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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当代俄 罗斯国 家杜马选举 中 的政党有效数量趋势一直

在变化 。 如何计算政党的有效数量 ？ 我们一般经常采用 的计算公式是

拉克索
－塔格培拉指数和 ＮＰ 指数 。 这两个指数是政治科学 中 用 于选举

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重要指数 ，
用 来衡量政党制度的 具体发展程度 。

政党的有效数量反映 了政党制度 中的政党数量及其相对权重 。 当代俄

罗斯 国 家政党的有效数量趋势受到 多种变量制 约 。 ２００１ 年俄 罗斯颁布

了 《政党 法 》 。 从 １９ ９３ 年到 ２０１ ６年的 国 家杜马选举 当 中 ，俄 罗斯的政党

选举制度历 经 了从混合制 选举制 度到 比例 制 选举制度 、再到 混合制 选

举制度的过程 。 俄罗 斯政党数量的有效数 目 也经历 了从 多 党制将
一党

独大制逐渐演化的过程 。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０ 年普京成为俄 罗 斯总统之后

的 ２００３ 年以来 ， 除 了２０１ １ 年政党有效数 目 是 １
．
５ 个之外 ，其他 国 家杜

马选举的结果都是 １ 个有效政党 。

＊ 本文系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当代俄罗 斯国家治理能力 现代化过程 中的政党建设
”

（ＵＢＺＺ００６ ） 的阶段性成果和江苏师范大学引进人才 Ａ类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 目
“

南

亚政党制度研究
”

（９２３３９ １ ８１ ０１ ）的阶段性成果 。

＊ ＊ 那传林 ，政治学博士 ，江苏师范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副教授 ，
研究方向为当代俄罗斯

政治和南亚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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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当 中必然要存在一定数量的政党 ，但是对于

该国的政治生活和政党制度起决定性作用 的政党的数量肯定是有限

的 。 所谓的政党有效数量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政党政治生活当 中 ，起决

定性作用的政党的数量 。 通俗地说 ，对于一国 的政治生活和政党制度

起决定作用的政党就是有效政党 ，有效政党的数量 ，就是对于一国的政

治生活和政党起决定作用的政党的具体数 目 。 从 １９９３ 年第一次国家

杜马选举当 中有 ８ 个政党跨过选举门 檻的政党进人到国 家杜马 ， 到

２０ １６ 年第七次国家杜马选举中有 ４个政党跨过选举门槛的政党进人到

国家杜马 ，俄罗斯国家杜马当 中的政党数量
一直在变化 。 进人到 国家

杜马当 中的政党数量并不等同于政党的有效数量 。 这些跨过选举门檻

进入到俄罗斯国家杜马中的政党在俄罗斯政坛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
一

样的 ，当代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政党的有效数量的变化趋势是什么样的 ？

这是本文的问题所在 。

、 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俄罗斯政党发展

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在
一

定程度上代表性地反映了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的原苏联转型国 家 （波罗的海三 国除外 ） 的政治转型具体情

况 。 这是
一系列复杂的结构 、功能和相互作用方式的质变 ， 系统转型与

制度和社会文化子系统相互适应的共同演化过程。

政治转型过程的内容是政治制度的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质的变化 ，

其动态和有效性取决于政治结构和政治行动者应对内部和外部的能

力 。 与此同时 ，政治转型包括政党转型 ，可以被视为社会转型的系统要

素 ，但在俄罗斯 ，社会转型不是连续的过程 ，这一过程包含三个同时相

互关联的问题 ：创新 （与创建新的 、 更有效的系统要素相关 ） 、惯性 （稳

定 ，限制激进变革 ）和功能失调 （表现为破坏旧体系的元素 ，并因此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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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 ） 。 因此 ，在以俄罗斯为代表 的原苏联转型 国家 ，政治转型首

先是政党转型 ，反映了政治制度适应新的社会要求 ，维持理性的传统结

构 ，建立新的制度以确保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反馈机制最优化的能力 。

如果从体制和社会文化方面分析 ：政治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 内

“

程序
”

（政治行动者 、形式和活动规则 ）和非系统性的
“

环境
”

的相互依

存关系发生变化 （社会文化政治发展的因素其中之一是价值体系 ）而引

起的转型 。 转型过程的不平衡往往是社会文化变化滞后于制度结构变

化的结果 。 从这
一

点 出发 ，将政治转型视为
一

个包含着上升和下降方

向的改革和变形 ，
巩固和分解的交替组成的过程是相对准确的 。

政治多元性和多党制 已成为 当代俄罗斯政治生活的
一

个组成部

分 。 《俄罗斯联邦宪法 》第十三条第三款专门列 出 了这一 内容 。 但是俄

罗斯的案例在许多方面都很特殊。 俄罗斯联邦和一些西方国家不 同 ，

俄罗斯政党的存在不是客观历史发展和公共生活民主化的结果 。 由于

自 由选举胜利而执政的执政党在过去和现在于俄罗斯都是缺席的 ， 我

们必须在
一

定程度上改变现有的对政党制度分类的认识 ：无论是迪维

尔热的组织学路径与纽曼 的功能主义的传统路径 ，还是卡茨和梅尔以

及库维尔的历史主义路径 ，又或是基希海默尔 以及拉里 ？ 戴蒙德和理

查德 ？

冈瑟的整合主义路径的政党分类在俄罗斯都不适用 。 因为俄罗

斯没有西方政党制度意义上的
“

执政党
”

。 我们可以说俄罗斯政党制度

是
一

个不完整的政党制度 ，也可 以说它是
一种新的政党制度 。 在选举

中获胜的政党按照宪法规定不能组织政府 ， 当代俄罗斯既没有公共控

制权的制度 ，也没有任何
一

个政党在塑造国家制度中起决定性作用 。

在欧美国家 ，政党的作用在于形成一套稳定的规范和程序体系 ，确

保和规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 政党的制度变革不仅关乎分析制度

结构的所有要素 ，
也关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 、 功能和系统性 。 与

此同时 ，政治制度与环境相互作用 的适应性和效率取决于其融合正规

和非正规制度的能力 。 在这方面 ，似乎有理由 相信使用
“

社会制度模

型
”

的概念 ，这
一

概念表示一套基本制度 ， 即构成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

骨架的基本内部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游戏规则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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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俄罗斯政党是俄罗斯政治制度 的重要 因素但不是主导 因

素 ？ 为什么国家在俄罗斯社会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生活 中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 ？ 因为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发展预定了权力的形成作为一种专制

权力 。 权力形成的所有阶段都以某种方式在俄罗斯人民心 目 中确定 了

专制的权力模式 ，其结果是权威主义成为俄罗斯权力再现的典型模式 。

俄罗斯对权威主义的道德 （内部）接受导致了社会文化环境中政治结构

的统治 。 在俄罗斯 ，
国家在

“

社会文化
”

结构 中也取代 了社会 的位置 。

因此 ，俄罗斯政党是俄罗斯政治制度的重要因素但不是主导因素 。

没有政党 ，现代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政党不

仅是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 ，而且是一个行动者 ，是党政体系 中的积极参

与者 。 与此同时 ，政党制度的转变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受许多因素

影响 ，并取决于现代俄罗斯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具体历史条件 。 我们也

可以通过政党来理解俄罗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公共行政 。

一

方

面 ，
这涉及政党和现有公共机构的关系 。 另

一

方面 ，俄罗斯政党在政治

过程中的整体状态和表现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 。

根据亨廷顿的说法 ，对于
一

个具体的政党制度 ，其发展和变化经历

了 四个阶段 ：分裂 、分化、扩张和制度化？ 。 但笔者认为 ，当代俄罗斯政

党的形成虽然也经历了四个阶段 ，但却不包括亨廷顿指出的扩张阶段。

并且 ， 当代俄罗斯政党的形成有其 自身特点 。

第
一

阶段 （ １９９ １
一

１ ９９３）是分裂阶段。 第一批俄罗斯
“

政党
”

出现在

这一时期 。 这些政党基本上是在
“

俱乐部
”

原则基础上 出现的
“

非正式
”

小团体 。 苏共解体后 ，在政治机构中组建政党的过程进人了
一

个质的

新阶段 。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令 ，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１ １ 日 至 １２ 日颁布 了

《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 》和 《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 国家杜马选举条

