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ademia Arena 2019;11(6)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AAJ 

 

80 

庞大鹏：读《长久的普京之国》（摘录） 
 

庞大鹏（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Recommended: 王德奎 (Wang Dekui), y-tx@163.com  
 

Abstract 摘要：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庞大鹏教授在上海“观察者”网，发表对 2019 年 2 月 11

日普京的重要智囊苏尔科夫的《长久的普京之国》一文的研读：《“三个普京”：俄罗斯的“2024问题”浮

出水面》，现摘录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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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尔科夫认为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进入了

2014+时代，俄罗斯以后既不做东方的西部，也不做

西方的东部，俄罗斯就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普京的

治理模式和俄罗斯历史上的国家模式内核形式完全

一致，普京本人不在，“普京主义”也会延续。苏

尔科夫暗示俄罗斯作为一种文明型国家，要立于欧

亚大陆中心地位，不要做中心的边缘这样的思想。

这就是俄罗斯的百年生存发展模式----俄国历史上

一共存在过四种国家形式：一种是在 15-17 世纪，

伊凡三世所建立的莫斯科和全俄大公国。第二个国

家形式就是 18-19 世纪，彼得大帝建立的俄罗斯帝

国的形式。第三个在 20世纪，列宁建立的苏联。第

四个就是普京在 21 世纪建立的当代俄罗斯联邦的

国家形式。 

苏尔科夫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俄罗斯国家

模式虽表现不一，但内在的本质是一样的----国家的

历史结构要素是一致的。在俄罗斯的意识中，东方

总是落后的，西方是先进的。尽管俄罗斯危机之后

现在向东看，但是只要欧洲和美国伸出橄榄枝，俄

罗斯就会转向西方，转到欧洲的怀抱。那么，是要

积极融入西方世界，还是要兼顾东西，实施大欧亚

战略，成为欧亚大陆的强国？“普京主义”的特点，

苏尔科夫这篇文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以上这

些问题----文章毫不讳言地阐述了普京主义的许多

核心内容，指出“普京主义”的本质就是外生性、

军事性、人民性。 

“人民性”----“普京主义”的人民性，引出《长

久的普京之国》的核心观点：“普京主义”基础或

者俄罗斯在历史上国家结构的基础，本质就是因为

俄罗斯不是一个深暗国家，因为俄罗斯有深层人民

----深暗国家（Deep State）本意是说西方社会是深

暗国家，民主都是外在形式都是工具而已，本身是

不透明的，决策不透明，真正的民主沟通参与也不

透明----苏尔科夫反其意而用之，认为俄罗斯不是深

暗国家，因为俄罗斯一切事情都是放在明面上----

“军事性”----俄罗斯国家的军事警察职能是最为重

要、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职能。俄罗斯从来都认为

军事的重要性高于经济，高于从事贸易的商人。“外

生性”----即日益强大的、领土不断扩张的多民族一

体性。 

《长久的普京之国》回答了普京的这种执政理

念和模式，是和俄罗斯一以贯之的俄罗斯国家特性

是吻合的。“普京主义”模式这也是和普京现在面

临的困境有关，俄罗斯现在经济下滑，外交面临国

际制裁。普京执政近二十年，俄罗斯从“全盘西化”

