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独爱普京
, 京的声舰几乎不受任何政权失误的影晌

如果说普京执政第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结束政治混乱
,

实现经济稳定

的话
,

那么
,

其第二任期的使命则是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改革
。

在 年
,

影响深远的选举活动很多
,

如美国
、

西班牙的大选和国人格外瞩目的

台湾选举等
。

相比之下
,

俄罗斯总统选举

似乎没能让人们的神经兴奋起来
,

因为太

没悬念了
,

太乏味了
。

在选举前
,

莫斯科

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惹眼的竞选广告
,

也少见竟选人的演说和支持者集会
。

俄媒

体在选举前夕只顾铺天盖地报道新政府组

阁的事
,

却无人去谈论选举
。

让从事新闻

的人士感到尴尬的是
,

能成为新闻素材的

逸闻趣事实在是少得可怜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正如有俄罗斯评论家

评说的那样
,

上帝认定的宠 普京再次当选

总统
,

就像太阳要从东方升起一样不可怀疑

和早已注定
。

看来
,

俄罗斯真的独爱普京
。

普京如 日中天

像歌曲
“

嫁人要嫁普京这样的人
”

之

类的对普京的赞美
,

在俄罗斯已经不是很

时髦了
,

人们已经开始把对普京的崇拜转

化成生产力了
。

据说
,

已经有多家酿酒厂

注册了以普京命名的伏特加酒
,

而生产手

表的厂家则通过把普京的头像印在表盘上

而使亏损企业起死回生
。

这样的例子在俄

罗斯俯拾即是
。

借着民众的厚爱
,

普京在 年 月

日的总统大选中当仁不让
,

在 选

民参选的情况下
,

获得 的选率
,

再次

当选
。

有两个数字能反映出普京威望上升

的强劲势头 一是得票率排在他之后的总

统候选人哈里图诺夫仅获得了不到 的

选票
,

相差 倍 , 二是在 年
,

普京是

以 的得票率当选的
,

年间净增了约
。

其实
,

不仅在大选中备受俄罗斯选民

青睐
,

普京在第一任期内的支持率也是居

高不下
,

一直保持在 一 的水平
。

在

大选前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

普京的支持

率始终遥遥领先于其他竞选者
,

当时人们

就预计到他将获得 的选票
,

而 他 龙

争者只有格拉济耶夫能勉强获得 的支

持
,

其他候选人甚至连 都难以达到
。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

普京的高支持

率竟然在重大的内政和外交危机时刻
,

仍

然坚不可摧
,

也就是说
,

他的声望几乎不

南风窗
‘

, 上



受任何政权失误的影响
。

我们记得
,

在过

去的几年里
,

俄罗斯发生过诸如库尔斯克

号核潜艇沉没
、

莫斯科人质被劫持
、

莫斯

科地铁爆炸案等严重的灾难性危机
,

对俄

罗斯的打击都很沉重
。

然而
,

普京的支持

率在这些危机时刻却不降反升
,

因此
,

有

俄罗斯人称其为
“

绝缘体总统
” 。

也有人分

析说
,

那是因为俄罗斯老百姓就认普京
。

譬

如
,

普京在选举前解散政府尽管也并不违

宪
,

但从情感上总让人觉得有些霸道
。

可

是
,

俄罗斯的老百姓看来对此并不反感
,

或

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谁是总理
,

只要普

京决定了的
,

大家就认为是对的
。

如果把民众的支持和立法机关中自己

人拥有 多数的因素结合到一起的话
,

说普京在俄罗斯
“

要风得风
,

要雨得雨
” ,

恐怕一点儿也不算过分
。

新国家杜马选举

使普京在立法工作上获得绝对的控制权
,

几乎能够通过任何一份他所提出的法案或

改革设想
。

议会
、

政府
、

司法
、

