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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当 代俄罗斯政党体制特征

范 纯

【 内 容提要
】

近十 多年 来 ， 俄罗 斯政党格局的 变化彰显 出 俄罗 斯政党体制 的新

特征
，
即总统控制 下 的一党独大的政府党体制 。 政府党是指与行政机构一体化

，
利 用

行政资源 取得议会议席的政党 。 政府党体制是政府党 掌握或靠近政权
， 其他政党被

边缘化的政治体制 。 该体制成 因 于社会经 济结 构的 变化 、 选举制度的规定 以 及强 力

总统制 的影响 。 该体制 是转型 期对俄罗 斯独 自 民主化形 态诉求的
一种应答 是具有

准现代性的政党体制
，
呈现 出 一定的竞 争性、 稳定性和持续性 。

【 关 键 词 】 俄 罗斯 政党体制 一

党独大 政府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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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 ， 俄罗斯政党格局的变化彰显 出 与政党 、 政党与国家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都各不相

俄罗斯政党体制的新牿征 。 过去
，
学界对俄罗斯 同

，
从而形成了政党政治 的不同模式 这种模式

政党体制特征的概括有
“

多党制
”

、

“
一党独大 ， 多 就是政党体制 。 政党体制是随着政党的 出现而逐

党并存
”

、

“

政权党体制
”

、

“
一党优位制

”

等 。 事实 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系统 是政党间 、政党与政

上
， 这些概括未能准确反映 出 当代俄罗斯政党体 权间形成的关系结构 。 法 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把

制的突出特征 。 本文认为 当 代俄罗斯政党体制 政党体制看作政党
“

共处 的形式和模式
”

， 美国学

特征应为
“

总统控制下的一党独大的政府党体 者迈克尔 罗斯金提出
“

是各政党之间 以及政党

制
”

。 笔者基于法学视角从政党体制理论和俄罗 与整个政治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
”

吣 表达的就是

斯政党政治现实状况出发 ， 深入阐述该特征 。 政党体制的意蕴。 近年 ， 我国学者明确指 出 政党

体制是指为国家法律所规定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
—

审视俄罗斯政党体制的理论 角 形成的政党在政治体系 中的地位以及政党之间 的

关系模式和运行机制③
。

多年来 在我国政治学领域
，
对政党制度和政 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 是在政治发展过程 中

党体制两概念的等同混用 增加了认清政党体制 逐渐形成的 ， 政党体制 的形成是客观的 。 政党体
概念的难度 。 事实上

，
在国家学 的意义上 法学和

政治学是合为一体的 ， 属于公法研究范畴 ， 有关政

党的诸多规制也是公法的一部分。 基于上述认 王 江 《政党政治原理》 中共中央党校 出 版社 哪 年

识 ，本文认为 ， 制度和体制不能等同 ， 体制是各种
’

② 迈
；

尔 罗金 斯等 《 政治科学》 华夏 出 版社 年

制度的集合
，
是制度组合关系 的结构框架 。 就政 舶贫③ 禹海霞 ： 《政党 变革 、政党体制变革 、 政党 政治变革 的含

党体制来说 ， 因 国情不 同 ， 在政治体系 内部 ， 政党 义辨析》
，
载 《 山东社会科学》 年第 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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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通过法律加 以规范
， 是对事实上 的政党格局 义视角下 ， 随着政治斗争所得 以发生的政治制度

的认可 。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体制 取决 变迁 ， 都会导致政党体制 出现不 同程度的改变 。

于多种 因素 如 国家基本制度 、社会发展水平 、 选 再次是政党竞争 。 政党竞争的 维度 和烈度 、政党

举制度 、历史文化因素等 。 在影响政党体制形成 间分歧的大小和强度 、 政党 的规模和参与竞争 的

的 诸要素 中
， 社会分层 和法律制度是主要因 素 。 政党数量等

，
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进而影

社会分层决定着政党体制 的情况 但决定政党体 响着政党体制的 变化 此外 ， 政党领袖 的战 略

制的不是社会分层的初始状况 而是社会分层出 性行动 政党领袖既能认知变革必要性 又能克服

现后 的社会整合情况 ， 包括各种不 同利益的 冲突 抗拒变革 的阻碍 ， 也导致政党体制发生改变 。

情况 、 不同政党整合社会的有效度等 。 法律制度 本文引入比较政治学的
“

政府党体制
”

概念 ，

是对政党体制直接产生影响 的重要因素 其中 选 主张俄罗斯政党体制特征应概括为
“

总统控制下的

举制度在政党体制形成过程 中起重要作用 ， 对政 一党独大的政府党体制
”

。 所谓政府党 是指与行

党体制的维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 如比例代表选举 政机构一体化 利用行政资源取得议会议席 的政

制是多党制形成和延续的重要原 因 ， 小选区选举 党 。 按 日 本学者藤原归一的 说法 ， 政府党是在组

制利于两党制的形成和维持 。 织 、人员 、财政支出上 排他性地利用行政机构的资

本文认为 ， 明确政党体制类型化内涵 把握政 源 变得与行政机构无区别的政党 。 政府党概念的

党体制稳定性与变动性的 内在机理 能准确认识俄 提出 所重视的是作为
“

政府党
”