例 》 。 促成多党制形成和组建政党条件构成的一个重要事件是 １ ９９３ 年

１ ２ 月 １２ 日通过了新的 《俄罗斯联邦宪法 》
，规定了 多党制和政治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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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并承认政党代表社会中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 （第十三条第三款） 》

选举对政党有强大刺激作用 。 １ 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第一届俄罗斯国家杜

马选举标志着俄罗斯联邦多党制实际开始形成 ，各方在争夺权力及其

实施的斗争中相互作用和竞争 。 改革主义和反改革主义的
“

原始政党
”

虽然存在并开展 了政治活动 ，却没有参与选举。 登记的政党和运动获

得了参加选举和建立选举集团 的权利 。 获得跨过 ５％选举 门檻的政党

和运动获得了在国家杜马中获得席位的权利 。 杜马的席位按照他们在

选举中收到的票数按 比例分配给获胜者 ，并且通常按照候选人列人其

名单的顺序在该集团内分配任务 。
１ ９９ ３年俄罗斯联邦第一届 国家杜马

选举结果如下 ：俄罗斯 自 由 民 主党 ６４ 个席位 ，俄罗斯选择党 ６４ 个席

位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４２ 个席位 ， 俄罗斯农业党 ３７ 个席位 ，

“

苹果
”

党

（又称亚博卢集团 ） ２７ 个席位 ，俄罗斯妇女党 ２３ 个席位 ，俄罗斯统一和

谐党 ２２个席位 ，俄罗斯民主党 １４ 个席位 。

？

第二阶段 （ １９９４
一

１９９９ 年 ）是两极分化阶段 。 进人国家杜马的各方

政党力量在
一

定时间较为稳定不变 ， 这使得通过国家杜马选举有可能

清楚地追踪拥有 固定选民的政党群体 。 各方组成 了 自 己 的选民群体支

持 自 己 的政党 。 这一阶段国家杜马竞选活动使选 民能够更好地了解各

个党派 、集团和运动 。 支持任何
一

方的选民 同时投票支持完全相反方

向的候选人的案件数量有所减少 。 投票的
“

溢出
”

主要发生在纲领上接

近的政党之间 。 根据投票结果 ，
１９９５ 年第三届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只

有 ４ 个选举政党跨过 ５％的选举门槛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 自 由民主党 、

“

我们的家园
——

俄罗斯
”

以及
“

苹果
”

党 。 与 以往的选举不 同 ，所谓的

“

随机因素
”

实际上没有机会取得胜利 ， 因为选举制度已是稳定的 。

第三阶段 （２０００
－

２０１ １ 年 ）是制度化阶段 。 制度化的形成过程制度

重叠 ，任何新的政治制度作为组织社会活动的可持续形式 ，在确定和保

① 参见 ８＆ １６〇
卩
１ ？

１ ８ １
＇

〇０
＞取１

）０１８６１０１
７

１０
；１７

１？
７

（ １ ９９ ３ ） ， １１饤？８ ： ／／〇１＊ ＾＾１＾
１

＞£ ￡
１丨３？

０項／￥ ？＾／％ ００％

９２％Ｄ１％ ８Ｂ％Ｄ０％ Ｂ１％Ｄ０％ ＢＥ％Ｄ１％ ８０％Ｄ１％ ８Ｂ
＿

％Ｄ０％ Ｂ２
＿

％ Ｄ０＾ ９ ３％ Ｄ０％

ＢＥ％ｍ％ ８１ ％Ｄｌ％ＳＳ％ＤＯ％ｍｙ〇
＇

Ｄ〇ｙ〇Ｂ〇 ｙ〇Ｄｌ ％ＳＯ％Ｄｌ％ ８１％Ｄｌ％ ８２％Ｄ〇％ Ｂ２％

Ｄ０％ Ｂ５％Ｄ０％ ＢＤ％Ｄ０％ ＢＤ％ Ｄ１ ％ ８ ３％Ｄ１％ ８Ｅ
＿

％ Ｄ０％Ｂ４ ％ Ｄ１％ ８３％Ｄ０％ ＢＣ％

Ｄｌ％ ８ ３
＿

（ １ ９９ ３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 ８年 ７ 月 １ ９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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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社会规范 、规则 、状态和角色的制度化过程中 ，将政党带人
一

个能够

满足社会需求的系统 。 应该指 出的是 ，叶利钦时期臃肿的俄罗斯多党

制实际上只有十几个政党和运动符合政党作为政治实体的最低要求 。

与此同时 ，每次竞选活动之前的政党是如此之多 ， 以至于选民很难在所

有这些多样性中选择 。 此外 ，党派的数量优势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功能

优势 。 因此 ，根据全俄舆论中心在 ２０００ 年秋季的调查 ，

５５％ 的受访者

声称党派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福利 （ ２５％的人持相反意见 ）
，
５４％的人认

为
“

党际斗争阻止当局有效运作
”

。 有趣的是 ， 即使有 ３８％ 的人认为党

派对俄罗斯有利 ，也认为党派
“

干涉当局的工作
”？

。 在这次俄罗斯政党

制度化的过程当 中 ，在 ２０ １ １ 年第六届杜马选举之前 ，俄罗斯政坛最终

只剩下了７个政党 。 大批小党被排除在俄罗斯政党制度之外 ，没有机

会进行政治参与 ，
这就是体制内的社会沟通通道堵塞 ， 出现了大规模的

反政府运动 。

第四阶段（ ２０ １２ 年至今 ）是重新制度化阶段。 在 ２０１ １ 年第六届 国

家杜马选举前后 ，俄罗斯社会出现 了大规模的倒普运动 ，反对
“

统
一

俄

罗斯
”

党 。 面对来 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压力 ，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对选举

制度和政党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 ，让小党有机会参与到选举当 中

来 ，进入到体制 内 ，在体制内解决矛盾和问题 。 由此 出现 了俄罗斯政党

的重新制度化 ，
２０ １６ 年 ，又进行了新的 国家杜马选举 ，虽然有小党进入

到国家杜马当 中来 ，但是这个制度化过程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俄罗

斯国家杜马的 四党政治格局 。

事实上 ，俄罗斯政党的制度化始于普京执政时期 ，并受到联邦中央

发起的一系列立法措施的影响 。 俄罗斯政党制度化提髙了政党 的地位

和作用 ，非常符合克里姆林宫对国家权力体系 中党派地位改变的要求 。

２００ １ 年 ７ 月 １ １ 日 ，国家杜马通过了联邦法律《政党法 》 。 这项法律

是国家杜马中各个党团与负责政治进程的官员之间达成妥协的结果 。

①参见ｎｏｊｕｍｒａｅｃＫＨｅｎａ
ｐ
ｉＨＨｂＣＱＢ

ｐ
ｅＭｅＨＨｏｆｉ Ｐｏｃｃｈｈ ， ｈｔｔｐ ｉ ／ＺｂｃＬ ｆｏｍ

＾
ｒｕ／ｒｅｐ

ｏｒｔ／ｃａ ｔ／ｐ
ｏｌｉｔ／

ｐ
ｏｌ
＿ｐ

ａｒ／ｄｄ００２９ ３ ２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８ 年 ７ 月 １ ９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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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在权力体系 中 日 益重要的作用证明 了政治体制
“

分化
”

方向 的转

变 。 这种转变是由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利益驱动的 。 强大的政党据说可

以为压力团体制定
一

个平衡点 ，加强地区精英相对于对总统权力 的政

治 自治 ，遏制宗族团体中不同的部落和避免
“

战争
”

