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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试图描绘俄罗斯总统迪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个人形象并分析他的政治理念以及治国实践。
同时，书中还讨论了梅德韦杰夫和大权在握的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之间的关系以及具有双重力量的
“梅普组合”给俄罗斯带来的影响。
    梅德韦杰夫的背景，尤其是他20世纪90年代在圣彼得堡度过的那段时光丰富了他本人的形象。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记？
鲍里斯·叶利钦时代建立的民主模式以及那一时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又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关系当然没有看上去那样简单明了。
虽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二人合作的默契程度，但透过表面上和谐的现状，我们也能发现两人有各自的
方针路线。
    我们从普京打造的统治模式中能清楚地看到传统俄罗斯的身影。
梅德韦杰夫一直沿袭着普京模式，但是也表现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如果他去实现这些想法，普京打造的体制可能会逐渐发生改变。
不过，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之初发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他之后在格鲁吉亚战争时期奉行的传统的“普
京式”路线大相径庭。
    本书从传统的角度审视了围绕着这两个权力核心的社会体制、社会机构、实践行动和对外政策，同
时也提出了和未来有关的许多问题：俄罗斯现有的社会稳定能保持下去吗？
俄罗斯会重蹈历史覆辙吗？
俄罗斯人对权力双子星有什么看法？
什么因素正在导致俄罗斯进行改革？
俄罗斯有可能发生改变吗？
    由于工作原因，我几十年来一直在关注苏联以及之后俄罗斯的政治动向。
希望这一切能为本书讨论的题材提供必需的视角并能帮助阐述与俄罗斯及俄罗斯发展相关的基本因素
。
    戴斯多·多尔瓦宁(Taisto Tolva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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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力求给读者展现一幅总统梅德韦杰夫与总理普京携手共治的和谐画像，同时也以更多的笔墨
倾注于他们的政治理念与改革实践。
书中特别提到了梅德韦杰夫初任总统那几年的演说和改革提议，这些也曾被世界主流媒体广泛报道。

　　书中重点是梅德韦杰夫、普京这一黄金搭档。
作者看来，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清楚明白。
尽管没有理由去怀疑“梅普组合”合作的平稳顺利，但是还是能从表面和谐的形势下辨别出他们政治
理念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作者同时根据俄罗斯的国家制度、改革实践以及外交政策来解读俄罗斯的未来究竟在何方？
今天的稳定局面会延续吗？
这个体系会在外界压力下从内部改变吗？
俄罗斯人对二元权力结构如何反应？
什么因素导致这个国家正在逐步成熟？

　　普京这个硬汉究竟能带领俄罗斯走多远，本书或许能给广大读者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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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斯多·多尔瓦宁，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在芬兰外交部工作了近40年，曾经担任芬兰驻保加利
亚和立陶宛大使，也曾在俄罗斯芬兰大使馆长期工作，这使得他有可能研究“在场的”俄罗斯事务。

