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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的政治遗产与普京的政治走 向

黄宗良 关贵海

叶利钦给普京 留下什么政治遗产  普京对这份遗产采取什么态度和方针 这是涉及如何

评价叶利钦执政年代
,

研究普京将会把俄国带向何方两个密切相关问题的重要方面
。

我们先来看叶利钦留下什么政治遗产
。

叶利钦的 ! 年执政
,

是俄罗斯社会转轨的初始阶段
,

当然还不是起点
。

起点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中后期
。

那时
,

苏联已开始实行总统制和多党制
。

俄国社会政治转轨
,

也就是政治的多元化
、

民主化
,

社会思想自由化
。

这是一个社会大变

革时期
,

是社会政治剧烈动荡
、

分化
、

冲突的时期
。

在这个时期
,

尽管政治转轨的基本取向和 目标是明确的
,

即转向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

制
,

转 向三权分立的权力体制
。

但在政治转轨过程中
,

或由于西方那一套制度在俄罗斯大地上

水土不服
,

或由于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抵御
,

或因为矫枉容易过正
,

或因为不同阶层
、

集团的

利益冲突
,

或因为主政者的错误
,

或因为局势发展的暂时性需要
,

总之
,

由于社会转型期的过渡

性质
,

使得这个过程中政治情况极为复杂
,

具有 明显的双重性质
,

积极的因素和负面的东西同

时存在
。

俄罗斯社会政治转型
,

用一句话来说
,

是由一元政治转向多元政治
。

叶利钦 ! 年执政
,

已

从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框架上完成了政治转型的任务
。

这是叶利钦的继承者普京首先要接受

和乐意接受 的政治遗产
。

他的调整或整顿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

现在看来普京不会也没有

改变叶利钦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
。

但叶利钦的这份政治遗产
,

并不是那么干净的
,

它拖带着污泥浊水
。

普京接过的摊子是一

个不好收拾
、

也不易收拾的摊子
。

因为
,

他在继承的同时
,

又不能不进行调整
,

甚至整顿
。

某些

方面的调整的幅度和力度很大
。

不这么做
,

普京面临着的社会矛盾
、

利益冲突就不能得到缓

解
,

政治局面就难以稳定
,

他的权力地位就难以巩固
。

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做些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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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通过私有化
、

市场化
,

导致了俄罗斯社会的剧烈和深度的分化
,

从而造成了俄 国

民主派的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
,

也是多元政治 的社会基础
。

普京政权离不 开这个社会基础
。

但是叶利钦在造成社会阶级
、

阶层的分化时
,

同时产生了一个突出的问题
∃
贫富悬殊

,

一边是一

掷万金
、

醉生梦死
,

一边是为牛奶面包养家糊 口苦苦挣扎 %通过私有化
,

化公产为私产而暴富起

来的
“

新俄罗斯人
”

基本上是从苏联解体前的党政官僚队伍中改头换面转型过来的
,

这些
“

新权

贵阶层
”

同占全体社会成员一半以上 的以
“

雇佣劳动者
”

为主体的下层社会存在根本的利益矛

盾和尖锐的冲突
。

这就向新的执政者提 出打击犯罪
、

惩治腐败和改善生活贫困线 以下的劳动者恶劣处境的



任务
,

通过这些来缓解社会矛盾
、

稳定社会
。

但是任何一个民主派政治势力 的政治代表不可能

从根本上去摧毁其权力赖以维持 的社会基础
。

普京的政治经历
、

政治背景
、

及其政治倾向说

明
,

他可以全民总统的面 目力图去缓和上述的社会矛盾
,

但看不 出他敢冒摧毁暴富阶层
、

新权

贵阶层 的政治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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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继续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从一党制 向多党制的转变
,

使新的政党制度已不

可能发生逆转 % 同时
,

叶利钦的 ! 年执政期间
,

逐步形成 了社会政治中间化
、

中派化
、

社会主要

政派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趋同化的倾向
,

使得三个极端
—

极右
、

极
“

左
”

和极端 的民族主义的

政治派别已经少有市场
,

难有作为
。

这有利于社会的政治稳定
。

同时
,

社会政治活动逐步从无

序走向有序
,

逐渐具有某种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
。

这是叶利钦的继任者要接受
、

也是喜欢接受

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局面
。

但在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局面方面
,

叶利钦 的遗产又存在着几个问

题
∃ 一是执政的右翼同俄共的长期对立

、

对抗
,

造成政局不稳
,

政令难行 %二是执政集团缺乏一

个强大的
、

稳定的政党作为政治支柱 %三是寡头干预
、

甚至企图控制和左右朝政
。

这是叶利钦的接班人要面对的尖锐问题
。

普京已采取同俄共和解甚 至协作的政策
,

第一

个问题暂不显突出
。

普京也已着手建立 自己的政党
,

但这个政党成长有个过程
。

它要想成为

俄共那样有一定理论
、

比较有组织
、

阵容强大
、

社会基础较为宽厚
、

稳定的政党尚有时 日
。

第三

个问题对于普京说来是极为严酸的了
。

他不能不碰这个 问题 %整个端掉寡头是不大可能的 %普

京如果能够对他们又控制
、

遏制
,

又妥协利用就不错了
。

普京似不可能是使贵族
、

官僚都成为

自己的奴仆的新沙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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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从宪法上规定 了三权分立
,

