。

为什么? 因为司法机关巨p使

1破了案子也得不到好处
,

反而有可能得罪

⋯什么幕后势力
。

但如果是最高领导出于政

⋯治目的需要整治哪家公司
,

这些强力机关

1 就会乐于大肆造势
,

想方设法找到你的把

⋯)蒸擞蒸
⋯}姗襟翼龚
⋯咒黑耀翼募擎篡鑫黔
一 如果说普京有来自民众支持的话

,

那

祥蒸蒸
⋯笋黔燃翼翼操
⋯奖鼻袭霎算鬓立篡黯蟾嚣笃
⋯为 ’“% 和 360/0

。

⋯
。关

萦堪罗鹭粟攀馨瞿篡喜雾肇空

常的事
,

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法制
,

还要

考虑到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一些特殊性
。

譬如
,

俄罗斯的很多事情解决起来都要靠

非正式关系
,

而在政治上
,

关系就成为权

力和金钱的纽带
,

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

缺

一不可
。

俄罗斯的政治模式也决定了资本家参

政的必然性
。

因为
,

既然是选举政治
,

就

必须有人出钱竞选
,

政治倾向性就在所难

免
,

俄罗斯的决策机制中有强烈的幕僚政

治色彩
,

这也是俄罗斯的历史传统
。

从实

践的角度讲
,

只有挥金如土的寡头们才能

够接近幕僚又能够用利益打动他们使之按

照自己的意图影响政权决策
。

只要体制不

变
,

整治个别寡头是解决不 了问题的
。

再者
,

如何评价针对整肃寡头的举

措
。

霍多尔科夫斯基认为
,

他处于克里姆

林宫内温和改革派与强硬保守派厮杀的刀

{ 口上
。

他表示不能向自己的国家开战
,

意

{ 思是既不想做政治移民出走海外
,

也不会

⋯与政权发展正面对抗
。

⋯⋯笼
{ 对经济和公民生活的过分干预

。

1 看来
,

对俄罗斯的事情还真不能想名

{ 然
,

在资本与权力的关系 卜尤其如此
。

这

1 正应 了俄罗斯著名诗人丘特1)J 少、的川钧J齐

} 言
: “

俄罗斯不能用理性的尺度去衡鼠
,

讨

} 俄罗斯只能相信 (理应女日此 )
。 ”

行刃

1 (作者 为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副教

{ 授
,

中国中俄 关系史研 究会副秘书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