的政府成为其形

罗斯政党体制的变化 。 意大利政治学者萨托利以 成主体 。 作为政府党存在的结果 ， 制度上虽能保障

政党数量 、政党政策 、 意识形态等为基准 将政党体 政党间竞合 ， 但实际上在野党被边缘化 ， 形成事实

制分为 ： （

一党制 ； （ 霸权政党制 ， 政党数虽不 上因政党竞合而脱离政权掌握的体制 ， 这就是政府

是
一

个 ， 但在野党与执政党竞争时 ， 根本不具挑战 党体制
，
即政府党掌握或靠近政权 其他政党被边

力 ， 霸权党既不允许正式的 、 也不允许事实的权力 缘化的政治体制 。 政府党体制跨全体主义 、权威

竞争 一党优位政党制 ，
复数政党间虽存在竞 主义 、 民主主义三个领域 还呈现独 自 的特性 ， 具

争关系 ， 但结果往往是一党胜出
，
长期垄断政权 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 本质上是非民主的 。

两党制 ； 稳健的多党制 ，政策和意识形态差距较 政府党体制概念虽与萨托利 的
“
一 党优位制

”

类

小的三到五个政党的竞争与合作 ， 往往创制联合政 似 但有明显区别 ，

“
一

党优位制
”

下 的在野党 能

权 极端的多党制 政策和意识形态差距较大的 与国家共谋国事 ， 只是被社会疏远 。 政府党体制

多数党竞争 原子化政党制
， 即不存在有力政党 下的在野党是被边缘化的 这是显著的不同 。 政

或优位政党的乱立型政党制 。 萨托利还以竞争为 府党体制概念作为一种分析的框架
，
对分析转型

分界线 将政党体制分为竞争性政党体制和非竞争 国家的政党体制特征能有效发挥功能 。

性政党体制 。 竞争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 ， 没有竞 政府党体制有五个特点 ：

一是选举制度上 实

争就没有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 。 萨托利指 出 ，

一

个 行政府党能在选举中获胜的制度操作 如将政党登

主导党体制遵守竞争规则时 ，实际情况证明它处于 记规定为法律义务等对政党活动进行规制 如将选

低度的竞争性 甚至接近没有竞争的状态 。 当两个 举制度本身规定为对政府党有利的制度 再如将选

或两个以上的政党获得相近的选举结果 或在很小

的差距下获胜时
，
竞争才是

“

竞争性的
”

。 ① 萨托利 ： 《 政党与政党体制 》 商务 印书馆 年版 ， 第

政党体制本身具有稳定性 但在 定条件下
加茂利男 、 大西仁 、 石 田 徹、 伊藤恭彦 《 現代 政 治学 》

可 由
一种政党体制转为另一种政党体制 。 从转变 （ 第 版 ） 有斐 阁 年 月 第 頁 。

动 因看 ， 首先是社会结构 。 在社会学结构主义视
载《； 》

织 的研究 ■与评价 》
’

野下 ， 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层会随着时间推移 ， 不断 ④ 大 串敦 ： 政府党 制 制度化—— 「 統一 口 」 党 発

发生变化 ，
不断出麵的维度 。 麵 选 民阶级构

成 、 阶级认 細麵钱生靴 ， 政舰雌
職 严 濃

关系也就随之调整 。 其次是制度变迁 。 在制度主 東京 大学出版会
， 年 ， 第 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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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区的制度操作也变为对政府党的政权维持能有 成并非一蹴而就 有其发生与演进的过程 。 总的来

所贡献的操作 ；
二是与政府一体化地垄断行政资 说 分为摸索阶段 、 制度化阶段和形成阶段 。

源 如在政府机关的人事决定方面 、 在利于政策形 首先 ， 在摸索阶段 世纪 年代 ） ， 俄罗斯

成的信息接近方面 ， 政府党与在野党相 比 ，
以绝对 政府党在杜马选举 中并未获得成功 未取得绝对

优势控制着资源 ，能使制度性支配的稳定化成为可 优势 ， 但积累 了一定经验 。

“

俄罗斯选择
”

在

能 ；
三是显著缺乏权力更迭的可能性 ，尽管制度上 年杜马选举中 ，

“

我们 的家 园
一俄罗斯

”

在

实行民主主义 但某些特定势力持续的政权维持也 年杜马选举中 均未获第一大党位置
， 未获多数派

是可能的 ， 因有与其呼应的政治体制的存在 ， 同时 ， 优势 。

“

祖国
一全俄罗斯

”

在 年杜 马选举

在野党势力极其弱化 ， 无法实现政权更迭 四是政 中
，
被

“

团结
”

党吸收 。 可以说 享有行政资源的

府党与官僚 、利权集团结合
，
官僚机构肥大 ，腐败成 政府党未能取得较好实绩 ， 原因有五

： 叶利钦

风 ；
五是随着社会中间层的 扩大 ， 对政府党体制的 总统的低支持率。 年代总统支持率一直降到

失望和不满会不断增加 能以明显方式表达出来 。 ，在这种状况下 就越发具有了 总统将 问题转

嫁政府党 的激励 。

“

俄罗斯选择
”

党首盖达尔在

二 俄罗斯政党体串 ！ 的特征 失去叶利钦支援的情况下 在 年选举中未能

超过比例区的 门檻限制 。

“

我们 的家 园
一

俄

本文认为 俄罗斯政党体制虽在形式上存在 罗斯
”

