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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俄罗斯:公民民族与多元统一  

        ——普京的《俄罗斯：民族问题》及民族学家季什科夫的回应1 

 

丁宏 臧颖2 

 

2012 年 1 月 23 日，俄罗斯《独立报》全文发表了普京的文章《俄罗斯：民族问题》，阐述

了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内涵、解决俄罗斯民族及移民问题的对策。当时正值俄总统大选期间，

时任总理的普京作为总统候选人，其言论自然颇受关注。所以文章发表后，即产生了广泛反响。

“各界观点不一，甚至达到针锋相对的地步”。有人注意到普京的某些观点源自《俄罗斯公民的

精神道德发展与个性培养构想》一文，而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院士瓦列

里·亚历山大洛维奇·季什科夫正是该文的撰稿人之一。为此，《莫斯科共青团报》采访了季什

科夫，但季什科夫却否认参与了普京文章的撰写，并针对普京的一些观点做出回应。 

季什科夫首先对普京“民族问题”的提法提出质疑，即“民族问题”到底是针对谁的问题？

按照季什科夫的解释，国家可以称为“民族”，族类共同体也可以称为“民族”。“民族问题”

可以理解为国家居民复杂的民族及宗教构成，不同民族属性的公民间的关系（包括移民问题），

以及在保障和平、统一与发展的前提下对社会生活进行管理的国家政策。在俄罗斯，“民族政策”

通常指民族属性之“民族”，而实际上，“民族政策”就是保障一个国家作为“民族国家”内外

利益的国家政策。对现代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是承认多民族的历史现实，保

障“多元统一”的模式。单一的民族国家并不存在。民族国家的构成形式是多样的，最为成功和

有效的方案是构建由主权国家统一起来的、多民族的“民族共同体”，即“各民族之民族”。对

俄罗斯而言，这是最为适合的、唯一的形式。 

季什科夫是俄罗斯当代最为著名的民族学家之一。苏联解体后，他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第一

任民族政策委员会主席，联邦民族事务部部长。虽然他只干了 7个月就辞职了，但他的学术观点

在当代俄罗斯影响很大。特别是他所提出的“统一的俄罗斯公民民族认同观”，得到许多人特别

是国家上层人士的支持。1994年叶利钦总统在国情咨文中使用了“公民民族”这一概念，普京、

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各自执政期间的讲话中，也多次使用并强调了“公民民族”的概念。该观点与

苏联时期所谓“苏联民族这个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的提法存在着一定的延续性。正如季什科

夫所言：“（苏联时期）苏联爱国主义思想和统一苏联人民的理论取代了公民国家的理论。各民

族统一体被称做国家，而事实上，存在的公民国家被称做苏联人民。这种理论遗产和政治实践一

直保留到现在”。但是，季什科夫的“公民民族”与“苏联民族”观点的最大差别，就是后者抹

杀各民族事实上存在的差别而片面强调民族间的相互接近、融合，而前者强调“俄罗斯人”的

“统一性”，即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民族国家，但“俄罗斯人”是由各具特色的民族组成的，既

包括俄罗斯族，也包括乌克兰、图瓦、巴什基尔、鞑靼等“族性”民族。只要生活在俄罗斯领土

上并拥有该国国籍，就是俄罗斯公民。即统一的俄罗斯公民民族认同观建立在多元的基础上。季

什科夫认为这种“多元统一”的范式符合俄罗斯社会的实际，能够最大限度消除民族冲突，使得

民族国家对内对外的政治利益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1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3 年 9 月 13 日第 8 版。 
2 作者：丁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臧颖，哈尔滨市研究院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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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京的文章中，仍然使用了“公民民族”的概念，并一再强调“多元统一”对于俄罗斯社

会的意义。他在文中首先指出，俄罗斯是一个多语言、传统、民族与文化的社会，民族间的和谐

是国家存在的根本。他分析了世界上民族问题的危机，解释了一些国家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但

他强调，尽管外在现象类似，但俄罗斯的情况是独特的。俄罗斯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互

相合作，共同开发了辽阔的地域。贯穿独特俄罗斯文明的主轴线是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所