向俄罗斯传统回归。在继承叶利钦改革成果的同时，

普京强调在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保持

俄罗斯特色并实现国家现代化。“普京主义”不仅

是时代的产物，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而且与俄罗

斯的国家特征和俄罗斯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传统一脉

相承，其内涵可以概括为俄罗斯政治的控制性、俄

罗斯经济的政治性和俄罗斯外交的外延性。 

通过苏尔科夫的文章《长久的普京之国》，来

看看究竟俄罗斯人自己是如何理解“普京主义”的

----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以官方的

身份对普京过去将近 20年乃至当前国际形势下，俄

罗斯处在什么样的国际地位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并

提出了“普京主义”这个概念----普京的重要智囊苏

尔科夫发表《长久的普京之国》，将普京的治国理

念与举措概括为＂普京主义＂----集中反映了俄罗

斯精英阶层对国家发展之路的探索，意在回答俄罗

斯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运行体制，以更好地实

现国家崛起----“普京主义”与俄罗斯的国家特征和

俄罗斯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传统一脉相承。 

理解“普京主义”，认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

是研究俄罗斯的前提----“普京主义”里面，实际上

有三个普京：具体的普京、抽象的普京和系统的普

京（在政治系统中的普京）。“具体的普京”是指

普京本身是一个执政者，是国际政治学中人的因素。

“抽象的普京”是说普京本人代表的是俄罗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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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与国家特性。“系统的

普京”，即在政治系统中的普京，指的是一个政治

系统有输入和输出复杂的过程，普京只是这个系统

中的一个要素；一旦普京本人的执政理念和举措在

俄罗斯形成一种执政模式之后，普京本人和系统发

展本身之间也许就不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常常有人说俄罗斯现在能源型经济这么

严重，俄罗斯甚至都是世界经济的附庸，为什么不

改革？事实上，对俄罗斯发展弊端认识和理解最深

刻的人就是普京。普京早就指出，俄罗斯不实行创

新发展战略，就是死路一条。但是普京是在他一手

打造的政治系统当中的，这个系统所形成的治理模

式本身如果缺乏动力的话，即便普京本人意识到俄

罗斯的问题，这个系统会排斥被认为是破坏稳定的

因素。 

所以普京是处在这样的政治系统中的普京，他

受到系统本身的制约。从这三层普京出发，苏尔科

夫提出的“普京主义”就相应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个层面是“具体的普京”，即普京本人的举措。

普京本人执政将近 20年，他采取的执政举措，他所

展现出来的执政理念是很成系统的。第二个层面是

从“抽象的普京”这个含义来讲，普京本人所展现

出来的举措和理念，都表现出了俄罗斯国家性和总

统人格特质的结合。第三个层面，从政治系统中的

普京的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是看普京模式和俄罗

斯发展道路的前景，这个系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系统？根据我自己 的研究体会，俄罗斯具备一个政