党首切尔诺梅尔金追逐叶利钦政权总理宝

多党 宪法也明确规定在俄联邦承认政治多元和 座的 同时 其前途变得黯淡 。 （ 地方政治家 的

多党制 但实质走上 了 典型 的政府党体制 轨道 。 影响力过强 。 地方政治 家因有 自 己 的赞助 ， 即使

普京在对政党体制 做顶层设计时 ， 虽期望在 国家 无政党归属 也能通过小选举区成为议员 。 因此
，

杜马形成 由 两三个或 四个政党参加 的 多党制格 地方就不具发展政党组织的激励 。 （ 政府党 聚

局
， 但这种状态并非萨托利 的稳健多党制 。 迄今 散离合较为频繁 。 政党组织最初是未成熟 的 ，

总

形成的状态虽与一党优位政党制接近 但也不是 统府就容易做成另一标号的政府党 。 因政府党频
一党优位政党制 。 因为稳健多党制和一党优位制 繁更换 政府党的议员等就必须做好被另一党替

产生方式是 自 下而上 最终要组阁 问鼎政权 ，
而俄 换的准备 ， 因 而 ， 党组织未获得充分发展 。 （ 总

’

罗斯 国家权力实际操控在总统手 中 。 总统亲 自 打 统制客观上阻碍政党 的发展 。

一

般来说 ， 在总统

造的
“

统一俄罗斯
”

党 ，
虽力量强大

， 成为政权党 ， 制下 政治裂变存在于总统府与议会之间 政党组

但这种政权并非完整的 国家权力 它无权组阁 成 织处于弱化倾向 。 加之叶利 钦总统并非政党党

不了真正的执政党 。 俄杜马机关分析研究部的 首 总统选举又与政党无太大关系 ，进一步阻碍了

马洛夫认为 ， 用西方政党体制 的经典模型来衡量 政党组织的发展 。 （ 选举制度 问题 。 年以

俄罗斯政党体制是没有太多根据的 。 俄罗斯现实 前的选举制度是混合制 ， 即小选举区 与 比例代表

同任何一种建立政党 的经典模型都毫无关系 。 并立制 。 俄罗斯政党政治是靠 比例代表制来维持

俄罗斯的政党不是在各种利益的客观基础上产生 的 ， 而小选举区 制阻碍了政党 政治 的发展⑤
。 总

的 ， 而是根据领导人的热情建立起来的 。 这种状 之
，
这一时期政府没有强大政权党做后盾 ， 反对党

况完全与政府党体制相符合 政党的形成是 自 上

而下 ， 并显著缺乏政权更迭的可能性 。 在俄罗斯 ， ① 江秋丽
： 《俄罗斯政党 体制 的发展及其趋势》

，
载 《 西 伯

被称为 政权党 的与行政机构一体化的各政党 ，

利亚

當

究
兴耕 政党体制 现状及其前景 》 载 《 国外 理

如
“

俄罗斯选择
”

、

“

我们 的家园一俄罗 斯
”

、

“

祖 论动态》 年第 期 。

” “
站 姊 ■ 日 ③ 大串敦 ： 政府党体制乃制度化 「 統 ■ 口

」 党 発
国
一

全俄罗斯 、 团结 党 、 统一俄罗斯 就是
一

展一 横手慎二
、
上野俊彦编 《 口 市 民意識 政治 》 慶

种政府党 这些政党 由政府高官创制 通过利用行 應義塾大学 出版会 年 月 版 第 頁 。

政资源抢占国家杜马③
。 现今的政府党体制

，
就是 雑

共产膨卩料卿 年杜马鮮中获第 大

以
“

统一俄罗斯
”

为 中心 ’ 俄联邦共产党等被边缘
展上横

大

手

串 政

上

府

化的政党体制 。 需要强调 俄罗斯政府党体制的形 應義塾大学 出版会 年 月 版 第 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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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议会 ，

“

府院对立
”

成为当 时的政治常态《
。 环境逐渐完善的前提下 ，

“

统一俄罗斯
”

取得 良好

其次 制度化阶段 （ 年 ） 。 普京上 发展 。 该党 年 月 在杜马选举中 获得大

台后表示
，

“

俄 罗斯需要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 胜 以上议员都加人了
“

统
一

俄罗斯
”

党 团 。

的政党 ， 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 、靠 当局庇护但又想 该党党员人数剧增 ， 年 月 超过 万人 ，

取代当局的官僚党
”

。 普京所称的 官僚党事实上 年 月 超过 万人 ， 年 月 超过

就是政府党 。 政府党制度化的转换点是 年 万人 。 以上的党员在 国家权力机关工作 还

的杜马选举 。 当 时存在着
“

祖 国
一全俄罗斯

”

和 有若干担当教育行政和保健行政的人员 。 该党 的
“

团结
”

两个政府党 前者 由 莫斯科市 长卢 日 科 绝大多数资金来 自 企业捐款 年该党财政规

夫 、鞑靼斯坦总统沙米耶夫 、原总理普里马科夫合 模是俄联邦共产党的 倍 ， 占据绝对优位 。 从党

流 其支持母体主要是地方政治家 。 地方大员们 组织结构看 党大会是制度上的最高议决机关 最

想让普里马科夫 出马 试图填补叶利钦频繁更换 高评议会办公室被视为
“

政治 局
”

， 由 杜马议员 、

总理而产生 的政治空 白 。

“

团 结
”

是为对抗
“

祖 绍伊古等数名政府部长和地方首长等组成 。 地方

国
一全俄罗斯

”

