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四
,

叶利钦的胜利固然表明他在选民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

但同时也暴露 了他的虚弱
。

他在竞选中遇到了反对派和第三势力的有力挑战
,

赢的很不轻松
。

从两次得票的情况来看
,

他
一

也不是一位众望所归的总统
。

对在竞选中艰难地取胜的叶利钦总统来说
,

今后前进的道路也是不平坦的
。

在新的一个

任期开始之际
,

他面临着众 多的难题
。

它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经济危机难以克服
。

苏联解体以来
,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已下降了5 。%
。

去年上

半年曾出现过一些转机
,

但从10 月份起又开始萎缩
。

今年 6月 工业产值与去年 6月 相 比下降

8
.

3 %
,

投资总额下降20 %
。

国家税收大大减少
,

今年上半年只完成指标的50 %
。

普遍认为
,

今年秋天将出现严重的投资与预算危机
。

第二
,

领导层内部矛盾有增无减
。

列 别 德 进 人最高权力机构将给领导层带来一系列问

题
,

使原有的矛盾更加复杂化
。

列担任的俄安全委员会秘书一职的权限是相 当广泛的
,

不仅

涉及军事和其他强力部门
,

还涉及生态
、

农业
、

信息等各个可能影响到国家安全的领域
。

看

来他还不以为满足
。

他曾声称要 当副总统
,

而且预言会在 2 0 0。年之前就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

主人
。

这就使得他很可能 与叶利钦总统和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发生矛盾
。

有人认为
,

叶与列结

盟是
“

引狼入室
” ;
也有人认为列

“

可能重蹈鲁茨科伊的覆辙
” 。

第三
,

车臣问题悬而未决
。

车臣停战协议虽已签订
,

但军事行动仍在进行
,

而且有进一

步扩大之势
。

从目前情况看来
,

离和平解决的 目标还很遥远
。

第四
,

面临着一个以俄共为核心的强大的反对派
。

久加诺夫在竞选中虽然败北
,

但得到

的选票相 当可观
。

在第二轮选举中
,

有3 0 1。万选民投久的票
,

久的得票率在全国88 个选区的

3 3个选区中领先
。

在选举中
,

无论是俄共内部
,

或者是左翼势力内部
,

都表现得比较团结
。

目前
,

反对派正在组织一个广泛的人民爱国力量运动
。

它将以国家杜马为基地
,

力争在俄政

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

第五
,

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存在麻烦
。

叶利钦 当选后
,

俄追求恢复大国地位的势头将

继续发展
。

这就必然引起西方世界
,

特别是美国的警惕与不安
。

美国内主张把俄变为纯地区

国家的思想进一步抬头
,

甚至提出了
“

新遏制俄罗斯
”
的战略

。

俄美矛盾不仅在北约东扩向

题上
,

在波黑以及在独联体一体化和武器销售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是很突出的
。

第六
,

叶利钦总统本人的健康情况不容乐观
。

竞选活动结果后
,

总统的病情再次加重
。

令人注 目的是新总统就职仪式尚未举行
,

已开始谈论接班人的问题
。

这在国际上是罕见的
。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

叶利钦在新的一届任期内必须作出十分艰苦的努力
,

才能把

俄 罗斯这条大船按照他所选择的方向和航道引向前进
。

俄罗斯总统选举的意义

北 京大学教授 黄宗 良

这次俄总统选举
,

是俄罗斯社会
、

俄国人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道路的再一次选择
,

是

对叶利钦担任总统 5年来的一次阶段性的
、

有关键意义的政治总结
,

其意义比几年来俄国其他

政治事件都要重大
。

竞选的准备
、

过 程 和 结 果更为充分和全面展露了这个社会各阶层的愿

望
、

要求
,

政治派别力量对比
,

社会的矛盾和社会的
“

合力
” ,

从 而 为人们预测俄国社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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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发展趋向提供 了新的重要材料
。

