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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探析

林  怀  艺
(华侨大学 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  要 ]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改行多党制。20世纪的最后几年, 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具有党派林立、党争激烈等特点。

普京上台后, 通过制定5政党法6、大力扶持统一俄罗斯党等举措,积极推进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改革。综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

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 ,其中的人为因素大于历史的和制度的因素。俄罗斯政党政治仍处于发育期, 其成熟还有很长一段艰难

的路程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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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世纪中后期, 随着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形成及

演化, 政党作为政治领域中的新的 /君主 0 [ 1]登上历史舞台,

一方面, 政党自身为求生存、谋发展而不断发生分化、组合、

转型, 另一方面,政党在执掌、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以及处理

党际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政党制度, 则 /可能是现代人对

政治艺术的最大贡献0 [ 2]。总之, 政党政治已成为民主政治

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 并对一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有着

重大的影响。本文拟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

作一点分析。

一

十月革命后, 列宁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把布尔什维克之

外的其他政党 /搞得光光的0 (毛泽东语 ) [3] , 实行共产党一

党制。到了斯大林掌权时期, 这种一党制因奉行 /垄断真理

的意识形态制度0、/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0和 /垄断利

益的封建特权制度0 (现任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语 ) [ 4] , 而

弊端丛生。遗憾的是, 斯大林及后来苏共的其他领导人都没

能及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兴利除弊 ,问题越积越多、越积越

严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在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0思

想的指导下, 最终放弃了苏联宪法第 6条关于共产党领导地

位的规定, 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 并以苏共丧失执政地位而

告终。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于 1993年 12月经全民投票通过的

5俄罗斯联邦宪法6确认 /俄罗斯联邦承认政治多样化、多党

制0 [ 5]。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 ,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可以说是

风云变幻, 令人目不暇接:

一是党派林立, 但政党发育不足。党禁解除后, /政党成

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0 [ 6] , 俄罗斯社会一时结党成风, 各

式各样的政党纷纷涌现, 多达上百个,形成党外有党、党内有

派、派中有系的态势。但除俄共外, 绝大多数政党缺乏广泛

的群众基础,政纲模糊, 结构松散, 党派之间成员经常大规模

流动,带有明显的 /领袖党0或 /精英党0烙印。不少沙龙式、

俱乐部式的政党在政坛上往往昙花一现, /其兴也勃焉, 其亡

也忽焉0。

二是党争激烈。1993年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 原本

有 130多个政党和组织表示要参加竞选,只是因为俄当局规

定只有起码在 7个地区征集到 10万以上选民签名支持的政

党和组织,才能参加竞选 ,因此最后取得竞选资格的仅剩 13

个政党和组织。 1995年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时, 有 270个

政党和组织跃跃欲试,俄当局把征集选民签名支持的标准提

高到 20万个, 即使如此, 仍有 43个政党和组织取得了竞选

资格。1999年第三届杜马选举时, 俄当局做出一项新的规

定,即只有在一半以上联邦主体设有分支机构的全俄性政党

和组织,才有权参加竞选, 尽管这样, 还是有 29个政党和组

织取得了竞选资格。 /僧多粥少 0成为俄罗斯政党分割国家

杜马议席的生动写照。

三是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较为鲜明。以俄共为代

表的左派政党要求复兴社会主义, 反对在俄罗斯建立西式经

济政治制度;以 /右翼力量联盟0、/亚博卢集团0为代表的右

翼政党主张激进的社会改革, 要求全盘仿效西方模式; 中派

政党大多与官方关系较好, 许多领袖曾担任过政府高官; 以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政党则持极端的民族

主义主张。在国家杜马中,先是右翼政党利用俄罗斯人急于

/告别过去0的亲西方情绪而占上风, 但随着 /休克疗法 0的



失灵, 它们很快被高举社会公平正义旗帜的俄共所取代。

四是 /总统中心0的立宪定位决定了 /强势总统, 弱势政

党0的局面。俄罗斯实行的是非均衡的三权分立, 行政权力

突出, 总统的权力超过当今任何一个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国

家, 这样一来,以议会为主要活动场所的政党对总统的决策

及政府的组成影响就非常有限。

五是以俄共为首的议会反对派与叶利钦政权之间的关

系长期处于对峙状态, 结果政府提出的很多社会改革法案无

法顺利通过, 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争斗一度成为俄罗斯社

会动荡的主要原因。

六是政党与政权相脱节。叶利钦时期,不但总统不属于

任何政党, 而且政府总理和部长级官员参加政党、担任政党

内部职务也受到限制, 政府总理的出任者由总统提名并经议

会批准, 与议会多数派无关。俄罗斯不存在法定的执政党,

但却有 /政权党0。所谓的 /政权党0, 是指政党并非依靠赢

得选举或掌握议会多数、而是仰仗总统的扶持才得以生存发

展并获得权势。叶利钦执政时先后出现过两个 /政权党0,

一个是改革派盖达尔所领导的 /民主选择党0,它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期辅助叶利钦完成了俄早期私有化改革; 1995年