由 中央即兴做成的政党 。 后 来根 支部和基层组织 的数量也在增加 ， 年 月

据普京决定 ， 以
“

团结
”

吸收
“

祖国一全俄罗斯
”

的 有 个地方支部 ， 个基层组织 。

形式成立了
“

统
一

俄罗斯
”

党 。 年 月 召 开 年 月 有 个以上的 地方支部 ， 有 个

成立大会 。 来 自
“

团结
”

的俄 罗 斯紧急情况部 绍 以上基层组织 。 现今 ， 该党巳遍及全俄 ， 成为超大

伊古部长 、来 自
“

祖 国
一全俄罗斯

”

的卢 日 科夫和 的政权党 垄断着政治空间 。 在 年杜马选举

沙米耶夫共同 担当 议长 。 年 月 ， 俄 内政 中又取得压倒性胜利 原因是制度改革向该政党

部部长格雷兹洛夫担任党的最高评议会议长 。 普 有利 的方向变动 ，
还有对行政资源的积极利用 以

京还采取 中央集权化政策 ， 引 入七个联邦管区制 及经济增长受到 国 民 的 肯定 。 可 以说 ，

“

统一俄

度 改革了 由地方首长和地方议会议长构成 的上 罗斯
”

在 年选举中 的胜利 意味着政党体制

议院 ， 变为 由 地方政府和地方议会的代表组成 ，进 由过去 的 小党乱立转 向
一党独 大 。 尽管

而 总统获得了地方首长解任权和地方议会解散 年杜马选举中议席有所减少 ， 甚至爆发了抗议选

权 从而强化了 中央权力 。 普京
一

直维持了 高支 举舞弊的示威游行 ， 但该党依然确保了 过半数 的

持率 没有将政府党作为替罪羊的必要 。 俄罗斯 议席 ，保持了一党优势 。 与 选举相 比
， 该党

还颁布了强化政党组织 的法律 。 年 月 年得票率下降 个百分点以上 的联邦构成

日 颁布《政党法》 规定政党须在半数以上联邦主 主体共 个 ， 主要是 因经济恶化 ， 不支持该党 的

体具有支部 ， 须有 万人以上的党员 。 年 国民有所增加 。 尽管如此 优势仍在 。 在 年

月 日颁布 《 俄罗斯联邦市 民选举权及公民投 的地方选举中 ， 该党势力下滑趋势得到
一

定遏制 ，

票权参加者基本保障法》 ， 规定联邦 构成主体的 因此 ， 该党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 ， 依然持续着优势

选举 ，

一

半议席必须按 比例代表制选举 这促进了 状态 ，
呈现 出

“

统
一

俄罗斯
”
一

党独 大的政府党

政党在地方 的 发展 。 年 月 修改 《 政府 体制 。

法》 取消对政府高官担任政党要职的 限制规定
，

“

统一俄罗斯
”

将一大批政府要员 收人门下 ， 进一 ① 谢晓光 ： 《 俄罗斯政党体制与政治体制关系对俄 罗斯 民

■ 卜 二占 ■丄 ⋯山 丄⑨ 」二斤
主进程的影响 》

，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年第 期 。

步壮大了力量 在 国家杜马
一

党独大 年 ② 年修改该法 将政党最低党员数提 高 万人
。

修 《 水 马说遂法 》 廢 丨 卜
丨 、说進 制 年 月再次修改该法 ， 将政党最低人数 阶段下 调

，
即 年 以

月
后政党的最低人数为 （ 万人

， 年 以后为 万人 。 年

实行比例代表制 ， 将 门槛限制提高到 。 还对 月 再次修改
，
将政党最低人数大 幅下调到 人

，
放宽了过去 的

帛 免片辟故挪制 你 进 屮 的似 吕 曰
在所有的联邦主体必须设置有 名 以上 党员的党支部 的规定 ’

议贝 实仃严格规制 ， 从比例 区选 出 的议贝 旦 变成必须在 半 以 上联邦械主体设置支部 ，翻 了对党 支部党

脱离议会党 团 ， 就有丧失议员 资格 的可 能性 ，
因

③ 徐向梅 ： 《 俄罗 斯政党 制度发 展 与法律规制建设》 ， 载
此

，
必须遵从党团指东 。 由 此 过去的 阻碍基本得

《 俄罗斯学刊 》 年第 期 。

刺滔除 学羞了对政商带有未丨
丨 的制麼杯谱 ④ 笹 岡伸矢 ：

口 〉了乃政党 〉又 亍么乃変動 乃要因
纖隊 ， 兀香 腳兄有布 的制酬 境 。

下院選挙 年 ）
結果 分析 ， 《 政経論叢 》 ， 第 卷第

第三
， 形成阶段 年至今 ） 。 在政党外部 号

， 第 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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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党发展程度非常高 ， 公民社会发展程度就非

三 俄罗斯政府党体制的成因 常低 。 这样 强力的政党组织会把虚弱的公民社会

及其组织完全纳入政党动员体系 之中 。 强政党会
一

般来讲 ， 转型 国家往往不具备 比较成熟的 主导公民社会的发展 有时也会限制公民社会的发

现代社会环境 ， 政党体制总是带有与现代 民 主观 展 。 在这种模式 中 ， 强力的政党总是处于积极主动

念相悖的理念 、 组织特征与制度规定 。 本文认为 ’ 位置 公民社会仅仅是政党行为的消极接受者 。 俄

俄罗斯形成
“

总统控制下的一党独大的政府党体 公民社会巳经习 惯长期在强 国家和强政党的 主导

制
”