，
最后确保国家的政

治
一

体化 。

这部法律为俄罗斯政党制度的质量发展创造了积极的动力 。 该法

的 目的是要解决
一些问题 ：推进党 的基层活动 ，使它们更接近公民 ； 加

强俄罗斯政党建设的民主原则 ，确保他们的政党经费的透明度 ；与此同

时 ，随着国家治理活动 的过程中联邦主体的金融 、信息公开 ，确保党内

生活民主化 。 这部关于政党的法规对于政党的人数做了详细要求 ，并

且规定只有政党参加注册后才能够参加选举 ，也对政党的权力和地位

作了规定 。
２００ １ 年的《政党法 》要求政党的党员不少于 １ 万人 。 这反过

来又导致一个事实 ，
即许多小政党和政治组织将不复存在 ，政党之间将

互相合并 ，创建几个大的联盟 ，参加和影响政治进程 。 最主要的是 ，参

加在国家杜马选举只能是有全国影响的政党 ，在政治舞台上占有
一

席

之地的政党 。 俄罗斯政治学学者拉帕耶娃认为 ，

“

有充分的理 由相信 ，

人数不少于 １ 万人的政党 ，需要富裕的赞助商 ，也不可能没有行政资

源 。 目前的政治冷漠不会防止官员控制政治进程的任意性
”？

。 这表明

在议会没有代表的那部分人的利益 ，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无法进行他们

的政治表达 。 如何解决这个政党党员人数的下限问题呢？ 在 ２０１ ２ 年 ４

月 ２ 日修改之后仍在生效的俄罗斯 《政党法 》对政党人数的规定是不少

于 ５００ 人 。

？

政党是正常公共生活政治制度所必需的文明重要成就之一 。 政党

是所有公共组织中最具政治性的公共组织 ：其 目 的是获得和保留权力 ，

实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系 。 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有助于政党

０Ｒ Ｂ．ＪＩａｎａ ｅＢａ ，
３ｏｋｏｈｏｎｏＡｕｍｕ ｎｅａｃｕｘｍｐｍｕｎｘ ： ｅｎｅＭｃ

ｙ
ｍｂａＡｂｍｅｐＨａｍｕｅｎｗｃ ｎｏｄｘｏｄｏｅ ／

ＲＢ． ＪｌａｎａｅＷ／＾ＫｙｐＨａｊｉ ｐ ｃ
ｘ ｃＨＨＣＫｏｒｏ ｎｐａＢａ．

－

２００ １ ．
－

Ｎｏ ． ２ ．
－

Ｃ
．１ １ 

－

１ ２ ．

② 参见俄罗 斯国家法律信息 系 统官 网 ，
ｈｔｔ

ｐ ： ／／ｐ
ｒａｖｏ

．
ｇ
ｏｖ

．
ｒｕ／ｐ

ｒｏｘｙ／ ｉ

ｐ
ｓ／？ｄｏｃｂｏ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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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１ ９年 ５ 月 １ ９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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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６
）２ １５

履行独特的角色 ： 聚合和调整多样化利 益 ， 现有或新兴社会的政治层

面 。 政党是政治制度的基本要素之
一

，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框架 。 他们

是某些阶级和社会团体的需要 ，利益和 目标的代言人 ，他们积极参与政

治权力机制的运作 ，或对政治权力施加间接影响 。 党 的活动的基本方

面是他们对人民的意识形态影响 ，他们在政治意识的形成 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 在现代 ，政党在组织和权力斗争中起着主导作用 ， 而且往往具

有决定性作用 ，特别是在
一党制度下。 或者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基

于不干涉彼此的活动 。 但是 ， 国家保留对政党活动进行法律监管的权

力和禁止某些政党的权力 。

俄罗斯各政党在 ２０１６ 年第七届 国家杜马大选前的政党竞选纲领

当 中提出有关他们在国家治理中 的地位和作用的 问题。 同时也包含着

政党的职能 、选民的社会构成 、政党的组织结构 、类型和形式等问题 。

迄今为止 ，根据俄罗斯《政党法 》第三章
“

政党的 国家注册
”

的相关

规定 ，在联邦司法部注册了 以下政党 ：俄罗斯 自 由 民主党、

“

统
一俄罗

斯
”

党 、祖国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

“

右翼力量联盟
”

政党 、

“

自 由 民主

党
”

、公正俄罗斯党 、

“

苹果
”

党 、俄罗斯爱 国者党 、公民纲领党等 。 截至

２０ １９ 年 ５ 月 １ ５ 日 ，在俄罗斯联邦司法部依法注册的政党共有 ６ １ 个？
，

这些政党在俄罗斯政坛都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和影响 。 在对政治

转型中 的俄罗斯政党制度有 了基本的了解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对俄罗

斯国家杜马中的政党有效数量的趋势及其原因进行初步研究 。

如何计算一个国家政党制度中有效数量的政党 ？ 对于这样
一

个问

题
，我们一般经常采用 的计算公式是拉克索

－

塔格培拉 （ Ｌａａｋｓｏ
^

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指数 。 这个指数是政治科学 中用于选举和政党制度比较研

（Ｄ参见 
Ｇｉｈｃｏｋ ３ａ

ｐ
ｅｒＨＣＴ

ｐ
Ｈ
ｐ
〇ＢａＨＨＬｉｘｎｏｊｎｒｒａＨｅｃＫＨｘｎａ

ｐ
ＴＨｆｉ （政党注册名 录 ） ，俄罗斯司法部

官网 ， ｈｔｔｐ
ｓ ：＂ ｉｎｉｎ

ｊ
ｕｓｔ ｒｕ ／ｒｕ／ｎｋｏ／ｇｏｓ ｒｅｇ／ｐａｒｔｉｉ／ｓｐ

ｉ ｓｏｋ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１ ９年８月

１３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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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重要指数 ，用来衡量政党制度的具体发展程度 。 有效数量的政党

同时反映了政党制度中 的政党数量及其相对权重 ， 既可以计算选举当

事人的结果 （有时称为 ＥＮＥＰ 或 ＮＶ）
，也可以计算立法机关中的议席分

配 （ＥＮＰＰ ，
ＮＳ） 。

芬兰库奥皮奥大学教授马库 ？ 拉克索 （ＭａｒｋｋｕＬａａｋｓｏ ）与赖 因 ．

塔格培拉 （ＲｅｉｎＴａａｇｃｐｅ ｒａ）在 １ ９７９ 年完善
“

有效政党数 目
”

的工作中发

明 了这个计算有效政党数 目的指数 ，
然后 由阿伦德 ？ 利普哈特 （Ａｒｅｎｄ

Ｌｅ ｉｐｈａｒｔ）支持并应用于比较政治科学 。 该指数 目前已经在西方比较政

治学研究中广泛使用 。

拉克索和塔格培拉提出的有效党派数量被认为是衡量政体中政党

数量的传统和最简单方法 。 批次的有效数量是根据拉克索和塔格培拉

的公式 中提出的计算方法得出的 ，这个具体的计算公式是 ：

其中 代表议会有效政党数 目 ，义
２

代表议会中每个政党的席位

比率 ， Ｄ 代表加总 。 根据这一公式 ，学者们就能方便地计算出
一国的

议会有效政党数 目 。

①

例如在一个国家的议会当 中如果三个政党分别拥有议会中 ４５％ 、

４０％和 １５％的席位 ，那将三党 比例的平方加总后 ，最后得数的倒数是

２
．
６

， 那有效政党数即是 ２
． ６ 。 有效政党数把政党数 目与政党的相对大小

两方面因素都考虑进去 。 在所有政党力量相 当的情况下 ， 有效政党数

与政党实际数相等 。 而当政党力量有差别时 ，有效政党数少于政党实

际数 。

在政治科学领域 ，人们一致认为 ，参加选举的政党名义数量或已经

①ＥＮＰ是拉克索 （Ｍａ ｒｋｋｕＬａａｋｓｏ ）和塔格培拉 （ Ｒｅ ｉｎＴａａ
ｇ
ｅ
ｐ
ｅｒａ ）提出的议会政党结构测

量方法 。 来 自 ＭａｒｋｋｕＬａａｋｓｏａｎｄ Ｒｅ ｉｎ Ｔａａｇ ｅｐｅ ｒａ ，

“

Ｔｈｅ
‘

Ｅｆ ｆｅｃｔ ｉｖｅ
，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ａ ｒ

？

ｔｉｅｓ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 ｔｈ Ａｐｐ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ｔｏ ＷｅｓｔＥｕｒｏｐ ｅ
，

”

Ｃｏｍｐａ ｒａｒｉ促

Ｖｏ
ｌ．１２ ，Ｎｏ．１

，
１ ９ ７ ９

，ｐｐ．
３

－

２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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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 ６ ）２１ ７

通过选举进人立法机关的政党的名义数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研究的可

能性 ，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政党的有效数量 。 但是 ，有几种方法可 以确定

