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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经济、政治的转型 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主要是从以

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转

变。其转型的核心是私有化。俄罗斯的私有化按照其私有化

的对象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对小企业进行的私有化主

要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转让给个人。小私有化从l992年1月

开始，到1993年底基本结束。由于小私有化主要涉及批发零

售商业、公共饮食业和一些小企业，操作比较简单，所以其

进展比较顺利。大私有化是指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的私有化

。按照其手段和进程，可以分为证券私有化和现金私有化两

个阶段。所谓证券私有化是指主要采取赠送的方式，将国有

财产分配给个人，官方称之为"人民私有化".l992年10月，政府

开始向俄罗斯公民每人无偿发放面值为l万卢布的"私有化证

券"，该证券可以用来购买国有资产，也可以转让、出售

。1993年1月开始进行购买和转让。1994年7月1日俄罗斯启动

现金私有化，即按照一定的价格进行产权的交易、重组。按

照当时的设想，该阶段要进行10年。现金私有化的结果，使

原国有资产以极低廉的成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百考试题

。 俄罗斯政治转型主要是从共产党领导的集权体制，转变为

以多党制为基础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经过l0多年的演进，

俄罗斯的政治转轨已经基本完成。尽管以西方模式为追求目

标，但俄罗斯的三权分立体制还是具有自己的特点，突出表

现为权力的分配不均衡，总统权力极大、议会权力较小、司



法权力更弱。正因为如此，人们将俄罗斯的总统制称为"总统

集权制".根据宪法规定，俄罗斯总统负责决定国家的内外政策

，议会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总统直接任命政府，而议会多

数派不能直接组阁；总统有权解散议会，而议会却难以弹劾

总统。因此，有人认为俄罗斯的三权分立名不副实。 （二）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

承者，起初实行"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企图同美国等西方

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和"盟友"关系。后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出现重大变化，它力求实行"全方位"的对外政策，既同西方

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也同东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努力维

护国家利益，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在叶利钦时期，俄罗

斯的对外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边倒"的亲西方外

交及其调整阶段（1992～1993年）；维护国家利益的"全方位"

外交阶段（1994～1995年）；重振大国地位和推动世界"多极

化"阶段（1996～1999年）。从l996年开始，俄罗斯进一步调

整对外政策，强调重振大国地位，大力推行"全方位"外交。

明确宣布俄罗斯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俄罗斯支持世界的多

极化，反对建立"单极世界".普京上台后，在外交上推行与俄

罗斯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全方位外交。他主张以国家利益为核

心，以民族精神为动力，选择适合本国国情道路，重振大国

地位。普京的外交战略更多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特点，将维

护俄罗斯国家利益置于对外政策的首要地位，反对对外政策

意识形态化，突出强调军事安全和推动经济发展，实行务实

外交政策。他主张"世界多极化"，反对单极世界，主张建立

新型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强调这一过程中应发挥联合国

和安理会的作用；强化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强调俄罗斯"有



足够的力量"捍卫主权与安全和民族利益；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通过合作促进自身利益。可以说，普京外交思维的核心内

容就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外交和以地缘政治利益

为中心的大国均衡外交。反映在外交实践中，普京把独联体

、欧洲、美国和亚洲列为俄罗斯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大力

通过相互交往获取国家利益，提高国家地位。 2008年梅德韦

杰夫被普京选定为接班人而担任俄罗斯总统，梅氏又提名普

京担任俄政府总理，形成新的梅普分工体制，而且由普京担

任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人，确保普京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

1.普京外交政策 （1）抓住高油价时代的重大战略机遇，迅速

提升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以能源战略助抬高俄罗斯的石

油大国地位。 （2）运用石油美元对内发展经济、改善和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外加强军事力量，实施军事大国外交，

重振俄罗斯世界军事大国雄风，加强俄罗斯对世界大国特别

是独联体国家的国际影响力。 （3）有步骤地实施石油、天

然气等战略资源国有化，加强俄罗斯对内的国家凝聚力和对

外的国家竞争力。 （4）对抗美欧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国

际压力，但决不走与美国冷战、对抗的老路。 （5）把中国

作为俄罗斯推动世界多极化新秩序的天然盟友，与中国共同

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并尝试引导俄中印战略伙伴关系。 2.在

内政上，普京政府重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中央集

权 （1）改革地方领导产生办法：改变地方联邦主体行政长

官的产生办法，由目前的当地选民选举改为根据总统的提名

，由当地议会通过产生。 （2）改革杜马选举制度：在目前

的选举制度下，450个议席的国家杜马中的一半议席是由独立

的选区直接选出的。另外225个议席则是根据各个政党投票中



所获得的选票比例在各政党之间分配。但只有在政党投票中

得票高于50％的党派才有资格列入杜马党派名单，分享依据

政党投票分配的半数杜马议席。普京提出，国家杜马450个议

席全部改为按政党得票比例分配，不再根据地区分配议席。

这一政治改革方案将彻底改变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按照西

方民主模式构建的政治制度，大大地强化中央权力，各地方

联邦主体将变成单一制国家下的行政单位。 俄罗斯以上改革

进一步造成了俄美的冲突与紧张。 美国希望俄罗斯朝着"更民

主、更开放、更自由的道路迈进"，对俄罗斯加强中央集权的

行为指责俄"在民主问题上倒退".美国全力防止俄罗斯东山再

起、卷土重来，继续挤压剥削俄罗斯，包括通过北约东扩等

削弱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影响力，尤其是要争夺东欧与大中亚

地区，为此不惜使美俄关系陷入"冷和平"状态。美国的目的

是要趁着俄罗斯仍处于虚弱状态、趁虚而入，巩固"颜色革

命"的成果，进一步排挤压缩俄罗斯的空间，让俄罗斯永远只

能做一个地区性大国。在俄罗斯看来，美国对俄横加指责，

并不是出于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心，而是担心俄罗斯国力上升

，迅速崛起，挑战美国的单极世界。 2008年试题研判 2008年

没有涉及本章内容的试题。 2009年重点预测本章是2003年新

增的，仅2005年命制了一个材料题。 本章主要是冷战后独联

体、东欧国家的一个简要介绍，一般认为很难命制材料题。

但2005年却出人意料地命制了一个以乌克兰大选危机为背景

的材料题。与本章有关的重点题可以有：俄罗斯冷战，中亚

与上海合作组织；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可能考查

中国与苏联、东欧改革的比较。更多优质资料尽在考研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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