的原 因有三 ： 社会结构 ， 选举制度 ， 总统制 的 下温和地生存和发展 所以会更多活跃在作为政府

影响 。 作用补充的公共领域 ， 而不是对抗性和冲突性较高

首先 ， 影响政府党体制形成的主 因
’ 在于社会 的政治领域 这使政府党体制的形成更加顺利 。

经济结构的变化 。 俄罗斯的转型事实上十分艰难 ，
其次 ， 对政府党体制形成影响 的是选举制度 。

社会裂变程度不高 存在着理论上的
“

社会裂变欠 其中 ， 迪韦 尔热法则 和连动效应最为重要 。 所谓

缺
”

问题 难以产生代表社会集团的政党 。 历史上 ， 迪韦尔热法则 ，
可理解 为小选举区制易产生两大

苏共执政 多年 ， 赋予了
“

政党
”
一

词以负面意义 ，
政党制

，
比例代表制易产生多党制 。 所谓 的连动

社会表现出对
“

政党的不信任
”

， 同时 也因缺乏政 效应是指选举制度是混合制 的场合 虽然小选举

党政治经验 ， 聚散离合较为激烈 ， 带来不稳定的政 区选举和比例代表选举各 自 分开 但某个政党在

治局面 。 这种说法在俄罗斯转型初期是有一定说 小选举区拥立候选人时 在该选举区 的 比例 区得

服力的 ，但是经历 了政党政治 年后 现在来看 ，
票也会上升 。 因存在这种效果 小政党为使比例

应是经济处境尤其是可支配收人的多少直接影响 区的得票上升就提高 了加人小选举区的动机 。 由

着国 民对政府党的态度 。 经济状况好时
，
持对政府 此 在选举区层面就派复数候选人出马 ， 因候选人

党有利的态度和行动 反之
，持有损的态度和行动 。 乱立 ，选票分散 结果就出现颠覆迪韦 尔热法则的

十多年前 俄罗斯国民对政治的期待
，
是社会 情形 。 在俄罗斯的小选举区就没有出现选票向前

稳定和经济发展 。 国 民对普京的 支持 ， 在原油价 位候选人收敛的倾向 ，
而期待 比例 区选票上升

格髙涨支撑 经济发展的条件下 ， 变成绝对支持 。
的政党 因确立复数候选人 ， 整体上就变成乱立状

但是 在实现了某种程度经济增长的今天 国 民的 态 。 在 年杜马选举中 ， 尽管
“

统
一

俄罗斯
”

关心和注意力 正转 向消灭腐败 的制度透明 性的 未获选民半数以 上的选票 ， 但获得 的议席却过半

实现 、公正社会的实现 、政治运营中市民参与的实 数
， 最终党团在杜马占据 议席 原因就在于制

现 。 现实的俄罗斯社会确实存在着对政治的不信 度和政党的乱立状况 。 在 比例 区尽管
“

统一俄罗

任 ， 对普京政权的不满 ， 甚至发展到示威游行 。 但 斯
”

只 获 的选票 但 因政党乱立 未超过

是 ， 作为民 主化 的形式 ，
比起欧式 民主主义 更要 门槛限制的政党选票和无效票等均成为死票 结

求 的是俄罗斯独 自 形态 的 民主主义 ， 即很多参加 果 ， 占据将近 成 的议席就变成可能 。 在小选举

抗议的 国民 所要求的不是根本性变革 只停留在 区
， 因小党乱立

， 在各地又不具集 中性支持基础 ，

国 民政治参与 的层次上 。 年 月 的调查显
“

统一俄罗斯
”

就能获得更多的选票 ，
可 以说

， 相

示 的 国 民希望 由
一个强力政党支配 的 对多数制的选举制度发挥功能 的结果 ， 就是 以较

国 民希望由 个政党支配 的 国 民希望由 少的得票能获得更多 的议席②
。

小政党组成多党支配 的 国 民认为不需要政 普京曾为回避小党乱立 、 国政浪乱的局面
， 在

党 的 国 民对政党不懂 。 从要求的 民 主化动 年 的 《 杜马选举法 》 引人新规制 ， 禁止政党联

向看 ， 从 年到 年的 次调查均显示 ， 要

求欧式 民主的只在 左右
；
要求推行原苏联民 ① 调査 由

“

列瓦达
”

中 心实施 该机构是居于独立的 中立 的

立场 ，
对俄 罗斯政治 、经济 、 社会形 势进行舆论调査 从事 社会学

主的在 以上 的 国 民诉求是俄罗 分析 的非政府组织 。

灿蛑的 昆 幸仆形太① ② 笹 岡伸矢
：
口 、 了 政党

、 于么 力変動乇 要 因——
°

下 院選挙 年 ） 結果 分析 ， 《 政 経論叢 》 第 卷第

俄罗斯是强政党与弱公民社会的组合模式 。 号 ， 第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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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废止小选举区制 ， 全面实行比例代表制 政党 目 的 个总统令 ， 关于政党和选举制度的政策未

的法定得票率的 门榄 限制 由 提髙到 。 含其中 可以看出 ， 普京政权对进
一

步 的选举制度

这些改革对
“

统
一

俄罗斯
”

