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举世瞩目的俄罗

斯大选将于3月4日开

锣。尽管此次大选胜

负没有多少悬念，但

是还是引发人们的普

遍关注。由于年前议

会选举引发民众和反

对派的抗议浪潮，除

了人们关注普京能否

在第一轮获胜，更重

要的关注点在民主化

的俄罗斯为什么会延

续“强人政治”模式？

这种“强人政治”模式

有什么现实和文化根

源，将来会走向何方？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

了山东大学政治学

与公共管理学院俄

罗斯问题专家马风

书教授。

俄俄罗罗斯斯大大选选··模模式式

普京多半首轮胜出

齐鲁晚报：俄罗斯总统大选即将
于明天开锣，您如何判断现在的选情？

马风书：如果不出意外，普京多
半会在第一轮选举中胜出。这也是他
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

俄式民主符合国情

齐鲁晚报：在此次大选之前，普
京遭受到了俄罗斯反对派强烈的抗议
潮，但从目前来看，普京胜选毫无悬
念。俄罗斯人为什么会选择普京？

马风书：我个人认为，首先，俄罗
斯民族历来是一个崇尚强人政治和
集权政府的民族。

其次，普京不同于过去的沙皇，
也明显有别于苏联时期的领导人，他
明确反对专制和独裁，主张完善民
主，支持多党制和发展公民社会，具
有更强的制度合法性。

第三，俄罗斯式民主是保障现代
强人执政的制度因素。苏联的演变表
现了俄罗斯人民对民主的向往，但苏
联解体最初十年的痛苦经历令大多数
普通俄罗斯人对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
度充满了仇视。普京力主建立符合俄
罗斯国情的民主制———“可控民主”，
恰恰迎合了俄罗斯民众的政治愿望。

他的对手都太弱

齐鲁晚报：有人把普京说成新时
代“沙皇”，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马风书：大多数俄罗斯人并不这
么看。因为，普京的做法完全符合俄
罗斯的宪法和法律。普京无法操纵俄
罗斯选民的选票，他能否当选决定权
在选民。而在所有总统候选人中，除
了普京之外，俄罗斯人在其他人身上
看不到希望。应当说，俄罗斯政坛“怪
象”不是因为普京太强，而是因为普
京的对手太弱。从这一点也可以肯
定，普京不会成为新沙皇，因为他的
政治生命取决于俄罗斯民众的意愿。

强人政治更有效管理国家

齐鲁晚报：无论是沙皇俄国、苏
联还是俄罗斯，尽管曾经多少是实行
过民主政治的形式，但从本质来看，
还是一种“强人政治”的模式。这种

“强人政治”模式的文化和民族的根
源在哪儿？

马风书：“强人政治”和集权政治
的特点源于俄罗斯丰富的历史体验
和俄罗斯人特殊的精神状态，构成了
其难以更改的文化传统。首先，俄罗
斯在历史上疆域辽阔、人口稀少，而
且民族构成复杂，只有实行“强人政
治”才能有效控制和管理整个国家。
其次，俄罗斯缺少有效防御的地理资
源，没有有效阻遏外敌入侵的地理屏
障，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外敌入侵。为
了保证国家的安全，往往依靠某个政
治强人，团结和凝聚全体国民，共同
对敌。第三，俄罗斯人有着强烈的爱国
主义情感。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在精神
上普遍对政府和统治者有着深深的依
赖，而且也体现在保卫国家的激情上。

西方对普京不抱幻想

齐鲁晚报：为什么欧美许多国家
积极支持俄罗斯反对派的抗议浪潮？

马风书：究其原因，恐怕有几点。
首先，普京在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方
面对西方展示了更多的强硬姿态。从
第一届任期后期开始，普京对西方大
国的态度日趋强硬，给西方的国际行
动制造了不少麻烦。第二，普京在俄
罗斯政治民主化方面没有随西方大
国的指挥棒起舞，西方大国强烈不
满，认为普京是俄罗斯民主进程的破
坏者。第三，在担任总理的四年间，普
京常常发表与梅德韦杰夫总统有区
别的、对西方强硬的讲话。凡此种种，
促使西方大国对普京已不再抱任何
幻想，对普京重新执政后其与俄罗斯
的关系充满了担忧。因此，西方国家
十分乐见俄罗斯出现反对普京的势
力，且一定予以大力支持。