治控制非常强的治理体系，但是治理绩效在递减，

有可能最后很多挑战甚至危机源自模式本身。这也

符合俄罗斯国家历史上钟摆式的发展规律：俄罗斯

的历史总会有一个爬坡、强盛、崩溃、衰败，再起

来再爬坡的过程。这是俄罗斯历史的间断性特点，

它与俄罗斯的治理模式是紧密相关的。苏联解体之

后，俄罗斯究竟要实行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制度？西

方那种资本主义制度吗？还是要回到过去，再实行

集权制度？还是说创造一条符合俄罗斯当前阶段特

点和历史传统的道路、制度呢？ 

西方国家对“普京主义”的理解主要包括三点：

一是反西方主义；二是帝国思维；三是集权体制。

西方与俄罗斯对“普京主义”的评价不尽相同，这

与双方在俄罗斯发展道路、战略平衡问题、地缘政

治等问题上的利益与看法不同密切相关。 

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继续坚持宪政民主的政

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虽然是不完善的，

但同时也是不可移转的。与此同时，俄罗斯面临严

重的困难和潜在的危机，从经济结构、管理效率、

技术装备、腐败治理等指标来看，没有好转，反而

在恶化。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实际上退回

到 300年前彼得大帝刚要开始扩张时的边界。这时

就面临一个问题：是再次要像历史上一样，把后苏

联空间的成员国重新一体化进行发展呢？还是守着

现有的国土疆域内，按照正常国家的形式发展？这

就是地缘政治上的基本问题----苏联解体之后，俄罗

斯国内最大的一个缺失，是那种大国荣耀、民族自

豪感的缺失，普京 2011年再次回归克里姆林宫的时

候，一提到欧亚联盟就得到选民的支持，可见在俄

罗斯民众中，这种大国荣耀的意识是多么强烈。普

京前八年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因为他通过治理，恢

复了老百姓对于俄罗斯的大国荣誉感。 

一个复兴的俄罗斯是不是需要一个统一的思

想？是不是需要一个让全社会都要接受，并且可以

指导俄罗斯发展的思想----从国际关系上来讲，俄罗

斯百年以来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俄罗斯和西方的关

系问题----苏尔科夫明确无误的指出：在俄罗斯任何

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一批这样的人----这样的一批

人，他们可以是财政预算人员，是公务员，也可能

是工人，也可能是农民，散布在俄罗斯国内，做调

查也调查不出来，通过社会学问卷也调查不出来，

但是当俄罗斯国家历史出现衰败转折的时候，这批

人可以把国家拉回正确的轨道-----俄罗斯实行保守

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最终实

行都是符合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发展道路。 

这样的一批人民还拥有一个特点：无条件、天

然信任最高领袖。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政治模式都

是为了把最高领袖和深层人民之间的沟通打通----

普京获得高支持率要靠民意基础----“普京主义”是

在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态出现隐忧的时候被官方正式

提出的。在现在世界各国投票率偏低、纷纷进入二

轮选举的情况下，普京在能以两个 70%当选后；但

到 9月份地方选举，信任指数又史无前例地降低到

35%左右。所以苏尔科夫的文章有应对俄罗斯国内

局势严峻的考虑，2024年这一任总统任期结束后，

普京怎么办，俄罗斯向何处去----“普京主义”的提

出实际上暗示俄罗斯将进入“没有普京的普京”时

代。 

俄罗斯目前的体制模式总起来看维持稳定有

余，促进发展不足。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普

京依然面临国内问题的三大挑战。一是如何把政治

稳定与政治现代化结合起来，既能增强政治活力又

能确保政治控制，二是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

展模式避免经济衰退，三是如何应对俄罗斯与外部

世界的变化以实现大国崛起的欧亚战略。 

潘建伟等 12位科学家获首届“墨子量子奖” 

2019年 4月 26日新华社合肥电（记者徐海涛）

墨子量子科技基金会 26 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

布 2018年度、2019年度“墨子量子奖”获奖名单，

12位中外科学家获得这一荣誉，每位获奖者将获得



 Academia Arena 2019;11(6)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AAJ 

 

82 

人民币 100万元和一枚黄金奖章。 

近年来，中国量子信息科研取得系列重大突

破，并发射了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实验卫星“墨子号”。

去年 7月，我国企业家捐资 1亿元成立了墨子量子

科技基金会，致力于进一步推动量子信息科研发展。

基金会设立“墨子量子奖”，通过广泛提名和国际

专家评审，遴选和表彰国际上在量子通信、量子计

算和量子测量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2018

年度、2019年度的“墨子量子奖”是该奖首次颁发，

分别授予量子计算领域和量子通信领域的科学家。 

2018 年度的获奖者包括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戴

维·多伊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绍尔、

德国马普量子光学所研究员伊格纳西奥·西拉克、

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大卫·维因兰德、奥地利因斯

布鲁克大学教授彼得·佐勒和雷纳·布拉特。 

 2019年度的获奖者包括以色列学者史蒂芬·威

斯纳、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查尔斯·贝内特、加拿

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吉勒斯·布拉萨德、英国牛津

大学阿图尔·埃克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

伟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安东·蔡林格。 

据介绍，这些科学家在量子信息科研的理论或

实验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戴维·多伊奇首次

提出了量子图灵机的架构和可以证明量子加速的算

法；史蒂芬·威斯纳首次提出了共轭编码的概念，

并发明了无法伪造的“量子货币”方案；潘建伟和

蔡林格的开创性实验，使安全的广域量子通信成为

可能。墨子量子科技基金会秘书长、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教授陆朝阳表示，量子力学自从上世纪初建立

以来，已经产生了两次“量子革命”，其中第一次

“量子革命”催生了半导体、激光、超导、核磁共

振等重大科技发明和应用。“墨子量子奖”将致力

于推进第二次“量子革命”的发展，以期科学家们

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推动

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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