为首的大党有利 使小 改革是消极的 仍在维持
一

党独大的政府党体制 。

党 获得议席十分困难 。 在 年 杜马选举中 ，
第三

， 总统制 的影响 。 俄联邦实行的 总统制
“

统一俄罗斯
”

获得总议席 以上的 议席
，

不同于西方总统制 。 总统对 国家权力的执行 事

达到可单独修改宪法的程度 。

“

亚博卢
”

、

“

右翼 实上就是对联邦议会 、法院 、政府三权的相互关系

联盟
”

失去全部议席
， 杜马议席集 中于

“

统一俄罗 的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总统立于三权之上 代

斯
”

、共产党 、 自 由 民 主党 、公正俄罗斯四大政党 。 表国家 。 俄罗斯又是实行联邦制 的 国家
， 联邦制

年后因金融危机蔓延 统一俄罗斯
”

的支持 意味着分权 总统制意味着集权 ， 法律上是集权与

率出现下降倾向 。

“

亚博卢
”

、

“

右翼联盟
”

党首也 分权相结合的体制模式 。 叶利钦时期 ， 受制于 占

对现政权展开激烈批判 。 在 年杜马选举中 ， 优势 的议会党 团 ， 允许了议会权力的扩大 ，在 中央

该党减少 议席 ， 为 议席 。 此外
，
还爆发 了 和地方关系上 年 以后缔结 了 围绕资源使用

抗议选举舞弊的大规模游行示威 。 为此 ， 梅德韦 的权限分割条约 ， 强化 了联邦构成主体的地方独

杰夫推行了缓和中央集权化的一系 列改革 ， 在选 立性 ，
促进了俄罗斯联邦制的非对称性 ， 由此 尽

举制度方面 ，
下调法定得票率 的 门槛限制 管宪法上规定 了总统的 强大权限 但未能确保总

年修改《杜马选举法》 ， 对得票率在 以上未满 统对议会的优势 ， 对联邦构成主体的统制也十分

的政党给予 个议席 ， 对得票率在 以上未 松散 。 普京担任总统以来 ， 强化了权力 的垂直结

满 的政党给予 个议席 ，
虽是对法定得票率 构 ， 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机制 纠正了与联邦法

未满 的少数政党的补救措施 但 因除 四大政 体系相矛盾的联邦构成主体的 法律 ， 设定 了 个

党外的少数政党得票率只在 到 ，在实质上 联邦管区
，
配置 了总统全权 改革联邦上 院

，
将联

并未缓和 。 在适用这种补救措施的 年选举 邦构成主体的首长改为事实上的任命制 。 普京通

中 ，

“

亚博卢
”

等少数政党最大得票率也只在 ， 过联邦制改革和确立政权党
“

统一俄罗斯
”

， 最终

四大政党以外的政党不能获得议席的状况没有改 形成总统控制下 的一党独大的政府党体制 。

变 。 年 月 ， 再次将法定得票率下调 到 一

般来说 在总统制下 因总统权力与议会权

， 该规定适用 年以 后的杜马选举 。 需要 力分离 ， 议会就欠缺产生具有凝聚性政党的激励 。

指出 ， 少数政党的集票能力仍在 左右 ， 对此 ， 更重要 的是 ， 俄 罗 斯 总统制被 称为
“

超级总统

年 月 梅德韦杰夫表示 ， 正考虑将法定得票 制
”

具有超强权力 。 从宪法规定来看
，
在行政与

率降到 ，
其后 ，

未见具体行动 。 立法关系上
， 总统具有相对强势 。 总理的任命 总

年 月 ，俄颁布《签名 收集撤废法》
③

。 按

过去法律规定 在杜马不具议席的政党 ， 想 在杜马 ① 。

入迎午 呒 ； 八 从狂王 n 沖 朱 刀 乂 寸

者的签名
，
并且

， 在
一

个联邦 构成主体 内设置 了
丨 ， ，

上 八 ②
“

人的上限 ， 因此 ， 须在全俄进行广泛的签名 活
，

动 。 通过本次法律修改 ， 即使不征集签名也能确立
③

候选人 。 由 此 ， 俄罗斯相继 出现新政兄 ， 年

月 初次承认俄瑕斯民丰 觉的设 力
，

共设立了 个新政党 。 在 年总统选举后 ， 普 。 。 。

京在杜马演说中 明确表示 ， 不承认地域政党 、宗教
： 。

政党以及民族政党的设立
，
理由是俄罗斯是民族和

‘

宗教复杂交织的联邦制国家 若承认这样政党的设

立
，
联邦将面临濒于崩坏的危机 普京就任总统

当 日
， 就签署了到 年 削 后 的规定优先政策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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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必须得到议会的 同意 议会虽能拒绝总统 的任 手脚进行经济 、 社会改革 ， 为实现消灭贫 困 、反对