后, 则是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 /我们的家园 ) ) ) 俄罗斯 0, 该

党虽未在议会中掌握多数, 但却牵制了以俄共为首的左派势

力, 促成了叶利钦在 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的胜利。

上述特点反映了俄罗斯政党政治转轨之初所具有的不

成熟性和过渡性。总起来说, 多党制的确立给俄罗斯带来了

/民主0的繁荣, 但政党运作的失范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痛

的。因而, 提高政党的地位并将政党政治纳入法治轨道、实

现依法治党, 逐步成为俄罗斯各党派的共识。另外, 通过对

十年社会转轨所付出的代价的反思,绝大多数俄罗斯民众也

深刻认识到改革既不能回到过去, 也不能照搬西方, 而必须

探索自己的道路。

二

1999年岁末普京出任代总统并于 2000年 3月正式当选

为总统后, 将解决经济社会问题、重振俄罗斯雄风提上重要

议事日程。普京积极推进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改革,试图以此

为突破口, 寻求政局的稳定。普京的改革举措主要有:

第一, 肯定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与叶利钦当政时期主要

依靠金融寡头和家族势力的支持,因而对政党采取或利用或

压制的策略不同, 普京主要依靠民众和政权机关的支持, 始

终与依靠金融寡头和家族势力保持距离。普京在执政之初

就意识到了提高政党地位、发挥政党作用、变 /府院之争0为

/府院合作0的重要性。2000年 7月,普京在向俄罗斯联邦

议会提交的该年度国情咨文中指出: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

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 政

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

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

场。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 我们

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尤为突出, ,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

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

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0 /只有国家和社会间的日

常联系才能够保证政权机关不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而只有政

党能够而且应当提供这种日常联系。0 [ 7]

第二,适时果断推出5政党法6。 2000年初,普京授意俄

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专家开始起草 5政党法6, 其他一

些党派也着手起草符合自己意愿的5政党法 6。就世界各国

的政党立法模式来说,比较常见的是在宪法或法律中规定有

关政党的条款,或通过单行法就政党问题的某一方面作出特

别的规定,有的国家则依照惯例或约定成俗的传统来解决政

党问题,倒是制定专门5政党法6的情形并非常见,像德国之

所以要在 1967年制定5政党法6, 就是为了防止法西斯政党

的东山再起并抑制共产主义政党的活动。普京上台伊始即

重视5政党法6的制定,表明他决心改变俄罗斯政党林立、无

序竞争的态势。 2001年 2月, 有 5部5政党法 6草案被提交

国家杜马进行一读审议, 到 6月 21日, 杜马经过三读审议,

最终通过了 /总统草案0,随后, 它又于 6月 29日被提交俄罗

斯联邦上议院审议并获得通过。这部法律对政党的名称、目

的、宗旨、成立条件、活动准则、纲领章程、权利义务, 以及国

家对政党的财政支持、对政党的监督、中止和取缔等, 作出了

详尽的规定,包括要求总统在任期间必须中止其政党党员资

格。5政党法6颁布后, 俄罗斯出现了政党之间重新组合的

浪潮,政党的数量大为减少,开始走向量与质的双重规范,政

党政治亦逐渐从混乱、无序走向稳定、有序, 这就为推进政党

法治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与此同时,俄罗斯又制定或修改了与5政党法6相关的

5公民选举权基本保障法6、5杜马代表选举法6、5总统选举

法6、5政府法6等法律。以杜马代表选举为例, 在原先的 /混

合选举制0下, 国家杜马的 450个席位之半数由全国 225个

选区各选一名代表产生, 另外半数分配给政党和竞选联盟,

它们中得票率超过 5% 者即可进入国家杜马参加代表议席

的分配。新的选举办法改行 /比例代表制0, 禁止多个党派

组成竞选联盟参选, 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得票率提升到

7% , 国家杜马的全部议席都由取得议会资格的政党按照其

得票率高低进行分配。这样既突出了政党的地位, 又抬高了

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再看新的5政府法6, 它取消了原先

对联邦政府总理和部长级官员担任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领

导职务的限制,使政府官员参与政党和议会活动成为可能,

同时也为议会中 /政权党0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三,大力扶持统一俄罗斯党, 将其作为自己的政治依

