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海燕 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 以俄罗斯选举为视角

基本框架�另一方面也将俄罗斯传统的国家治理方式纳
人管理体系。为了保持一个庞大国家的统一性和一致
性�一方面保留了国家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又
采用了中央的集中管理。虽然提出了建立自由化的市场
经济体系�但对于涉及国计民生的资源保持国家所有体
系�加强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这实际上验证了 “只有高
效率的、强有力的国家按规则生活 只有这样的国家保

障自由— 经营自由、个人自由、社会自由 ”。①就这一
点而言�可以肯定地说�社会稳定尚处于一种可控的范
围之内。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随着 年的政治转轨�虽然

俄罗斯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不高�但俄罗斯政治精英、
政党、社会组织和公民的互动有所增强。俄罗斯民众的

政治参与意识能否为国家的复兴提供动力�取决于国家
的治理能否有掌控社会参与的能力。尤其对于俄罗斯这
样一个长期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而言�惟有以一定程度
上的国家主导的 “强制 ” 手段�才有利于形成社会稳定
的局面。目前�社会各政治力量关系融洽度大于政治分
歧状况成为国家获得稳定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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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普京 《致选民公开信 》�《消息报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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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宪政的文化内涵及其实现路径

张子礼 李先伦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张子礼和山东理工大学讲师李先伦在来稿中指出
人本宪政的文化内涵就是要营造以权利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

是民主化和法治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对于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增强公民意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的迫切要求。要在我国确立以权利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意
识�首先�要在全社会树立起人权思想和法律意识�使广大民众自觉养成通过宪法和法律维护自我权利的习惯。个
人的基本人权是一个宪政国家人民权利的底线�只有使民众懂得用法律武器自觉维护自己基本权利�才能彰显出宪
政国家的意义。其次�进一步唤起和培养民众的民主思想和监督意识。宪政根本上就是要通过削弱和限制国家权力
来保障个人权利。因此�只有让民众树立起同国家争民主的思想和主动监督国家权力的意识�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权
力滥用�从而有效保障个人权利。最后�进一步使人们确立起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共产主义社会本身就
是一切人能够实现自由充分发展的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应当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前提下�不断关注人的自由全
面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人的发展程度本身可以彰显出人本宪政的发展水平。只有当人们懂得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工
具来保护自我权利并实现自我发展的时候�一种适合人本宪政的现代公民意识才能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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