命 但三次被否决后 总统则能解散议会 ， 在总统 腐败 、 国民生产总值翻番和军队现代化的 目 标创

采取强硬姿态时 ， 议会则会妥协 。 对于总理的解 造了 良好的条件 。 这也促使俄 罗斯形成 了
一个比

任 总统具有内 阁总辞职的决定权 议会虽有不信 较稳定的政治局面 ， 有 利于促进俄罗斯经济的发

任权 但一旦做出不信任决议后 ， 总统能予 以推 展 。 理论上评价
一

国政党体制 ， 应当说 ， 政党体

翻
。 从总统与议会的直接关系看 ， 总统能解散议 制现代化是薪新的标尺 。 现代化是我们理解政党

会 ， 议会虽能通过弹劾罢免总统 ， 但罢免程序繁 体制的时代语境和知识前见 代表了人类发展 的价

杂 。 因此 ， 总统优越于议会 。 作为显示俄罗斯总 值取向和理性追求 其中 现代性是核心价值
， 在 内

统绝对强势的指标 在立法权方面 ，
俄总统具有颠 涵上体现为政党体制的合法性 、 民主性 、法治性、参

覆 议员 的 拒否权 还有 总统令的制定权 。 此 与性 。 由此评价俄罗斯政府党体制 ， 会发现其

外 总统能任意解任政府部长 。 总之
， 强力总统的 合法性有不完整的一面 民主性有不强的一面 法

存在 妨碍了政党形成选举集团 ， 对选民不给予战 治性也有不当 的
一

面 ， 参与性也有不足的一面 进

略性投票的激励 。 因权力 向行政部门集 中 ， 也使 而 ， 会得出俄罗斯政府党体制是个具有准现代性

小党容易向执政党集结 。 普京担任总统后 ， 汲取 的政党体制 。 有关社会调查显示
， 俄罗斯

一

半左

叶利钦总统的经验和教训 依据法律上的 总统强 右的公民对现在政党体制是持认同态度 并在俄

权
，
在实际的 国家政治结构体系 中化不利为有利

， 罗斯社会中 占主导地位 ， 同 时 ， 在该体制下的杜马

变被动为主动 ， 通过制度改革 ， 促进了政党体制 由 运行在立法 、政策形成上也具有较髙 的效率性 。

小党乱立的多党制快速向总统控制下的一党独大 当然 也蓄积着小部分国民对该体制的不满 。

的政府党体制迈进 。 可以说 ，普京的 战略性行动 ， 尽管 国家杜马选举被指责存在舞弊现

导致俄罗斯政府党体制的最终形成 。 象 ， 甚至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 ， 但笔者认为这并不

是对政府党体制的否定 ， 恰恰是对政府党体制另 一

四 俄罗斯政府党体制 的评价 侧面的印证。 有关研究表 明 ， 年的 杜马选举

并未出现能改变选举结果的不 当行为 。 俄罗斯具

曰 本学者指出 ， 俄罗斯政府党体制的形 成与 有代表性的舆论调査机构
“

列瓦达
”

中心进行的舆

维持 ， 绝
，

意味着俄罗斯政府 巳变成
“

民
，

政府
”

论调査以及全俄舆论调查中心的 出 口 调査的结果

而能履行说明责任 反而会变得不能履行充分的 显示 统一

俄罗斯
”

的 预想议席数与实 际选举结

说明责任 ，
还有扩大 国 民不关心政治 的可能性 果大体一致 。 根据全俄舆论调査 中心的舆论调查

本文认为 ， 这种评价不够客观
， 是以西方民主视角 结果 ， 预想的议席数比实际选举结果多 ， 相反 ， 基于

所做的 平价和推测 ， 完全忽视了 当代俄罗斯仍为 舆论财团的舆论调查和出 口 调査的结果 预想 的议
转型国家这一事实 。 应当承认 即使俄罗斯原计 席数比实际选举结果虽少 ， 但从整体来看 ， 即根据
划经济体制崩溃了

， 取而代之的市场经济体制也
投票 日 之前的舆论调查和投票 日 的出 口 调查结果

不会直接完成 。 在两体制 中间存在着极长的被称 的预想议席
， 与实际选举结果也大体一致 。 进而 ，

为
“

中间空位期
”

的过渡期 。 在此期 间 ， 无论哪种 可以认为实际的选举结果是妥当 的 。 就在野党来

体制都不能有效发挥功能 。 因此 ， 形成符合 国情 看 以俄联邦共产党为例 ， 比起舆论调查和出 口 调

的政府党体制是现实政治 的需要 只要能维护政 查所预想的议席数 ， 实际的选举结果呈现较好状
治稳定 、保证经济发展就是有效的政党体制 。

一

态。 无法认为为减少俄联邦共产党的议席而进行

般来说
， 凡能促进社会进步 、 经济发展 、政治稳定 、

人民 ；幸福的政党体制就是符合 国 的政党：体制 。 ① 大串敦 ： 政府党体制刃制度化
——

「 統一 口 夕 」 党 発

俄罗斯
一

党独大的政府党体制的形成结束了过去 展一
， 横手慎二、 上野俊彦编 《 口 市 民意識 政治》 ， 慶

‘ ‘

斿牷 今缶
” 估 “ 一

忉办
丄 ”

亦斗 下
“ 一

忉
” 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年 月 版

， 第 頁 。

府院之争 ，使 二权分兑 变为 二权合
一

， ② 宋晓铰 《新世纪 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 的发展历程及其对

提髙了 国 家机器运作效率 。 在议会 的 支持下 俄罗斯政局的胸栅究》 ， 载《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观 年第 期 。

坭闻 豕机益 竿 。 仕 ； 文付 「 ，

③ 赵歳斐 ： 《 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 性 》 ，
中央 编译 出 版社

“

普京计划 得到顺利实施 总统和政府得以放开 年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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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舞弊 。 即使从其他各种调查来看 ， 预想 的议席数 击的人们没有集结于反体制派势力 结果就导致 以