谓建立俄罗斯的、单一民族国家的论调是与俄罗斯的历史发展相背离的，这将导致俄罗斯民族和

国家的快速瓦解。在谈到民族自决问题时，普京表示，俄罗斯人民很早之前就已经自己决定了。 

普京进一步指出，俄罗斯国家发展的经验是独特的，多民族的社会造成了国家的复杂性和多

面性，但也带来了全面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如果对其破坏，则会失去发展的力量和强度。所以要

加强民族和睦、宗教对话，不能放任对异文化及其他信仰的仇恨情绪。普京认为，首先应该在教

育中增加对俄语、俄罗斯文学、本国历史以及一切民族传统和文化财富的学习，巩固俄罗斯国家

在人民观念中的地位。俄罗斯人拥有共同的历史命运，有共同的价值观。俄罗斯的民族政治战略

必须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信仰和民族属性，但他首先是俄罗斯公民，并

以此为荣，不能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置于国家法律之上。同时国家的法律也要考虑民族、宗教

的特殊性。所以普京建议应该在联邦机构中设置负责民族发展、民族和谐及民族间相互协作问题

的专门机构。民族政策不能在官员的办公室里制定并实施，其形成应该有民族的、社会的直接参

与。普京在文章中强调，绝不允许在俄罗斯建立地区或民族政党，也绝不允许政治人士依靠分裂

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参加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他指出，建立地区和民族政党或者是变相的民族政

党，尤其是在民族共和国，这是通往分离主义的直接途径。 

对于以上普京的观点，季什科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在最近 20年，铁的事实和一

些相关学术研究证明，公民对“俄罗斯人”的认知是集体认同最重要的形式（集体认同的同时还

包含着对民族归属、地域归属和宗教归属的认同）。而普京当政以来对俄罗斯历史和国家现代生

活的理解是完全充分的，所以不止一次地提过，俄罗斯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统一体，其保留了民

族多样性，甚至不排除民族间的冲突与矛盾。但季什科夫同时强调，俄罗斯公民观念的反对者们

也是非常顽固的，而民族主义分子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掌控的“民族”和“民族的”这些意涵

转而倾向于全俄罗斯的民族概念。他们宣称俄罗斯是俄罗斯（族）人的国家，鞑靼斯坦是鞑靼（族）

人的国家。很遗憾，普京过分纵容这一社会现象，从而背离了宪法第一章的原则。 

季什科夫对于普京对俄罗斯族“核心”地位的强调做了这样的解释，认为普京的态度作为大

选前的灵活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其他候选人也公开宣称，修改宪法是第一要务，以及强调一

个民族在国家构建中的特殊地位。这些举措都是为了争取 80%的俄罗斯族选民，这个问题在选举

斗争中是很严肃的，但选举结束后竞选方案并不会得到具体实施。 

2012 年 3 月，普京当选为总统。至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关于俄罗斯民族政策新举措的资

料。但季什科夫 2012 年 12 月 31 日在博客中发表文章，梳理一年工作时写道：“第二件事在过

去的一年中最为重要（第一件事是关于“俄罗斯历史年”的），就是我加入了族际关系问题总统

委员会并直接参与《2025年俄罗斯民族政策》方案的筹备工作。总统已经签署了法令，这部文

件中包含许多新的和令人充满希望的内容。至少，那些‘破坏公民民族方案’的人士会稍稍安静

下来，而从事‘俄罗斯认同’及‘公民民族’问题的学者们则可以振奋起精神来了”。 

在俄罗斯，围绕普京文章所引发的讨论并未停止。事实上，普京在文章中对于俄罗斯国内民

族方面的一些尖锐问题，如民族共和国的本民族语言问题，以及“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议题等采

取了回避的态度。但无论如何，作为俄罗斯总统，民族问题是普京执政中不能忽略的内容。今年

7月，俄罗斯举办了全俄第十届民族学家与人类学家代表大会，普京亲自发了贺电，强调多民族

团结是俄罗斯民族政策的重要战略，要凝结各方面力量实现这个目标。 

  俄罗斯民族政策的前景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