检察
、

军队

等等部门都听他的话
,

都是他执政的俯首

帖耳的工具
,

就连叶利钦时期最不好对付

的寡头们
,

也被普京收拾得老老实实的
,

那

些地方领导人更是竞相讨好普京
。

现在
,

可

以说普京想做什么都能做成
。

普京压根没有感受到任何同一等级对

手的竟争压力
,

甚至可以说
,

今天在俄罗

斯就根本没有这样的人物
。

由于俄共领袖

久加诺夫
、

自由民主党主席 日里诺夫斯基

等相对影响较大的重量级人物均未出战
,

所以普京竟选对手的水平实在太低了
。

除

左翼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和右派女掌门挎
田之外

,

其他候选人几乎不为普通俄罗斯

百姓所知
。

所以
,

有俄罗斯人评论说
,

总

统选举无敌手的事实表明
,

应该给普京头

年的执政打 分
。

此
,

我们倒是应该对普京竞选战略的成功

之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

首先
,

通过控制媒体进而控制民意是

他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之一
。

在俄罗斯的

媒体上
,

很难见到直接对普京的政策
、

行

为提出批评的文章
。

具有自由思想倾向的

报纸
,

倒是经常报道普京的反对派
、

俄罗

斯民主派政治家的情况
,

也出面为石油富

豪霍多尔科夫斯基叫过冤
。

但是
,

这些报

纸目前在俄罗斯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

因为

它们的发行量少得可怜
,

如
,

《生意人报 》

自称是 万份
,

《独立报 》只有将近 万份
。

电视台也基本被当局牢牢控制
。

有些批评

普京的话题在报纸上已经炒得很热闹
,

可

在电视上却未提到
。

相反
,

当普京召开政

府会议
、

接见什么人
,

甚至批评某个官员

时
,

电视台都大报特报
。

俄罗斯媒体总体上给老百姓的印象就

是
,

普京总统 日理万机
,

并且特别关心老

百姓的疾苦
。

因此说
,

普京对媒体的策略

非常成功
。

尽管他没有参加过电视辩论
,

也

不搞直接竞选
,

但实际上他每天都在竞选
。

淡化意识形态取向
,

强调俄罗斯民族

和国家的利益与尊严
,

为普京赢得了民众

的认同
。

普京大力强化以总统权力为核心

的执行权力
,

大刀阔斧地建立国家权力垂

直体系
。

他把全国划分为 个联邦区
,

派驻

总统全权代表 改组了议会上院 废除了

同中央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法律 摆脱了寡

头势力对国家政权的影响
,

等等
。

因此
,

俄

罗斯出现了由乱到治的转变
。

普京还不声不响地把反对派的许多政

治主张引人了自己的执政实践
。

其中
,

在

国家安全
、

社会政策
、

外交方针
、

军事建

设等方面
,

他借用了大量的左翼派别的思

想
。

因此
,

有俄罗斯学者略带夸张地评论

说
,

除关于共产主义的提法以外
,

普京几

乎照搬了俄共纲领中的所有内容
。

当然
,

淡化思想上的差异不等于和风

细雨
,

普京在结束政治纷争时也不会吝惜

采用高压和强力手段
,

更不会向任何挑战

自己治国方略的力量妥协
。

在大选前夕
,

普

京突然解散政府
,

表明他不允许延误改革

进程
,

希望通过提前改组政府来加快推进

各项改革
,

果断地克服所有障碍
,

哪怕你

是几朝总理
。

灵活地处理与支持自己的党派的关系
,

也是普京选举成功的妙计之一
。 “

统一俄罗

斯党
”

是当今俄罗斯政坛上最有影响力的

政党
,

由于他们扛着
“

跟总统走
”

的大旗
,

所以在 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绝对优

势
,

成为普京执政的坚强后盾
,

该党的领

导层 自然也想在总统选举中为普京冲锋陷

阵
。

但是
,

意味深长的是
,

普京并没有让
“

统一俄罗斯
”