政党的有效数量 。 布劳 （ ２００８ ）将这个问题简化为另一个问题 ： 哪些政

党应该被认为是重要的 （相关的 ） ？
二分法包括重要的表示为 １

，
无关紧

要表示为 ０ 。 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在许多研究和 自 己建立的政党制

度分类中 ，坚持将二分法计数与联盟的定性评估结合起来 。 但是此方

法仍旧具有
一

定的缺点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评估党的妥协潜力的困难 。
二分法隐藏了许多各方相互影响的渠

道 。 不平衡的批量评估 ：相关的批次分配相同 的相关性是不正确的 。

后一个问题在使用
“

半政党
”

（半个政党 ）概念的研究 中得到了部分解

决 ，从布隆代尔 （ １ ９６８ ）开始 ，在 比较两个主要政党的总份额时 ，两党制

与多党制分开 ；立法机关中绝大多数席位分为两个的情况下 ，较大的政

党以及规模较小的政党被定性为
“

两个半政党制
”

。

在最小获胜联盟法则中 ，
有效政党数 目是个重要问题 。 要达成最

小获胜联盟 ，首先就需要知道如何计算政党数量 ，要清楚多大规模的政

党应该被包括在政党数 目之内 。 首先对这
一问题进行解决的是萨托

利 。 萨托利认为 ，应该设置一个议会选举门檻 ，如 ５％或 １０％ ，只有获

得这一门槛以上议席的政党才能被计人政党数量 。 萨托利的另
一

个表

述是 ，只有那些具有联盟潜力 （ ｃｏａ ｌｉｔ 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 ｉａｌ ） 或具有勒索潜力

（ ｂｌａｃｋｍａ ｉ ｌ
ｐ
ｏｔｅｎｔ ｉａ ｌ） 的相关政党才应被当作政党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加

以计算 。

拉克索和塔格培拉两位学者的方法也存在着问题 ，
这就是说 ，在一

定的条件下 多党 制和两党制 的体现标准 。 例如在议会大选 中获得

７０％ 、 １ ０％ 、 １０％ 、 １ ０％的 ４ 个政党 ，如果我们计算有效政党数 目 ， 政党

的有效数 目按照这个公式来算是 １ ． ９２ 。 在两党制当 中 ，在两党参加的

议会大选当中 ，获得 ６０％选票和 ４０％选票的政党 ，他们在我们计算的

公式当 中 ，这种体制有效政党的数 目也是 １ ．
９２

。

为了修正有效政党数过于注重大党议席 比例 的弊端 ， 可以将获得

议席最多的政党与其余政党分开计算 ，又用小党在议会中所占的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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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赋予
“

有效政党数
”
一

个加权 ， 以描述小党对大党的牵制作用 。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一种新的办法 ，让我们对相关的计算更

加精确 ，这就是美国的政治学家胡安的计算方法 ，这个计算方法和上
一

个计算方法是直接相连的 ，它就是 ＮＰ 指数 ，其公式由美国政治学家胡

安 ？ 莫利纳尔 （ＪｕａｎＭｏ ｌｉｎａｒ）开发 ， 目标是为了修正有效政党数过于注

重大党议席比例的弊端 ，而是将获得议席最多 的政党与其余政党分开

计算 ，又用小党在议会中所 占的议席比例赋予
“

有效政党数
”
一个加权 ，

以描述小党对大党的牵制作用 。 ＮＰ指数的计算公式是 ：

—

／
＞

１

２

ＮＭ 

＝
ｌ

＋ ＮＬＴ Ｘ
＾

＾
－

ｎ

￣￣—

２－１

其中 ＪＶｍ 是
“

有效政党数
”

。

有了这样的不同计算方法 ，利用这些计算方法 ， 针对当代俄罗斯

１９９３ 年第一届 国家杜马选举以来直到 ２０ １６ 年的第七届 国家杜马选举

的不同 的结果 ，我们把历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有效政党的数量加

以计算 。 对俄罗斯国家杜马中的政党有效数量进行研究 ，看一看当代

俄罗斯政党建设当中有效政党数量的变化是否存在规律。

三 、 俄罗斯国家杜马从第
一

届

到第七届中的有效政党数量

利用拉克索和塔格培拉的公式 以及胡安的公式 ，我们对第
一届到

第七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有效政党的数量进行初步研究和计算 。

（

一

） 俄罗斯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有效政党数量

１ ９９３ 年 ９ 月 ２ ９ 日 总统叶利钦签署 了
一项法令 《关于完善俄罗斯联

邦选举制度的措施 》 。 根据这项法令 ，
１９９ ３年俄罗斯联邦中央选举委员

会和国家杜马选举委员会转变为俄罗斯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 中央选

举委员会与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共同指示制定并向俄罗斯联邦总统提交



当代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政党有效数置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初探 （
１ ９９３
—

２０１６
 ） ２１９

关于选举国家杜马代表的联邦法律草案 。 １９９３ 年 １ ０ 月 １ 日 第 １ ５５７ 号

总统令批准了该法律的修订版 ，该条款被称为《 １ ９９３ 年俄罗斯联邦会议

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 》 。 随后的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１ １ 日 叶利钦总统签署

并颁布了《 １ ９９３年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选举条例 》 。 １９ ９３ 年 １ １

月 ６ 日
，第 １８４６ 号总统令对这

一法律再次进行了修订 ，特别是修改 了

关于宣布选举无效的规则 。 以上的法律成为作为新的国家杜马议员选

举的法律基础。

为了选举国家杜马的议员 ， 这次选举使用了混合制 的单席位多数

制度和比例选举制度 。

一

半的议员 （２２５ 人 ）通过按照选票的投票比例 ，

在 ２２ ５ 个选区进行国家杜马议员席位分配 。 为了更好地进行国家杜马

议员议席的分配 ，在 比例制选举制中设置了选举门檻 ， 只有选举获得超

过 ５％的选票的政党才能够参加议席的分配 （通过有效选票数量的 比

例） 。 另
一

半由多数制选举产生 ，在 ２２ ５ 个单席位选举中以相对多数票

当选 （必须获得 比其他候选人更多的选票 ） 。 为了选举有效 ，有效选票

的数量必须至少是登记选民数量 的 ２５％ 。

当时参加选举的除了政党还有社会团体 。 参加选举的政党或者

社会团体 ，如果要列人到联邦的政党或者社会 团体名单当 中去 ，必须

要获得选民 的登记签名 支持 。 在 比例制选举制度下 ，如果要登记到

联邦的参选名单中去 ，在 当时有必要收集至少 １ ０ 万名选民签名 。 在

单席位选区的候选人也可以 由政党 或者社会团体提名 。 要在单席位

选区登记 ， 同样需要收集选区签名 ， 其数量至少为该区选 民人数的

１％ 。 同一候选人可 以在单席位选区或者按照注册 的政党名单比例

制竞选 。 此外 ，如果他被选举委员会提名为
一

个单席位选 区的候选

人
，并被列人联邦注册的政党或社会团体名单 ，那么他在单席位选区

登记后不用收集签名 。

１９９３ 年第一次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 。 在此次选举中共有 ５８１８７７５５

名选民 （ 占登记选民总数的 ５４
．
８ １ ％ ）参加了选举 。 根据投票结杲 ，有

８ 个政党或者社会团体克服了５％的选举障碍将要按照 比例制分配席

位 。 这 ８ 个政党或者社会 团体共收到 ４ ６８０９５３ ２ 票 ， 占有效票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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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
０７％ ，即登记选民人数的 ４３

．
５％ 。 最后共有 ４４４ 名代表当选 国家

杜马议员 。 单席位选区选出了２２ ５ 名 国家杜马议员 ， 比例制选区选出

了２ １ ９ 名 国家杜马议员 。 在 ５ 个按 比例制选举进行选举的联邦选举

地区没有举行选举 。 因 为处于战争状态 ， 在当时的车 臣共和 国也没

有举行选举 。

按照突破 ５％ 的比例制选举门檻进人到国家杜马 中 ８ 个政党席位

的多少 ，选举结果是这样的 ：俄罗斯 自 由 民主党获得 ６４个席位 ；俄罗斯

选择党获得 ６４ 个席位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 ４２ 个席位 ；俄罗斯妇女

党获得 ２３ 个席位 ；俄罗斯农业党获得 ３７ 个席位
；

“

苹果
”