靠力量。统一俄罗斯党于 2001年 12月由三大亲总统的中

派组织 ) ) ) /祖国0、/团结0和 /全俄罗斯0合并而成,它依靠

普京的支持迅速崛起,反过来又全力支持普京的对内对外政

策,其最高委员会主席格雷兹洛夫曾表示, /统一俄罗斯党在

议会和各地的所有行为,其目的都是为了支持我们国家领袖

的施政方针。统一俄罗斯党不只是芸芸政党中的普通一员。

它的成立是为了国家的巩固。我们一直在履行这一使命 0,

/统一俄罗斯党就是普京党0 [ 8]。该党奉行务实路线, 队伍

迅速壮大, 很快成为国内第一大党和新的 /政权党0, 并在

2003年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 从 23个取得竞选资格的

政党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 一举取代俄共成为议会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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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右翼政党亦自此被挡在议会大门之外。在 /政权党 0

控制议会的条件下, 俄罗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协调运作的

局面不断得到加强, 从而为 /普京计划0的推行和普京连任

总统创造了重要的条件。相反, 以 /不妥协的反对派0自居

的俄共和亲西方的右翼政党的影响力则持续下滑。在 2007

年的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普京虽为无党派身份, 但却一

改过去总统超脱于议会选举之外的惯例,直接出面为该党助

选, 并在其竞选名单中占据首位。按照新的选举办法,参加

这次议会竞选的政党有 11个,在进入议会的四个政党中, 统

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得票率达 64. 1% ,议席 315个, 支持普

京的另外两个政党 ) ) ) 自由民主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

得了 8. 2%和 7. 6%的选票, 议席为 40个和 38个; 俄共的得

票率仅为 11. 6% , 议席 57个, 成为国家杜马中唯一的反对

派。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 统一俄罗斯党的胜利其实是普京

的胜利, 选民投统一俄罗斯党的票其实是对普京及其施政方

针的支持和赞誉。

2008年 5月,普京的总统任期届满, 其得力心腹梅德韦

杰夫当选为总统, 梅德韦杰夫反过来又推荐普京担任政府总

理。同时, 普京还出任统一俄罗斯党主席。 2008年 4月, 统

一俄罗斯党召开九大 ,修改党章, 设立党主席职位,规定党主

席可从无党派人士中产生,并选举普京担任党主席。普京表

示, 他当选该党主席后将大力实行民主化改革, /应该对政党

进行改革, 使之成为对选民意见进行讨论研究的更加开放的

场所, 剔除官僚习气,并清除形形色色追逐个人私利之徒0。

莫斯科政治观察家认为, 普京出任统一俄罗斯党主席一职,

不仅对该党扩大自身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俄罗斯向

正常民主模式以及未来政党政府体制迈出的重要一步0 [9]。

三

关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我们可以试作

如下概括:

首先, 在这一过程中, /做成0的因素大于 /长成0的因

素。 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 # 密尔洞察到, 一个国家的

政治制度必须有历史的基础,不能靠预先的设计来建立, 而

是 /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

物0, /它们 -不是做成的, 而是长成的 . 0 [ 10]。综观西方国家

的政党政治, 不论是政党的产生、发展还是多党制的确立、运

作, 一般都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多元文化等

的发展而逐步确立和完善起来的,它们虽然离不开一定政治

主体的设计和运作, 但总的来说具有 /土生土长0的特点, 其

历史底蕴厚重, 体制机制健全, 民众认可度高,特别是党派轮

流坐桩、在野党依据 /合法反对原则0谋求执政地位成为一

种常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体

现了中国民主的内生性,它 /是由我们的国情决定的,不是哪

一个人、哪一个党派主观意志的产物0 [ 11]。反观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政党政治所走过的历程 ,则表现出政治强人的高度导

向性: 叶利钦大破大立,在俄罗斯摈弃苏联模式一党制, 允许

并鼓励公民自由结党,推行多党制,完成了俄政党制度的根

本转型; 普京求稳务实,通过政党立法并辅之以行政手段, 分

化整合俄纷繁复杂的政党派别和政治组织, 确立了 /可控式

民主0的发展道路, 并为梅德韦杰夫所继承。正是由于人为

的 /做成0因素大于历史的和制度的 /长成0因素, 俄罗斯政

党政治的发展和嬗变显然不同于西方国家, 也有别于中国,

具有突变性改革的特点。

其次,意识形态因素在俄罗斯政党政治中的影响力呈下

降趋势。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尽管俄罗斯始终存在左、中、右

的政治分野,并且政权党和反对派俄共的对峙始终存在, 但

近年来意识形态之于各派政党的意义已不如 20世纪 90年

代那样 /风光0。英国政治学家欧内斯特# 巴克曾将政党比

喻成 /一端架在社会, 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0 [ 12] ,说明政

党虽然围绕国家政权开展活动,但它为此却必须得到民众的

支持和认可。在经历了政乱的阵痛后, 俄罗斯社会人心思

定,人们的政治参与更趋理性、现实, 既不再对西方顶礼膜

拜,也不愿重走苏联的老路,绝大多数人认为, 不论是自由主

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没有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

