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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社會主義制度下的蘇聯，政治和經濟集權化，國家對社會進行全面而深

入的干預與管控。一直到了蘇聯末期，戈巴契夫推動「重建」與「公開性」等重

要的改革政策之後，公民社會才開始萌芽。一九九一年蘇聯正式解體後，共產黨

的威權統治被民主制度取代，因此，俄國的公民社會、民主制度和市場經濟的建

立，幾乎是同步進行的。由於葉爾欽為了能順利進行改革而不受到社會的牽絆，

因而對公民社會刻意疏離。公民社會就在政治混亂與經濟衰退的條件下，自謀生

路。 

 

    在進入了普丁時代後，為結束俄國轉型過程中的混亂，普丁透過「垂直的總

統權力」與「法律獨裁」手段來打造強大的國家。俄羅斯原本的混合政權在普丁

「管理式民主」的治理下，以轉型為某種準威權主義政權。 

 

    在普丁「管理式民主」框架下的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是：國家承認公民社會

的存在，並為公民社會提供制度性的法律保障，同時，國家也要對公民社會進行

必要的干預和調節，為公民社會確立人人適用的普遍法律規則、對公民社會自身

無力解決的矛盾或衝突進行干預協調；然而在這裡，存在一個國家對公民社會干

預的界限確定問題。而二ＯＯ一年十一月由克里姆林宮所舉辦的「公民論壇」則

是最受爭議也最具有代表性的例子。普丁透過公開的對話正式地承認了公民社會

團體在政治和社會上的重要性，但事實上，「公民論壇」只是政府收編俄羅斯支

離破碎之公民社會的實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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