反对派难颠覆现政权

齐鲁晚报：据您所观察，俄罗斯
反对派有什么欲求？在可预见的将
来，他们会不会在各方面势力的支持
下成功上台执政？

马风书：俄罗斯并不存在一个统
一的反对派联盟，其中各部分的诉求
并不完全一样。从历史上看，俄罗斯
反对派的势力和影响历来较小，除非
出现十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目前俄
罗斯民众大多拥护普京和统一俄罗
斯党的形势下，不存在出现强大反对

派的土壤。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不
存在反对派颠覆俄罗斯政权的情景。

俄总统权力过大

齐鲁晚报：您如何评估目前的俄
罗斯民主化进程？将来会有什么变化？

马风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按
照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建立了后苏联
政治制度，但结果却使俄罗斯几乎陷
入无政府状态。普京上台后，通过加
强垂直权力体系、削减地方权力、制
定政党法等措施，逐步稳定了俄罗斯
的政局。2005年，普京指出，西方式
民主带给俄罗斯的是一场灾难，俄罗
斯必须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制
度，即“可控民主”。俄罗斯的民主制
度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其多党选举
制、总统直选制都是实实在在的。尽
管这种民主制度还不完善，总统权力
过大，立法和司法独立还难以保障，
但毕竟这是俄罗斯历史上从未有过
的巨大进步。相信俄罗斯的民主制度
将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与美国斗争又合作

齐鲁晚报：普京当选后，俄罗斯
与中、美、欧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

马风书：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将会
继续沿着“普京路线”前行。普京对外
政策的总体路线是，一切以俄罗斯国
家利益为转移，依靠独联体，整合后
苏联空间，进一步发展中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加强与欧盟的经济政治合
作，与美国既斗争又合作，扩大在第
三世界的存在，加强俄罗斯在地区政
治中的作用，争取俄罗斯利益的最大
化。

梅德韦杰夫只是配角

齐鲁晚报：作为另一个主角，您
如何评价梅德韦杰夫，大选后，他的
位置在哪儿？

马风书：在俄罗斯目前的政治体
系中，梅德韦杰夫显然是普京的同盟
者，二者在内政外交上并无根本性分
歧，但梅德韦杰夫的政治经历和个人
魅力显然还难以超越普京。因此，只
要普京活跃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梅
德韦杰夫恐怕只能做普京的配角。普
京重新当选后，梅德韦杰夫仍将是普
京团队中的最有分量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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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的俄罗斯
妈妈一边照看孩子一边收
看有关普京的电视新闻。

格资料

选票过半数

即可当选

俄罗斯联邦在举行全
民公决后确立实行总统制。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
法》，俄总统通过直接选举
产生，每届任期 4年，不得
两次连任。任何一个年满35

岁、在俄常住10年以上的俄
联邦公民都可以竞选总统。
2008年12月30日俄罗斯总
统梅德韦杰夫正式签署通
过俄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俄
总统的任期由4年延长至6

年。
选举法还规定，候选人

获得参加投票选民半数以
上支持的即被认为当选。如
果候选人有两名以上，而其
中任何一名候选人都没有
当选，中央选举委员会则宣
布对得票领先的两名候选
人进行第二轮投票；在第二
轮投票中，只要得票领先的
候选人所获的赞成票数量
超过完全反对票(反对所有
候选人)的数量，即当选。

透明投票箱和可联网
摄像头将在本次总统选举
中首次启用。记者走进莫斯
科国立测绘大学的投票站
大厅，看到最显眼的就是正
对门口的两个磨砂材质的
透明投票箱。投票箱为长方
体，约有 1 . 2米高、60厘米
长、60厘米宽。据介绍，将有
约 6万个透明投票箱安装
在俄全国主要城市的投票
站，这一措施预计涉及5000

万选民。
在大厅右部，有一台用

来播放实时监控图像的电
脑。莫斯科市选举委员会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投票大
厅前后各装有一个摄像头，
所拍摄图像数据资料实时
传输到这台电脑上并不间
断播放。俄罗斯中央选举委
员会计划在全国 9万个投
票站安装可联网摄像头，并
将实时监控画面上传至互
联网，以便所有选民在网上
看到投票状况。

大选将设

透明投票箱

强人政治
俄式“可控民主”迎合了民众愿望
本报记者 吴华伟

▲ 支 持 者
举 着 普 京 的 头
像 集 会 支 持 普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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