这次选举首先值得注意的社会意义
,

是在竞选的全过程中各主要的政治派别都表示愿意

并在实际上也做到了在多党制
、

议会民主制的政治秩序
、

政治规则之下进行政治斗争
、

争夺政

治权力
,

都声称尊重人民对俄
一

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
。

尽管有过关于政变的说法
,

人们

也不无理由地对选举能否如期和顺利进行存在疑虑
,

但
“

非正常
”
情况毕竟没有发生

。

尽管

叶利钦对 自己是否能参加竞选迟迟不敢表态
,

对选举可能产生的结果心中无数
,

也发表了某

些威胁性言论
,

但他毕竟一再表示选举要按期举行
。

这表明叶利钦建立起来的
“

民主制度
”

对他 自己也产生不可低估的制约和威慑作用
。

而久加诺夫等人更显示出在议会民主制之下进

行政治斗争的信心和诚意
。

久一再表示内战不会发生
,

在选举揭晓后
,

他落选已成定局时
,

又

重申尊重 人民的意志和民主选择
,

强调不搞街头政治
,

不搞游行示威
。

这既是对叶的威胁性

言论的有力回应
,

也是该党成熟和有力量的表现
。

选举如期和较顺利进行本 身 就 说 明
“

民

主
”
在俄国经受了一次极其重要的考验

。

当然
,

对此不能估价过高
,

因为种种情况表明
,

如

果久当选
,

叶利钦并不准备交权 , 而大选之后
“
民主

”
还是随时存在夭折的危险

。

选举之如期
、

顺利进行
,

说明了俄国尽管处于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
,

社会的分化
、

矛盾

和斗争非常剧烈和严重
,

两大社会阶层的利益尖锐对立
,

但社会各主要政治派别在建立多种

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
,

实行多党制与议会民主制
,

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谐
,

实行全方位外

交
,

重振俄大国雄风等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政策上存在某种
“

共识
” ,

是异中 有 同
,

同中有

异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些总统候选人的纲领有不少是相似和相近的
,

意识形态在竞选纲领中

被淡化
,

叶利钦甚至有意回避
“

主义
” ,

称只根据本国情况选择社会发展 道 路
。

出现这种情

况
,

一方面出于拉选票的需要
,
另一方面说明各政治派别 的 上 述

“

共 识
”
是大多数选民的

“

共识
” ,

强调
“

共识
”

符合民心
。

自然
,

选举后当权者推行什么方针政策又是另一 回事
。

俄总统选举是叶胜久败
。

但也不能简单地以得票多少论成败
。

叶利钦从去年民意测验的最低支持率 7 %
,

到此次第二轮选举中得票率5 3
.

82 %
,

是巨大

的成功
。

但拿较真实地反映选民对他的支持率的第一轮选举来看
,

其得票率则比 1 9 9 1年总统

选举和1 9 9 3年全民公决中他的得票率下降了20 几个百分点
。

这说明叶的威望是大大降低了
。

他的连任
,

与其说是选民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的结果
,

不如说是两大政治派别现实政

治资源和政治谋略较量的结果
。

久负于叶并不说 明俄共的失败
,

从1 9 9 1年总统选举到 1 9 9 3年的杜马选举到此次的总统选

举
,

表明俄共的威信在迅速上升
。

此次选举是俄共上台主政的最好时机
,

但不能说是最后一

次机会
。

因为俄共是当前俄国最有组 织和强大的政党
,

具有较稳定的社会基础
,

还因为叶在

连任期间能否使俄 经济摆脱困境
,

出现显著的复苏和回升
,

仍然是一个疑问
。

多党政洽制度初步形成 经济改革政策接近趋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 究员 高中毅

这次俄罗斯总统大选对俄罗斯今后社会政治
、

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
。

这里仅

讲两点粗浅看法
。

首先
,

这次俄罗斯总统大选将对俄罗斯议会民主和多党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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