党推举他为总统候选人
,

而

是以独立候选人的方式参加了竞选
。

这是

普京竞选的关键一招
,

他要以俄罗斯全民

总统的形象将为其底得更广泛
、

全面的支

持
。

此外
,

在选择接替卡西亚诺夫的总理

人选时
,

人们都确信会在该党的核心人物

中遴选
,

结果普京却任命了鲜为人知的弗

拉德科夫
,

该党的人只是出任副总理
。

谁在成全普京

普京怀中的法宝

为什么普京能获得如此毋庸置

疑的胜利 有西方媒体认为
,

这里

存在着普京利用行政资源优势提高

参选率的嫌疑
,

甚至有报纸直截了

当地提到
,

为了鼓励选 民出门投

票
,

俄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怪

招
,

小到购物优惠或是免费送音乐

会票
,

大到办执照先要交选票
,

甚

至不投票不给看病等等
。

不过
,

尚

难以断定这些传闻的真实性
。

因

当然
,

除主观因素外
,

普京得势也有

客观上的因素
,

特别是俄罗斯历史和社会

发展的大背景
。

我们知道
,

戈尔巴乔夫是在 年上

台的
,

当时
,

人们非常支持他
,

对他寄予

厚望
。

年过后
,

当 年苏联召开人民

代表大会时
,

苏联民众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

无论是在执政阶层还是执政党

乃至最高领导层内
,

都已经是

四分五裂
。

不仅叶利钦公开与

戈尔巴乔夫分庭抗礼
,

苏共党

内的保守官僚集团也对戈尔巴

乔夫失去了忍耐
。

领导层的分裂使苏联的经

济急剧下滑
,

人民生活状况严

重恶化
。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命

运到了尽头
,

因为他既没有改

善民众的生活
,

又触动了拥有

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
,

因

而全面地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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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
。

叶利钦在 年得到了俄罗斯民众和

社会精英们前所未有的信任与支持
。

然而
,

同样是 年之后
,

俄罗斯得到的依旧是灾难

性的经济衰退
、

老百姓惊人的贫困和国家

的濒临瓦解等恶果
。

因此
,

在 年议会

选举中
,

俄罗斯共产党大获全胜
,

叶利钦

本人的支持率降到了 的最低点
。

为了能在 年再次当选总统
,

叶利

钦不得不对车臣分裂分子妥协让步
,

默认

寡头当道的现实
。

虽然勉强获得了连任
,

但

他的政治生命其实已经临近尾声
,

因为他

为了维持自己的位里
,

讨好寡头利益集团

而牺牲了普通民众的生存利益
。

年的

卢布贬值危机几乎使俄罗斯作为国家而整

体破产
。

于是
,

当 年来临的时候
,

俄罗斯

民众和精英阶层都愈识到
,

必须有一位新

的领袖
。

他必须要有力
,

他的核心任务

就是在国内确立起码的秩序
、

消除国家进

一步解体的威胁
、

解决诸如拖欠工资和退

休金等具有姗炸效应的问题
,

进而实现经

济增长的目标
。

普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俄罗斯

总统宝座的
。

在第一个 年任期中
,

他基本

上完成了上述任务
。

普京因此成为自戈尔

巴乔夫以来第一位既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
、

又在总体上没有触动有产阶层和有权集团

既得利益的俄罗斯领导人
。

在经历了 多年的混乱
、

崩溃
、

贫穷
、

屈辱等梦魔之后
,

普京对普通的俄罗斯人

讲出了最简单的
、

却又是最展撼的话 不

能再不顾老人们的死活
,

不能再无动于衷

地眼见贫穷的儿童哭泣

一句话
,

使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败绩

的背景反衬出了普京的光辉

当然
,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形势也

为普京贴金
。

普京第一任期结束时
,

俄罗

斯经济同 年相比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了近
,

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大幅下降
,

居民实际收人增长了一半
,

俄偿还了 亿

美元的国际债务
,

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达到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

经济结构改革

也已启动
。

普京的确运气好
,

自他上台以

来世界石油价格一路走高
,

俄罗斯挣足了

石油美元
。

反对派策略失当
,

其中左派分裂
、

右派自大
,

也
“

帮
”

了普京的大忙
。

俄

罗斯最大的反对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在 年底的国家杜马选举中一落千

丈
,

几乎面临组织分裂的境地 曾经在

叶利钦时期甚嚣尘上的激进自由派党

派也已经被赶出议会
,

至于善于煽动

的日里诺夫斯基
,

作为一种特定的政

治势力他会在俄罗斯存在下去
,

但也

成不了大气候
,

影响力的局限性 日益

昭显
。

那个在议会选举中爆出黑马的
“

祖国
”