党获得 ２７ 个席

位 ；俄罗斯统一和谐党获得 ２２ 个席位 ；俄罗斯民主党获得 １４ 个席位 。

①

根据马库 ？ 拉克索与赖因 ？ 塔格培拉的公式 ，我们进行计算 ，得出

的第一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１４
．
９２个 。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 ＮＰ 指数公式 ，我们得出的第
一届

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１ １
．
２４个 。

这两个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并且和 １ ９９３ 年 的国家杜马中

的政党党团数 目也不相符合 。

因为这是当代俄罗斯历史上的第
一

次国家杜马选举 ，在有 ８ 个政

党突破选举门檻进入到第
一

届国家杜马组成政党党团的情况下 ，
８ 个有

效政党符合当时的俄罗斯政党情况 。

（二 ） 俄罗斯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有效政党数量

１ ９ ９４ 年 １ ２ 月 ６ 日 叶利钦总统签署并颁布了 《俄罗斯联邦公民选

举权基本保障法 》
，这一法律在 １ ２ 月 １ ０ 日 生效 。 该法对

“

选举联合组

织
”

进行了重新定义 ，并提 出了
“

选举联盟
”

的概念。 与此 同时 ，
国家

杜马本身也就选举制度这
一问题开展 了立法工作 ， 其中 包括

“

苹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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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９ ９３ ）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 ９年 ７ 月 ２９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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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２ ２１

党的代表积极参与 。 应当指 出 的是 ，在 中 央选举委员会和杜马 （

“

苹

果
”

党 ） 的选择方案之间 ，很快就出 现了许多矛盾 ，这些矛盾后来不得

不加以调和 。

来 自 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法律草案修改 了混合制选举制度的一项

原则 ， 即改变按比例制和单席位多数选举产生的代表的 比例 ，将原来

的 ２２５／２２５ 改变为 １ ５０ ／３０ ０ 。 来 自 国家杜马的反草案提案则坚持要

保持 目前的比例也就是 ２ ２５／２ ２５ 。 在引起激烈争论的其他议题中也

包括联邦 比例制 政党候选人名单和单席位选 区 的候选人有权同 时

投票 。

关于选举立法各方面的争议在 １９９ ５ 年夏天结束 。 最后 ，
１ ９９５ 年 ６

月 ９ 日 ，
杜马通过了第一部《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 》

，该

法于 ６ 月 ２１ 日 由总统签署 ，保持 目前的混合制选举制度 比例也就是

２２５／２２５ 。 此外《俄罗斯联邦社会联合组织法 》也于 １ ９９ ５ 年 ４ 月 １ ４ 日 通

过 ，规范了社会团体的活动 ，并确保了他们参加选举的权利 。

按照突破 ５
％的比例制度选举门檻进入到国家杜马中政党席位的

多少 ，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举行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如下 ：俄罗

斯联邦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 ，获得了 总共 １ ５７

个席位 ；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
“

我们的家园
——

俄罗斯
”

获得了５ ５ 个席

位 ；
日 里诺夫斯基领导的 自 由 民主党获得了５１ 个席位 ；

“

苹果
”

党获得

了４５ 个席位。

①

根据相应的马库 ？ 拉克索与赖 因 ？ 塔格培拉的公式 ， 我们进行计

算 ，得出的第二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６
．
２７ 个 。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 ＮＰ 指数公式 ，我们得出的第二届

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２
．４８ 个 。

这两个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在有 ４ 个政党突破选举门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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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９９ ５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１ 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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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到国家杜马 的情况下 ，
２

．
５ 个有效政党符合当时 的俄罗斯政党

情况 。

（
三

） 俄罗斯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有效政党数量

１９９５ 年国家杜马选举之后最重要的 国内事件是 １９９６ 年俄罗斯联

邦总统大选 ，叶利钦努力挣扎最后在第二轮击败久加诺夫 。 当久加诺

夫承认失败并且没有开始争取取消结果或重新计票时 ， 叶利钦受到的

威胁结束了 。

取得选举胜利后 ，围绕和支持叶利钦的寡头开始
“

分权
”

。 由 于叶

利钦依赖于寡头的支持赢得大选 ，寡头将叶利钦的胜利视为权力的重

新分配 。 这一切导致俄罗斯形成一个相当狭小的圈子 ，
影子政治机制

得以实现 。

１９９８年 ８ 月 ，俄罗斯政府拖欠债务 ，脆弱的俄罗斯经济濒临崩溃 。

在这种背景下 ，俄罗斯政坛政治再次变得极为重要 ，在基里延科之后担

任总理的普里马科夫依靠大多数杜马议员 的支持 ，在商人中享有声望 。

他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随着经常生病的叶利钦工作的长期 中断而增

加 。 ８ 个月来 ，他成功实现了经济的一些积极变化 ，但主要是要显著稳

定社会和政治局势 。

１９９９ 年春 ，国家杜马试图弹劾俄罗斯联邦总统 。 只有少数选票不

足以取得成功 ，但普里马科夫并没有公开谴责杜马的这些行动 ，而是相

反 。 他对腐败的尖锐批评以及无法控制 自 己的总统野心导致他最终与

叶利钦及其忠诚群体分离 。 ５ 月普里马科夫被叶利钦解雇 ， 由 内政部长

斯捷帕 申取代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
１９ ９９年国家杜马选举展现 了俄罗斯现代史上

最引人注 目的政治活动 。 有着不同政治光谱的多种政治力量参加了此

次国家杜马选举 。

当叶利钦任命普京为政府总理并宣布为他的继任者时 ，

“

团结
”

运

动成为新总理的政治支柱 ， 因为政治中的实用主义和
“

中 心主义
”

可 以

掩盖各种各样的偏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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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２２３

１ ９９９年 １２ 月 １ ９ 日举行了俄罗斯第三次国家杜马选举 。 根据投票

结果 ，有 ６ 个政党最终克服了５％的 比例制度选举障碍 。 俄罗斯联邦共

产党获得 １ １３ 个席位 ；

“

团结
”

党获得 ７３ 个席位 ；

“

祖国
－全俄罗斯

”

获得

６６ 个席位
；
右翼力量联盟获得 ２９ 个席位 ；

“

苹果
”

党获得 ２０ 个席位 ； 日

里诺夫斯基集团获得 １７ 个席位 。

在这次选举中 ，

“

团结
”

党击败
“

祖国
－全俄罗斯

”聚集在新领导人周

围 。 １９ ９９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日 叶利钦宣布辞职 ，普京成为代总统和叶利钦的

继承人 。 普京受欢迎程度的增长证明了他所支持的
“

团结
”

党的巨大成

功 。 该党在 １ 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２３ ．
３ ２％的选票 ，

几乎超

过了共产党人 （２４． ２９％ ） 的得票率 。

①

根据相应的马库 ？ 拉克索与赖因 ？ 塔格培拉的公式 ， 我们进行计

算 ，得出的第三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８． ４５ 个 。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 ＮＰ 指数公式 ，我们得出的第三届

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４
．
９５ 个 。

这两个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在有 ６ 个政党突破选举门槛

进人到国家杜马的情况下 ，５ 个有效政党符合当时的俄罗斯政党情况。

（四 ） 俄罗斯第四届国家杜马中政党的有效数量

２０００年普京当选为新一任的俄罗斯总统 。 新总统针对俄罗斯 已有

的问题 ，宣布了 自 己 的施政方针 ：建立垂直权力 ；加强和巩固联邦 中央

的地位 ；保持俄罗斯政治 的稳定 。 当然 ， 这些方针也影响 了俄罗斯

政党 。

在同一时间 ，普京总统开始
“

整顿
”选举和政党立法 。 或者更确切

地说 ，根据变化的政治条件创造新 的法律 。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通过了俄罗斯

联邦法律《政党法 》 ，这是俄罗斯规范政党行动的法律 ，对社会团体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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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９ ９ ９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１ 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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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做了明确的区分 。 事实上 ，这项联邦法的通过
“

重新启动
”

了俄罗斯

政党制度建设并开始了大规模的重组进程 。 根据法律规定 ，为了使社

会团体在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之后参加联邦和地区选举 ，它必须在其大会上转

变为
一

个政党 。 在此背景下 ，俄罗斯政党的重组接近了２００３ 年的 国家

杜马选举 ，实际上 ，
２００３ 年的国家杜马选举成为整个国家政党制度的分

水岭 ，奠定了俄罗斯 目前仍然存在的议会 ４ 个政党议员党 团制 度的

基础 。

俄罗斯联邦第四届 国家杜马选举在 ２００ ３ 年 １ ２ 月 ７ 日举行 ，采取

的选举制度是混合制选举制度 。 根据选票的统计 ，
５５

．
７ ５％ 的选 民参

加了选举 。 总共有 １ ８ 个政党和 ５个选举集团参加了这项运动 。
３ 个

政党和 １ 个选举集 团克服 了５％ 的 比例 制度选举障碍 。

“

统
一

俄罗

斯
”