译者简介：
　　杨新异，北京外国语大学芬兰语老师，2002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国内首届芬兰语专业学
生。
2006年本科毕业，留校任教。
2008年—2010年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进修，获得芬兰语语言文化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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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普京时期建立的体制包含了民主体制的因素和外部特征，但代表的是以总统为核心的独裁
统治模式和“温柔的”独裁主义。
人们为这一体制冠以不同的名称，比如说“世袭或家长式独裁主义”或“社会集团国家官僚主义”。
许多书籍、研究和文章都对这一体制进行过描述。
为了给梅德韦杰夫的行为和思想提供一个分析背景，我们需要在此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普京建立的俄罗斯模式的背后是普京的前任鲍里斯·叶利钦失败的民主尝试。
这次尝试在俄罗斯千百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实际上，唯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大概要算1917年冬天亚历山大·弗多洛维奇·克伦斯基在推翻沙皇
统治后建立起来的自由政府，而这一政府很快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
后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导致苏联解体，但是改革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变而仅仅是改革
国家体制，并且戈尔巴乔夫最后的口号也还是求得“更多社会主义”。
 正如大家所知，苏联解体之后，鲍里斯·叶利钦不遗余力地在俄罗斯的国土上建立西方民主和自由市
场经济。
为了追求民主，俄罗斯积极争取，也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道德和经济援助。
“支持俄罗斯民主”在当时已成为一个标签。
普京第一届总统任期之初，这个标签还在使用之中，想让民主回归俄罗斯的希望还一息尚存，但到
了2004年，这些呼声也开始偃旗息鼓了。
 后来，普京所建立的体制的根基已经打下，这一新建的体制从核心上来看有一些不同于民主的东西。
一方面，普京建立的统治模式意味着俄罗斯历史传统的回归，也就是一个人或一个政党占主导地位的
体制的回归；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老旧体制的改造，以适应当今时代提出的内部和外部要求。
 沙皇和苏联时期，国家体制的典型特征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紧密纠缠。
现在，国家掌管经济，却不一定占有经济，这便是区别于苏联体制最为显著的地方。
现在，政府鼓励人们创业，此举后来逐渐成为构成经济基础的大型能源和其他财团的补充力量。
至少，大公司做经济决策时，尤其是所做决策涉及国家战略部门如能源经济部门时，需要政府批准。
举例来说，卡累利阿共和国的林业贸易决策便需由莫斯科来拍板。
 在俄罗斯，总统和他的行政部门掌管大权。
总统具有最高权力的使用权和决定权，总统的行政部门由政府以及一个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凌驾于政府
之上的政治行政机构组成。
当我们注意到总统办公厅三分之二的成员早先曾在安全部门或者军事部门任职时，我们就可以说，俄
罗斯的权力核心是一种新的半军事力量集中的形式。
 总统办公厅的角色由来已久。
现在，畅销的未来主义文学作品，比方说俄罗斯文坛让人头疼的顽童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的作品中，
对总统办公厅的描绘尽管有时代距离感，但也并不是完全凭空想象的。
 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俄罗斯已经从叶利钦那句著名的口号“能消化多少权力就拿走多少权力吧
！
”所表述的原则中全身而退了。
现在，权力模式规制了被称为垂直权力的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的关系。
地方长官依旧由选举产生，但是在候选人推选工作和候选人竞选活动中，中央政府扮演的角色虽说不
上起决定性作用，也相当重要。
地区组成七个“超级大省”即联邦区域，由总统提名的“超级官员”主持工作。
中央和地方是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同时，中央也给予地方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作为补偿。
这种表述可以形象地描述中央和地区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种安排更多是政治性的，并非立足于宪法或者其他法律法规。
应当指出的是，2010年1月，梅德韦杰夫在北高加索地区建立了新的联邦区域，也就是第八个联邦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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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利钦时期被应用、同时在那时被玷污的自由选举的传统还在延续着，只不过比之前受到更多限制也
更加模糊不清。
尽管国际观察家对于普京时期的选举给出了一些正面的评价，但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否定声音，其中
最严厉的要算批评国家权力对推举候选人以及候选人组织竞选活动的直接干涉。
议会和国家杜马由不同团体管理，这些团体中包括克里姆林宫一派建立的政党，也有正宗的或不那么
正宗的反对党，比如表面看着属于反对派，实际上和克里姆林宫存在共识的党派。
 除了总统行政部门，苏联时期“革命精英”的代表也在莫斯科其他的所有重要行政机构以及地方政府
中占有显赫地位。
梅德韦杰夫虽然年纪尚轻，但从其背景分析，梅德韦杰夫本身也是这一环境的产物。
 聚集在总统周围的权力群体在媒体面前压制着自身力量。
之前，重要媒体机构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领导层曾迫于巨大压力辞职，新上任领导层明确表示支持克
里姆林宫。
即便发生了这种事，权力群体和媒体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完全按照苏联时期的方式上演。
只要那些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的报纸还在继续发行，只要那些广播电台还在传播独立言论，面子上的民
主还是需要做一做的，因为毕竟它们不是影响社会的最重要的力量。
媒体当中最强有力的电视，现在已完全成为权力精英的傀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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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收录芬兰大使戴斯多·多尔瓦宁40年外交生涯历陈“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执政
大道！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第一次全方位剖析梅德韦杰夫四年治国实践！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眺望“北极熊”俄罗斯的发展轨迹，全新解读梅普“双核时代”！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管窥硬汉普京带领俄罗斯崛起的秘密，是一部超越人物传记的“俄罗斯发展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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