能够解决俄当前面临的诸多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在这种情

况下,政党为了争取民众尤其是争取选票, 唯一的选择只能

是让自己的政纲去适应社情民意, 决不能为了 /意识形态0

的纯洁性而导致自己远离民众和政权。所以, 对如今的俄罗

斯政党来说,在一定意义上, 左、中、右是相对的,它们提取的

不是 /蒸馏过的意识形态 0, 而是 /某种意识形态鸡尾酒 0。

俄政府所采取的培植中派政党使之崛起、打击左派政党使之

削弱、分化瓦解右翼政党使之疲软的战略之所以能够较为顺

利地推行,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国民众社会政治心理的变

迁。

再次,俄罗斯的多党制具有 /一党独大型 0的特点。虽

然俄宪法明确规定实行分权制衡和多党制, 但莫斯科卡耐基

研究中心的分析员彼得罗夫却认为: /目前的俄罗斯是个混

合体,它拥有民主制度的形式,但却仿照苏联时代的系统,没

有真正分权和真正独立的司法部门。0 [ 13]像第四届国家杜马

选举就被认为是俄罗斯多党制构筑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挫折:

多党制的生命力在于不同政党 (包括党内派系 )及其所代表

的理念之间的竞争,既然在国家杜马中,亲总统的 /政权党0

与其他党派之间力量严重失衡, 前者坐大,后者式微, 特别是

作为主要反对党的俄共的政治空间日益萎缩, 那么各派政治

力量实际上已经难以有一个竞争的平台。第五届国家杜马

选举后,这一趋向更加得到了强化。目前,俄罗斯出现了 /大

党更强,小党更弱0的政党格局,并朝着普京设想的实行两三

个或四个政党参加的多党制迈进。但是, 俄罗斯政党政治兼

受东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制约, 具有 /民主专制0的二元性特

征,一方面, 它 /义无反顾0地选择了多党制,另一方面, 社会

上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一股崇尚权威、鼓吹 /开明专制0的

思潮,因而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俄罗斯将保持以 /政权党0为

主导 (领袖魅力在其中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反对党只能

扮演陪衬角色的多党制。有的西方学者甚至预言俄罗斯会

出现 /一党专政0的局面,这是有待进一步观察的。可以说,

俄罗斯政党政治仍处于发育期,其成熟还有很长一段艰难的

路程要走。

最后,统一俄罗斯党今后的走向值得关注。一是,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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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党的辉煌靠的不是艰苦繁琐的党建工作,而主要是普

京的威权。这种不是政党产生领袖、而是领袖决定政党的运

作方式, 与当今世界各国政党大力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潮流

并不一致。不久前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就批

评统一俄罗斯党 /已经成为受到盲目崇拜的一个政治符

号0, /这是个官僚政党, 是最差版本的苏共0 [ 14]。所以, 该

党如何对自身的组织体系和领导体制进行改革完善,以摆脱

/强人效应0的掣肘, 是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 二是, 统一俄

罗斯党实际上是以权力为基础的 /大杂烩 0, 内部成分复杂,

组织并不严密, 意见也不统一, 存在各种不同派别和不同利

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为 /政权党 0, 它既可能因为

政府的政策得体和政绩突出而赢得更多选票,也可能因为政

府的政策失误和政绩下滑而丧失选票。所以,该党如何促进

党内和谐并不断以新的作为来应对挑战,以保住自己在议会

中的 /老大0地位, 是很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三是, 统一俄罗

斯党的目标, 是成为执政党, 实现 /政党政府0的目标。但从

目前情况看, 俄罗斯还没有变更宪政制度的打算, 强调的还

是总统权力, 包括对普京寄予厚望。所以 ,近期内统一俄罗

斯党由政权党转变为执政党还难以实现。至于何时实现, 归

根结底仍然取决于俄罗斯的政情。如果俄罗斯发展政党政

治的制度环境进一步改善, 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出现执政党的

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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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 ent of Russia . s Party Politics

after theD isinter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LIN Huai- y i

(Huaq iao Univer 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

Abstrac t:  After the d is interg ration o f the Sov ietUn ion, Russia has been carry ing outm ulti- pa rty system. In the last few years

o f the 20th century, party po litics in Russiaw as w ith som e character istics of hav ing great num bers of parties and sharp factional strug-

g le. A fter Pu tin cam e to pow er, he ac tive ly advanced the reform ation o f Russ ia. s party po litics by fo rmu la ting the Party Law and

strong ly supporting theUn ited Russia Party, etc. In genera ,l the hum an ic facto rs w as bigge r than the h istor ica l factors and the system ic

factors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 lopm ent o f Russ ia. s pa rty po litics. P arty po litics in Russia is still in it. s puberty, and there is still a

long and ha rd w ay fo r it. s m aturity.

K ey words:  Russia;  party;  party po 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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