党获得了３７ ．
５７％ 的选票 ，获得 了２２３ 个议会席位 ；俄罗斯联邦共

产党获得了１ ２．
６ １ ％ 的选票 ， 获得了５２ 个议会席位 ； 祖国党获得了

９ ． ０２％ 的选票 ，取得了３７ 个议会席位 ； 自 由 民主党获得了 １ １ ． ４ ５％ 的

选票
，
取得了 ３ ７ 个议会席位 ；推崇私有化改革 的 自 由派政党的失败是

出乎意料的 ，

“

苹果
”

党获得了４． ３％ 的选票 ，仅仅通过单席位选区选

举的方式获得了４ 个席位 ； 右翼力量联盟获得 了 ３
．
９７％ 的选票 ，也没

有能够达到 ５
％的选举门植要求 ，只是通过单席位选区选举获胜的方

式获得了３个席位 。

？自 由派的双方右翼力量联盟和
“

苹果
”

党 以失败

告终 ，无法克服 ５％的选举门槛 。 俄罗斯现代史上 国家杜马第
一

次出现

没有
一个 自 由派政党代表参加的议会 。 事实上 ，正是在 ２００３ 年的选举

中 ，形成 了
“

四方
”

政党 ， 这种格局今天仍在俄 罗斯联邦 国 家杜马 中

存在 。

根据相应的马库 ？ 拉克索与赖因 ？ 塔格培拉的公式 ，我们得 出 的

第四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３
．
６７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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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３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９ 年 ７ 月 ３ ０ 日 。



当代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政党有效数量的变化趋势及其原 因初探 （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６
 ）２２５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 ＮＰ指数公式 ，我们得出的第四届

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１
．
３６个 。

这两个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在有 ４ 个政党突破选举门槛

进人到国家杜马的情况下 ，第四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的有效政党数

量是 １ 个有效政党 。

（五 ） 俄罗斯第五届国家杜马中政党的有效数量

２００３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支持总统的
“

政权党
”

的胜利预示着俄罗斯

政治制度的进
一

步发展。 普京实现集权和巩固权力的进程仍在继续 。

在现代俄罗斯历史上第
一次成功地在国家杜马中形成所谓的

“

宪法多

数派
”

（也就是国家杜马议席中的 ２ ／３ ，按照俄罗斯宪法规定 ，修改法律

需要得到国家杜马当 中 ２／３ 多数通过 ）

——

“

统
一

俄罗斯
”

党 。

议会反对派在选举中失败之后 ，

一些 自 由主义政党被完全
“

挤压
”

到体制外 。 来 自非议会内的政党的政治家们开始形成体制外的反对派

（即非议会反对派和激进的反总统立场） 》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代表人数和政治影响力在第五届 国家杜马 中

大为减少 ，似乎失去 了重要影响 。 只有俄罗斯的 自 由 民主党获得 了相

对成功 ，重新获得了超过 １０％的选票 。 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陷入了深

刻的危机 。

与此同时政府利用
“

政权党
”

在议会的优势 ， 严格限制和改变选举

立法 。 国家杜马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 １ 日通过了 总统签署的新的联邦法《俄

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 》 ，这是俄罗斯现代议会制历史

上第一次完全废除单席位选区选举制度 ，议会的选举 门檻也从 ５％增加

到 ７％ ，这也不利于小的政党进入到国家杜马当中去 。

俄罗斯联邦第五届 国家杜马选举在 ２０ 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举行 ，
１ １

个政党参加了这次选举 ，本次选举的投票率是 ６３
．
７ １％ 。 ４ 个政党克

服了７％的选举障碍 。

“

统一俄罗 斯
”

党贏得了俄罗斯议会选举前所

未有 的 ６４ ． ３ ％的选票 ， 获得了
３ １５ 个席位 ，并最大限度地加强了对俄

罗斯政治 的影响 ；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 了１ １
．
５７％的选票 ，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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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个席位 ；公正俄罗斯党获得 了７ ． ７４ ％ 的选票 ，取得 了３ ８ 个议会席

位 ； 自 由 民主党获得了
８

．
１ ４％ 的选票 ，

取得了４０ 个议会席位 。

？这个

结果表明 ，公众对总统的路线和
“

统一俄罗斯
”

党的全力支持 ，
巩固了其

在俄罗斯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为 ２００ ８ 年选举中总统权力畅通无阻开辟

了道路 。

根据相应的马库 ？ 拉克索与赖因 ？ 塔格培拉的公式 ，我们得出的

第五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１
．
９２个 。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 ＮＰ指数公式 ，我们得出的第五届

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１
．
１１ 个 。

这两个结果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有 ４ 个政党突破选举门檻 ，

进人到国家杜马的情况下 ，第五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１

个有效政党 。

（
六

） 俄罗斯第六届国家杜马中政党的有效数量

作为俄罗斯政权的延续程序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选举周期确保了最高

国家权力从普京顺利过渡到梅德韦杰夫 。
２０１ １ 年的第六届 国家杜马的

选举 ，被看作是非正式的定位为对普京信任的
一

种公民投票 ，继续巩固

“

统一俄罗斯
”

党在议会中 占据的压倒性统治地位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 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 第二天 ，他提

议普京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理一职 。 议会多数顺利批准了新内阁的负责

人 ，权力的过渡已经完成 ，新政府开始 。

“

梅普组合
”

开始形成 ， 面临新

的工作 。 议会党派在新的国家杜马中充分发挥作用 。 梅德韦杰夫任期

内把 目光转向国 内政治 ，实施经济和社会领域长期发展的新计划 。 上

台的当年年底他就颁布法律把总统的任期从 ５ 年延长到 ６ 年 ，把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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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１ 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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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 ６ ）２２７

杜马的任期从 ４ 年延长到 ５ 年 。 但是 ２００８ 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 、 国

际能源市场石油价格下跌 。 在 ２０１ １年国家杜马选举的前夕 ，俄罗斯的

大中城市几乎都发生了体制内反对派和体制外反对派联合举行的游行

示威 。

俄罗斯联邦第六届 国家杜马选举于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２ 月 ４ 日举行 。 国

家杜马第一次当选后任期 ５ 年 。 按照比例选举制度举行了选举 ，所有

４５０ 名议员均由 比例制选举方式产生 ，各政党根据投票的百分比按 比

例分配席位 。 在俄罗斯联邦注册的所有政党都登记为选举参与者 。

在 ２０ １ １ 年选举中各政党必须克服 ７％的 比例制度选举门槛 。 在选举

中得票率为 ５％至 ６％ 的政党在 国家杜马获得
一

个席位 ，得票率 ６％

至 ７％的政党获得两个席位 。 没有任何政党能够表现出类似的结果 。

有 ７个政党参加了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 ，其中 ４个政党克服了 ７％

的选举障碍。 根据投票结果 ， 国家杜马的
“

四方
”

政党都保留了他们在

第六届国家杜马中 的议会党团 。 其中
“

统一俄罗斯
”

党贏得了
４９

．
３ ２％

的选票 ，获得了２３８个席位 ，和上一次选举相 比 ，遭受挫折 ；
俄罗斯联邦

共产党获得了
１ ９

．
１９％的选票 ，获得了９２ 个席位 ， 明显好于上一次的选

举结果 ；公正俄罗斯党获得了１ ３ ．
２４％ 的选票 ，取得 了６４ 个议会席位 ；

自 由 民主党获得了 １ １
． ６７％的选票 ，取得了 

５６ 个议会席位 。

①

根据相应的马库 ？ 拉克索与赖 因 ？ 塔格培拉的公式 ， 我们得出 的

第六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２ ． ８０个 。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 ＮＰ指数公式 ，我们得出 的第六届

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１ ． ６０ 个 。

这两个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在有 ４ 个政党突破选举门槛

进人到国家杜马的情况下 ，第六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１
．
５ 个政党 。 也就是作为