联盟
,

也是内让热烈
,

更算不

上什么严肃的政治团体
。

这些都反映出在

俄罗斯还没有一个有分量的政治力量
,

可

以形成对政权有制衡作用的反对派核心
。

目前已经势单力孤的民主派试图通过抵制

选举来
“

搅局
” ,

结果不仅遭到了普京的强

烈抨击
,

也没有获得民众的响应
。

俄罗斯老百姓的思维取向也成就了普

京
。

俄罗斯的老百姓其实对什么人权
、

民

主并不太关心
,

他们关心的是社会的稳定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

而且
,

俄罗斯百姓脑

海中没有分权意识
,

权力应该是统一的
,

不

管是政府还是议会或者法院
,

反正都听克

里姆林宫主人的
,

他是一切善之善
,

他能

说了算时
,

俄罗斯就有希望
。

此外
,

俄罗

斯民众对共产党心存顾忌
,

而对自由民主

派则深恶痛绝
,

因为
,

在他们看来
,

民主

就等于无政府主义和犯罪
,

自由主义就等

于腐败和窃取国家财产
,

市场就是贫穷
,

同

西方合作就等于是民族被矮化
、

国家被瓦

解
。

普京的执政思路恰恰符合他们的要求

和思维习惯
。

普京能走多远

如果说普京执政第一阶段的核心任务

是结束政治混乱
,

实现经济稳定的话
,

那

么
,

其第二任期的使命则是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改革
。

要改革
,

就要有理念和计划
,

就

要看普京的施政纲领
。

尽管普京从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

执政纲领
,

但通过一系列讲话和表态
,

我

们仍然可以看出他在治理俄罗斯方面的某

些设想 首先
,

他不会忘记给了绝对信任

和支持的俄罗斯民众
,

因此
,

第一任务就

是改善人民生活
。

为此
,

他提出了 年翻

番的经济增长计划
。

其次
,

为了实现经济

振兴计划
,

他表示要加大治理官僚腐败的

力度
,

推进行政改革
。

再次
,

为了适应经

济改革的需要
,

力求塑造俄罗斯国家观念

中的竞争意识
。

普京政权的军事成分将被强化
。

俄军

不久前举行的战略核力 军事演习
,

是继

年前苏军大型核演习以来
,

俄军首次

陆基
、

空基
、

潜基三位一体的核演习
。

它

既宜示了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的步伐与决

心
,

也表明普京重视军队在其执政生涯中

的重要地位
。

普京将通过自己最信任的亲信
、

国防

部长伊万诺夫来推行军事改革方案
,

以求

加强俄罗斯的整体军事实力
。

其具体措施

主要有 大幅度增加军费拨款
,

国防部追

加 亿卢布
,

内务部 亿卢布
,

以改

变俄罗斯军队现有装备的尴尬状况
。

米格

飞机厂原厂长戏言说
,

印度的军费与俄罗

斯不相上下
,

可印度在买各种先进武器
,

甚

至是航空母舰
,

而俄罗斯能买 辆 一 型

坦克就算重大采购事件了
。

再就是调整俄

罗斯军队的结构
,

包括领导系统
,

个强力

部门直接对总统负责
,

总理仅管 个部
。

治理腐败是普京的要务
,

但会与官僚

集团发生矛盾
,

关键看他怎么把握
“

度
” 。

吏治问题早已引起俄罗斯民众对政权机关

的不满
,

并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
。

普京连

任后将实际推动俄罗斯的行政改革
,

以完

善官僚体制
。

但是
,

由于亲普京
“

统一俄

罗斯
”

党也是官僚云集的党
,

普京的行政

改革如果严重伤及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
,

他将会失去官僚的支持
,

而且会影响到政

令的畅通
。

因此
,

在行政改革问题上普京

需要展示高超的政治艺术
,

对此
,

下断言

还为时过早
。

总而言之
,

由于深得民众和各级
、

备

分支政权的支持
,

普京的权 勺将 越 来越

大
。

毕竟这是俄罗斯人民的选择
,

如果这

能给俄罗斯带来福扯
,

外 人人可不必指手

画脚
。

作者为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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