与实际选举结果没有大的差别 。 由 此 ， 该如何看
“

统一俄罗斯
”

为 中心的政府党体制 的成立 ， 产生

待 年 月 日 投票 日 以后出现的
“

为了没有 了无政党间竞争 的政治空间 。 世纪 年代俄

舞弊的选举
”

口号下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呢？
一个是 罗斯因不存在稳定的政权党 ，各地都以地方政府为

经济角度 年的杜马选举恰逢经济发展 的顶 核心的政府党作为选举机器 每逢联邦层次选举
，

峰 ， 俄罗斯国 民对经济发展充满希望 。 而 年 就形成政权选举集团或以合作形式进行选民动员 。

杜马选举恰逢以希腊经济恶化为开端的欧债危机 ， 这些地方政府选举机器与政党的关系较为透明 有

给雷曼冲击后的俄经济再添阴影 摆脱依存能源的 些地方与共产党合作 ， 有些地方与
“

俄罗斯选择
”

经济现代化缺乏看得见的成果 ， 腐败与渎职依然不 合作 （ ， 有 些地方与
“

我们 的家 园——俄 罗

绝
，
这种形势引发俄罗斯国 民的不满和不安 ， 因此

， 斯 合作 。 但是 ， 这些地方政府选举机器虽

选举舞弊的怀疑
，
就成为驱使人们聚会和示威的 像联邦政党在地方支部那样努力 ，但并没有被组织

一个契机 。 除经济理由外
， 政治的理 由 就是 《 政党 化成为联邦政党 的地方支部 。 对此 ，

“

统一俄罗

法》和 《 杜马议员选举法 》 的严格规制 ，使少数政党 斯
”

就是 由 这些地方政府选举机器与联邦政党组

的设立与参加选举变得十分困难 。 另 外 ， 年 合 ， 作为地方支部被组织化而形成的 进而 ， 依靠

月 以后的联邦构成主体首长的公选制被废止
，

强大的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 在选举时要么允诺分

可以说直接缩小了国 民政治参加的机会 。 由此 ，对 配住房 要么提高养老金给付金额 要么提高教师

被现在政府党体制排除在外的少数党派来说 只有 和退役军人工资等 如此激励使该党获得的支持远

通过街头政治活动才能显示其存在 。 这些政治少 远大于其他政党的 比重 。 因此 ， 从
“

统一俄罗斯
”

数派就是当初在
“

为了没有舞弊的选举
”

的示威游 的组成结构 、选举动员机制 、总统依托 、群众基础等

行中起核心作用的推手 。 这样看来 ， 俄罗斯政府党 来看 总统控制下的一党独大的政府党体制在较长

体制仍具有一定的竞争性 ， 即政府党体制本身越想 的转型期 内具有
一

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

强制排除竞争 ， 就越会导致竞争的 出现 。 当然 ， 这 总之 俄罗斯 自 年以来逐渐打造和完善

种竞争并不是以议会为舞台的政党间的竞合 也非 的政党体制是总统控制下的
一

党独大的政府党体

萨托利所指的竞争
，
而是以社会为大舞台 的能为政 制 。 该体制不但完全符合转型期俄罗 斯的基本国

党包容性接受的带有振荡性的竞争 。 为强化体制 情 ， 也符合权威主义历史传统 更是对当代俄式民

内竞争 ，强化候选人个人资质和政策主张上的竞争 ， 主政治诉求的一种回应 。 该体制在俄罗斯现有的

年 月 日俄罗斯制定了 《新杜马选举法》 取 政治体系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具有准现代性 、

代 年的《杜马选举法》 ，
恢复了小选举区制 ， 选

一

定的竞争性 、稳定性和持续性 。 虽然西方政党

举制度再次变为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②
。 体制理论提示 ， 政党体制的变动性 、不稳定性是一

从
“

统一俄罗斯
”

党的构成来看 该党是各路 种常态 ， 但这不完全适用于俄罗斯 。 至少未来

政治 、行政精英集合的结果 。 从支持基础来看 ， 除 年 ， 尽管俄罗斯仍有出现政治波动的可能性 ， 但该

普京的强权性支持外 ， 还存在着对
“

社会弱者
”

的 体制仍会有效运转
， 在各种剧烈 的矛盾 冲突和利

选举动员机制 。 动员方迎合被动员方的需求 ， 进行 益交织的碰撞中 ， 会逐渐向现代性政党体制靠拢 。

充分动员 ， 同时 ， 被动员方也接受动员方的选举动 （ 责任编辑 常 發 ）

员 的规定。 该党一边最大化地利用与行政
一

体化

的优势 ，

一

边倾注对社会弱者的动员 。 社会弱者是 ” 下

院

院 選

指与原苏联福利国家诀别而蒙受巨大痛苦的 阶层 。 （
；： 」 運動 意味 乇 影響—— 第 頁 。

就一般市民而言
，
尤其是教师 、 医生、 退役军人 、 领

取养老金的人等不但未享受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 。

士 口

成果 ， 反而因原有福利的削减 ， 生活水平下降 ， 在艰 ③ 油本真理 ： 現代口 〉 了政治 甜 政党 鮮民動 員

难中度 日 这些人集结于反体制势力至少在理论
？年度 日 本比較政治学会報告、一八 一

， 第 頁 。

上有较高的可能性 。 但现实是 ，遭受市场经济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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