一

个的
“

统一俄罗斯
”

党和作为半个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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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１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 ９年 ７ 月 ３ ０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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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共产党 。

（七 ） 俄罗斯第七届国家杜马中政党的有效数量

对于第六届 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 ，俄罗斯政治体制内 的反对派和

体制外的反对派都发出了质疑 ，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反对普京

体制 。 为了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 ，努力赢得 ２０ １２ 年的总统选举 ，梅德

韦杰夫和普京采取了
一

系列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政治改革和政党体制改

革 ，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 ２０１ ２ 年出现了俄罗斯政党建设的
一

个新

的阶段 。

为了让俄罗斯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有可能进人到体制 内 ，在体制内

进行活动 ，避免再次发生 ２０１ １
—

２０ １２ 年选举过程中 的街头政治示威和

游行 ， 俄罗斯国家杜马在 ２０１ ４ 年 ２ 月 １ ４ 日 最终审议通过了新的 《俄罗

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 》 ，对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 。

该法案规定 ，将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制度从选举时原来的 比例制选举制

度 ，恢复为单席位 （多数 ）
＿

比例相结合的
“

混合制选举制
”

，为小党参选

从而为该政党进人国家杜马敞开了大门 。 根据修改之后的 《政党法 》
，

一批政党按照法律的相关要求重新注册和登记 。

俄罗斯国家杜马共有 ４５０个席位 。
２０ １６ 年国家杜马选举采取混合

制 ，意味着 ２２５个席位采取单席位 （多数 ）选举制 ，另外 ２２ ５ 个席位采取

比例制选举制 。 所谓的单席位选举制度是指在选举中根据选区划分 ，

在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 （绝对多数制是指获得 ５０％的选票比例加一票 ，

相对多数制是只要是选票超过其他候选人就行 。 俄罗斯采取的是相对

多数制 ） 的候选人当选的选举制度 。 在此次选举中 ， 俄罗斯被划分为

２２５ 个选区 （含克里米亚共和国 ３ 个单席位选区 ，塞瓦斯托波尔市 １ 个

单席位选区 ） 。

在普京实施垂直权力的过程 当中 ，在
一

定程度上有限度地按照立

法放开党政体制 ，增加政党在公共和政治生活 中的作用 ，并促使他们参

与各级选举 ，这有助于防止故意反制度的候选人 。

参加此次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的 １４ 个政党除了７ 个参加 ２０ １ 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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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杜马选举的
“

统
一

俄罗斯
”

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自 由 民主党 、公

正俄罗斯党 、

“

苹果
”

党 、俄罗斯爱国者党 、正义事业党之外 ， 此次还新增

了７个 ：公民纲领党 、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 、 俄罗斯支持正义退休

者党 、全俄罗斯党 、俄罗斯人民 自 由党 、俄罗斯绿色环境党 、全俄公民力

量党 。

按照新的混合制选举规定 ， 俄罗 斯联邦第六届 国家杜马选举于

２０ １６ 年 ９ 月 １ ８ 日 如期举行 。 所有 ４ ５０ 个席位中 ２２５ 个席位由单席位

比例制选举产生 ，２２ ５ 个按照比例制选举制度产生 。 此次选举的门槛是

５％ ，投票率是 ４７
．
８８％ 。

有 １４ 个政党参加了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 ，
４ 个政党克服了５％的

选举障碍 。 其中
“

统一俄罗斯
”

党贏得了５４．
２％的选票 ，获得 了Ｍ３ 个

席位 ；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了１ ３ ．

３４％的选票 ， 获得了
４２ 个席位 ； 自

由 民主党获得了１３ ．
１ ４％的选票 ，取得了 ３９ 个议会席位 ；公正俄罗斯党

获得了６ ．
２２％的选票 ，取得了

２３ 个议会席位 。

？俄罗斯的政坛再次形成

了议会内的 四党政治格局 。

一名独立候选人和公民纲领党 、祖国党在

单席位选区各获得
一个国家杜马议员席位 。

根据相应的马库 ？ 拉克索与赖因 ？ 塔格培拉的公式 ，我们得出 的

第七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１
． ６７个 。

再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莫利纳尔的 ＮＰ 指数公式 ，我们得出的第七届

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１ ． 〇５ 个 。

这两个结果之间存在着差异 ，在有 ４ 个政党突破选举门檻进人到

国家杜马的情况下 ，第七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的有效政党数量是 １

个政党 。

① 参见 Ｂｂ ｉｆｉｏ
ｐ
ｂｉ Ｂ ｒｏｃ

ｙ＾ｐ
ｃｒａｅＨＨ

ｙ
ｉＯ

＾ｉｙＭｙＧ Ｏｌ Ｇ ） ， ｈｔｔｐ ： ／／ｏ
￣

ｉｌ ｉ

－

ｖ ． ｒｕ／ｗｉｋｉ／％Ｄ０％９２％Ｄ１％

８Ｂ％ＤＯ％Ｂ１％Ｄ〇％ ＢＥ％Ｄ１％ ８〇
０

／〇 Ｄ１％ ８Ｂ
＿％ＤＯ ％ Ｂ２Ｊ／〇 ＤＯ％ ９ ３％ １Ｄ〇％ ＢＥ％Ｄ１％

８１％Ｄｌ ％８３％Ｄ０％ｍ％ Ｘ）０％ ＢＯ％Ｄｌ ％ ８Ｏ％Ｄｌ％ ８１ ％Ｄｌ％ ８２％ ＸＸ＞％ Ｂ２％
１

Ｄ０ ％Ｂ５％

Ｄ０％ＢＤ％ Ｄ０％ ＢＤ％ Ｄ１％ ８３＾ Ｄ１ ％ ８Ｅ
＿％Ｄ０％ Ｂ４％ Ｄ１ ％ ８ ３％ Ｄ０％ ＢＣ％ Ｄ１％ ８ ３

＿

（２０１ ６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１ ９ 年 ８ 月 ３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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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政党有效

数量变化的趋势及原因

利用我们前面 的马库 ？ 拉克索与赖因 ？ 塔格培拉的计算公式 ， 根

据俄罗斯第
一届到第七届 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 ，我们可 以得出 在每一

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的 国家杜马中政党的有效数量 。 根据前面计

算得到的数量 ，作者制出 以下的图表 。

由这张图表 ，我们可 以看 出 ， 从 １ ９９３ 年第
一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

举到 ２ ０ １ ６ 年第七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 ，俄罗斯国家杜马 中有效

政党数量的直观变化趋势 。

按照众所周 知的迪维尔热政党数量法则 ， 由 于选举制度的不同 ， 多

数制选举制度会产生两党制 ， 比例 制选举制度会产生多党制 。 可是在

俄罗斯 国家杜马选举中 我们看到 ， 从 ｔ ９９３ 年到 ２０ １６ 年 的 国 家杜 马选

举当中 ，俄罗斯的政党选举制度历经 了从混合制选举制度 ， 到 比例制选

举制度 ，再到混合制选举制度恢复 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当 中 ，我们 注意

到俄罗斯政党有效数量的变化有三个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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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以 ２００３ 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为时间节点 ，
之前的采用混合制

选举制度的第
一

、
二

、三届国家杜马选举当 中出现了多党制趋势 。

２
．
２００３ 年及之后的第四 、五届 国家杜马选举采用比例制选举制并

没有出现迪维尔热法则所预示的两党制政党制度倾向 。 而是出现了一

党制趋势 。

３
． 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再次采取了混合制选举制度后 ，

也并没有

出现其他政党制度的倾向 。 仍是出现了
一

党制趋势 。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上述趋势 ？ 变量很多 ，例如俄罗斯政府的产生

和选举无关 、俄罗斯选举制度对有效政党制度的影响 、选民基础等 。

在笔者看来 ，造成以上趋势最主要的原因有四个 。

第一 ，这是俄罗斯主权民主在政党政治领域发展的必然结果 。 俄

罗斯 目前的民主是主权民主 。 按照普京总统 的说法 ：

“

俄罗斯是
一

个

根据 自 己人民 的意志选择 民主道路 的国 家 。 俄罗斯 自 己走上了这条

道路 ，并遵守所有的普遍民主规则 。 俄罗斯将 自 己做出决定 ，通过何

种方式可以保障 自 由和 民主原则 的实现 ，在这个过程 中考虑到俄罗

斯 自 己 的历史 、地缘政治和其他特点 。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 俄罗斯有

能力并将独 立 自 主地决定俄罗斯沿着民 主道路前进的期 限 和条

件 。 主权民主以爱 国主义 、强 国主义 、 民族主义为基本特征 。 俄罗

斯的主权民主在政党建设方面的体现就是作为 国家杜马中 的强势政

党
“

统
一

俄罗斯
”