在实际上形成了以总统权力为中心
,

三权多少有些

互相制衡
、

制约的权力体系
,

叶利钦的接任者接过来的这份遗产同时存在 的矛盾是
∃主要 由于

总统权力过大
、

由于俄共为代表 的左翼曾控制着杜马而引起的长期的行政权力和立法机构的

冲突
。

这一再引起了不少政党要求修改宪法
、

限制总统权力的呼声
。

由于去年底杜马选举的结果稍微改变了杜马中的力量对比
,

由于普京正处于威高权重的

时期
,

这个矛盾已不十分突 出了
。

当然
,

一旦普京用权 出了大毛病
,

修宪问题仍会提上 日程
。

毕竟
,

宪法在这方面存在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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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继承了戈尔巴乔夫的事业
,

造成了社会自由化
、

文化多元化的局面
,

尤其是废除

了俄延续数百年的书报检查制度
,

使得俄国公 民享有一定的西方式的 自由民主权利
。

人们现

在已很难设想俄国会回到全面地
、

严厉地控制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的制度上
。

当普京提出建立一个
“

强有力 的国家政权体系
”

时
,

俄国国内外均出现普京是否要搞极权

主义的担忧
。

普京在宽解人们这种担心时明确表示
“

我们 已经学会了珍视民主
、

法制 国家
、

个

人 自由和政治自由
” 。

我们还没有根据说他是言不 由衷的
,

看不出来俄国会回到万马齐暗的文

化专制主义时代
。

但叶利钦在造成社会文化思想 自由化时
,

又使俄国社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 由于西方自由

主义的强大冲击
,

社会思想混乱
,

俄罗斯传统价值观消退
,

使得俄社会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
。

这也是叶利钦的继任者面对的无法忽视 的问题
。

问题在于俄传统文化 同西方文化建立什么关

系
。

普京对此持何立场  



普京大力提倡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
,

高扬 民族主义旗帜
。

这使人们容易以为普京要拒绝

西方文化 了
。

其实
,

当普京一再申明俄罗斯文化属于欧洲文化的一部分时
,

人们可 以看明白
,

双头鹰眼睛还是向着西方的
。

普京当然不象是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派
,

但也不是过份强调俄

罗斯独特传统 的斯拉夫主义派
,

而更象是要把两种文化结合起来的现实主义的一派
。

当今的俄罗斯社会存着三种互相冲突又互相交融的政治文化
∃
俄罗斯传统文化

、

西方 自由

主义文化
、

社会主义文化
。

这三种文化对俄国的社会转型都在发生着潜在的
、

坚韧有力 的影

响
。

俄国传统文化仍是根基
,

俄国的发展离不开这个根基
。

社会主义文化其实包含着俄传统

文化的许多因素
,

在社会转轨以来一直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 中起着作用
。

西方 自由主义的

影响是强有力的
。

苏联的剧变
、

解体
、

社会转型
,

从某些 意义上说是俄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

的学习西方运动
。

这个运动在 ∀∋! ∋一 ∀∋∋ 年达到高潮
。

∋& 年之后呈消退态势
,

但决不等于销

声匿迹
,

它在俄国仍有极强的冲击力和渗透力
。

俄国现在造成社会自由化
、

文化多元化 的局面

本身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在俄国的重要结果
。

自然这个 自由化和多元化是带着俄国色彩的
。

今

后三种文化仍将不断出现磨擦
、

冲突
,

但它们之间互相渗透
、

交融
、

吸纳是主要的倾向
。

今天的俄国主要政治派别虽然各有其主要思想倾向
,

但并非只持一种政治文化观
,

当政者

如果偏执于一种政治文化
,

在今天的俄 国政坛上就很难长久站得住脚
。

从并不十分充分的资

料看
,

普京在这方面头脑还是清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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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在国家结构
、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
,

改变了苏联时期名义上联邦制
、

实为单一

制的状况
。

但民主派在解体苏联的过程中
,

实际上为民族分立主义推波助澜
。

叶利钦在使苏

联一分为十五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

后来又由于权力斗争的需要
,

给地方过多 的许诺
,

造成

地方势力的增长
,

刺激了他们的胃口
,

使联邦中央权力
、

权威面临着严重挑战
。

就对俄国整个

国家利益来看
,

这是 比中央权力机构内部的争斗和各政派之间的冲突更为严重的威胁
,

是俄国

当前最大的一个政治 问题
。

对于政治家来说
,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当然不是去探讨什么是联邦制
,

而是如何维护国家统

一的问题
。

解决这个问题是普京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
。

他曾因车臣用兵而青云直上
,

他目前

正在采取的划分七个联邦区
,

派驻总统代表
,

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

是他上台以来调整政策中

最大的一次行动
。

普京能否把民族分立主义
、 “

地方的封建主
”

统统
“

塞到马桶里去
”

呢 其成

败对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

普京现在以富民强国为总纲
,

以爱国主义
、

民族主义为旗帜
,

以
“

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

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结合
”

为发展道路
,

以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为复兴俄罗斯的关

键 )必须注意的是普京看来是不会改变俄国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同世界接轨的基本方向的 ∗
,

为

此
,

他是想要实现从叶利钦执政时期社会从一元向多元转变过程中的混乱
、

四分五裂 向稳定
、

有序
、

和谐的转化
。

前面谈到的他采取和将要采取的种种措施
,

如解决拖欠工资问题
,

同俄共

和解甚至协作
,

提出加大反腐力度
,

同犯罪行为作积极斗争
,

提倡俄罗斯传统价值观
,

以及解决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措施等等
,

都是想以软的和硬 的两手来达到这个 目标
。

他能否达到这个 目

标
,

那只有根据实践逐步作出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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