党的出 现 ， 而且必然还要随着俄罗斯 国情的发展而

变化 。

第二 ，在俄罗斯现行的政党制度下 ，政党从属于国家行政权力 。 普

京需要
一

个
“

优势党
”

在 国家杜马通过立法支持他 的施政 ，为其政治权

力的合法性提供
一

个背书 。 俄罗斯存在
“

政权党
”

，但没有
“

执政党
”

，这

和西方政党制度是不
一

样的 。 俄罗斯联邦 １９９３ 年颁布的宪法第八十

①ＩＩｏｃｊｉａＨＨｅ Ｉｌｐ
ｅａ职ｅＨＴａＰｏｃｃｈＳｃｋｏ＆Ｏｅａｅ

ｐ
ａｎＨＨｏｘ２ ５ ． ０４ ．

２００５ｒ．
，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５日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
ｉｎ＊ ｒｕ／ ａｃ ｔｓ／ｂａｎｋ／３ ６ ３ ５４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８ 年

８ 月３日 。



２３２比较政洽学研究 ２０１ ９ 年第 ２ 辑 总第 １７ 辑

三条规定 ，政府总理由总统提名 ，经国家杜马同意任命 ，而不是 由在国

家杜马选举中获胜的党的党首进行组 阁 。 虽然俄罗斯没有执政党 ， 但

在国家杜马却存在着
“

政权党
”
一一

支持总统的党 。
１９９３ 年 以来在 国家

杜马中先后出现的
“

政权党
”

有
“

俄罗斯选择
”

、

“

我们 的家园
——

俄罗

斯
”

、

“

团结
”

党 、

“

统一俄罗斯
”

党 。 在俄罗斯 ，不是权力 （在选举 中的成

果 ）从属于政党 ，而是政党从属于行政权力 ，政党成为行政权力特别是

总统权力的附属物 ，社会政治和选举的代用品 。

由于俄罗斯 目前还没有西方的公民社会 ，政党缺少选 民基础 ，俄罗

斯的政党政治在 国家治理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 当代俄罗斯政党在国

家杜马选举获胜后没有组阁权 ，所以与国家行政权力绝缘 ，只承担立法

职能和监督职能 。 西方政党政治的真正意义在于政党代表一定的利益

群体对国家权力分配的竞争性参与 ， 即政党通过竞争性选举争取成为

执政党 ，
继而通过领导和掌握国家政权来贯彻实现党的政纲和政策 ，使

自 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 、集团 的意志上升为 国家意志 。 而在 目前的

俄罗斯 ，俄罗斯政党的作用基本上在于为总统的各种政治决定 ，提供合

法性的立法程序 。 俄罗斯政党既不能监督政府 ，也不能表达民意 ，在 目

前的情况下只是在国家杜马中通过立法形式为政治权力 的合法性提供

一个背书 。

第三 ，对于当代俄罗斯来说 ，要想顺利地完成国家转型必须要政令

畅通 ， 国家杜马当中必须要有
一

个强大的政党来支持总统和政府 。 不

同的 国家有不同 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同情况 ，为了实现这个 目标 ，普

京亲 自打造了 

“

统
一

俄罗斯
”

党 。

在叶利钦执政时期 ，虽然政党数量众多 ，但是政局混乱 。 在当时

的 １ ９９９ 年第三届 国家杜马议会党团 中 ， 反对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

最大的议会党团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议会的支持 ，普京总统认识

到有必要建立新的政权党
——

“

团结
”

党 。 在普京的授意和支持下 ，
全

俄社会和政治运动
“

团结
”

的代表大会在 ２００ 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举行 ，

“

团

结
”

运动转变为一个政党 。 与此 同时 ，党的领导和策划人从
一开始就

把它定位为中间派 ，并打算让所有可见的 中 间 派力量和政治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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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工作 ，创造
一

种能够团结绝大多数政治家的中 间派政党 。

“

祖 国
－

全俄罗斯
”

运动也被邀请参加政治对话 ，他们也将 自 己置于政治光谱

的 中左 。 在影响力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

“

祖 国
－

全俄罗斯
’’

运动仍然包

括许多受欢迎的政治家 ， 这其 中也包括当 时 的莫斯科市 市长卢 曰

科夫 。

在普京的授意下 ，相关的政党酝酿着合并 ，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中旬 ，切尔

诺梅尔金领导的
“

我们的家园
－

俄罗斯
”

运动宣布加人
“

团结
”

运动 。
５ 月

２７ 日
“

团结
”

运动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
宣布改建为

“

团

结
”

党并通过了章程和纲领 ＾２００ 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全俄联盟
“

团结
”

和
“

祖

国
”

创始大会召开 。 ２００ 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团结
”

党与
“

祖国
”

运动在莫斯科

召开代表大会 ，宣布成立
“

团结
－

祖国
”

联盟 。 同年 １ ２ 月 １ 日 ，

“

团结
－祖

国
”

联盟改组为全俄罗斯
“

团结
－

祖国
”

党 ，后来又称
“

统
一俄罗斯

”

党 。

该党 自从成立以来一直扮演着普京的政党的角色 ，虽然普京从来不是

该党的党员 。

按照普京政党设计的
“

统一俄罗斯
”

党远离左右两极 ，采取渐进和

温和的改革方针 ，并声称是该国所有中间派力量 的代言人 。

第四 ，
这是普京总统在 国家治理过程中对俄罗斯政党制度建设的

必然结果 。 在叶利钦执政时期 ，第一 、第二 、第三届 国家杜马当 中出 现

了多党制的倾向 ， 在国家杜马当 中也出现了
“

政权党
”

现象 。 与此相伴

随的就是叶利钦执政时期 国家治理能力 的弱化 ，这是转型 国家所不能

允许的 ，因为没有一个强力政党支持政府 ， 国家无法完成转型 。 所以到

了普京执政时期 ，他进行了垂直权力改革 ，进行垂直权力改革的同时加

强俄罗斯政党制度建设 ，积极打造
“

优势党
”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背景

下
，
国家杜马当中不可能出 现两党制和多党制 。 所以 自 ２００３ 年 以来 ，

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政党有效数量出现了
一个有效政党的趋势 。 由先前

的多党制逐渐转为
“

统一俄罗斯
”

党的一党独大制度 。 这一变化反映了

普京关于政党建设的基本态度 ，这就是必须打造一个强大的政党来推

进俄罗斯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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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从 １９ ９３ 年第一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到 ２０１ ６ 年第七届俄罗斯国

家杜马选举期间 ，当代俄罗斯国家政党的有效数量变化趋势受到 多种

变量制约 ，除了上面的 四个原因 ，也包括政党立法和选举制度的变化等

原因 。
２００ １ 年俄罗斯颁布了《政党法 》

，通过立法 ， 只有政党才能够参加

国家杜马的选举和国家政治生活 ，这就为俄罗斯政党的发展限定 了条

件 ， 明确了方向 。 俄罗斯国家杜马 目前的 四党格局 已经处于相对稳定

的状态 。

俄罗斯的选举制度经历了从混合制选举制度到 比例制选举制度 ，

再到混合制选举制度的变化 。 从叶利钦到普京第
一

、第二任期 ，
再从梅

德韦杰夫到普京第三 、第 四任期 ，俄罗斯的政党有效数量趋势经历 了从

多党制到一党制 的转化 ，特别是普京执政后国家杜马当 中 出现了优势

政党
“

统
一

俄罗斯
”

党 ，这
一

优势政党的 出现对俄罗斯立法机关议案的

通过有重大影响 。 俄罗斯政党从
“

政权党
”

（也就是支持总统 、支持政权

的党 ） ，到
“

优势党
”

（也就是按照俄罗斯宪法规定 ：获得国家杜马三分之

二多数席位的政党 ）的出现 ，意味着转型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能力特别

是国家行政能力合法性有了来 自 国家立法机构的强有力的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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