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俄羅斯作為一個多民族的聯邦國家，自一九九一年獨立以後採行市場改革與民

主制度，轉型後面臨國家、民族與民主化的多重挑戰。民主轉型是一條冗長而複雜

的道路，而且通常不是一條坦途。俄羅斯也不可避免要面對這樣的挑戰。俄羅斯的

聯邦制度承繼了前蘇聯的遺緒，前蘇聯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相當程度的影響了俄羅

斯的聯邦制度。聯邦制度被許多人視為是一種能容納民族多元文化的制度化機制，

但是採行聯邦制的俄羅斯一開始就面對蜂擁而至的民族分離勢力，統一成為議題而

非共識，聯邦制度與民族自治的關係與發展成為攸關俄羅斯未來的一項重要問題，

本文就選擇俄羅斯的聯邦制與民族自治作為論文主題，而以一九九○年代作為分析

的中心。 

 本文研究架構從新制度主義的研究途徑來探討後共時期的俄羅斯，我們在文中

有三項主要的分析架構。首先，我們選擇由轉型學中的一項相當顯著的概念－「協

議轉型」，來省視它的民主化過程。我們使用政治學家卡爾對協議的探討，他分析協

議內涵包括基礎性與管理性，對於協議有進一步的瞭解。同時，他使用策略與主導

力量的變數作出了民主轉型的類型表，本文作者則修正其類型表增加兩項變數，從

使用策略與主導力量的角度來分析俄羅斯轉型過程中，涉及聯邦制度與地區自治的

幾項協議，包括《聯盟條約》、《聯邦條約》、《俄羅斯聯邦憲法》、《俄韃條約》、《公

民協定》與《權力分享協定》作為分析對象；此外，也將俄羅斯轉型初期地區力量

最為凸顯的韃靼斯坦與車臣兩個民族共和國，以及本文所分析的三個個案－喀爾瑪

克、布里亞特與圖瓦，也一併置於類型表中作分析。這些協議除了《公民協定》以

外，其餘協議對於俄羅斯聯邦制度的發展以及俄羅斯聯邦與地區的關係都有影響。

我們在此發現，除了《俄羅斯聯邦憲法》是屬於「菁英與群眾合作」的「強制接受」

的類型外，其餘都是「協商妥協」中的「菁英優勢」類型。雖然絕大多數的協議都

是以協商妥協的方式通過，但是因為國家根本大法憲法以強制方式通過，也是造成

俄羅斯後來政局不穩定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其次，我們從多位政治學者對聯邦制度

的理論探討，包括不對稱聯邦制度的分析，來探討俄羅斯聯邦制度的安排，由俄羅

斯聯邦憲法對於中央與地區的權力劃分來詳細分析俄羅斯聯邦制度的特徵。從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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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不對稱聯邦制度模式會有衝突的潛在性，對聯邦制度的發展不具正面的功能，

甚至可能會危及聯邦的統一，對俄羅斯聯邦制度的不穩定可以提供部分的解釋功

能。最後，我們從策略運用的角度來分析俄羅斯聯邦與地區的關係，將俄羅斯由獨

立初期至一九九○年代末期，聯邦政府與地區（特別是民族共和國）所運用的策略，

由策略型式、時間演進與光譜分布，來研究一九九○年代俄羅斯聯邦政府與地區的

關係發展梗概。從一九九○年代初期的「主權的遊行」到一九九四年以後的「雙邊

條約的遊行」的現象發展中，可以發現從時間演進與光譜分布來看，俄羅斯聯邦政

府是節節敗退，先懷柔與施惠，最後才祭出武力作為施壓。而自一九九四年的第一

次車臣戰爭以後，地區分離力量已有所收斂，地區轉而爭取經濟與自治權益居多，

直至普丁總統上任以後，才著手積極整頓聯邦政府與地區的幾項爭議問題。 

本文使用新制度主義研究途徑探討俄羅斯聯邦與民族自治，以一九九○年代為

分析中心，並以喀爾瑪克、布里亞特與圖瓦三個共和國作為個案探討對象。文中以

俄羅斯獨立至葉爾辛下台作為主要的研究分析期，詳實分析俄羅斯聯邦發展過程中

如何處理民族問題，以期對多民族國家處理民族問題的做法有更深一層的瞭解。全

文分為六章。第一章緒論。敘述研究動機、所使用的研究途徑、研究架構與章節分

配。第二章探討民族主義與俄羅斯，敘述俄羅斯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對俄羅斯民族

主義的特徵、蘇聯的民族理論與政策與蘇聯解體的民族因素，先作背景因素的探討。

第三章分析俄羅斯的民主化與聯邦制。對俄羅斯獨立初期的民主轉型，特別是以協

議轉型作為分析重心。分析俄羅斯獨立以後的多項協議的內涵與重要性，再從聯邦

制的理論來分析俄羅斯所採取的聯邦制內涵與特徵。第四章分析俄羅斯聯邦中央與

地區的關係。以俄羅斯的民族政策、俄羅斯聯邦中央與地區的關係，以及地區菁英

作為觀察中心。第五章選擇喀爾瑪克、布里亞特與圖瓦三個民族共和國作為研究個

案，這三個共和國是蒙古族後裔或與蒙古族族源接近的民族所聚居的共和國，文中

比較分析三個共和國在俄羅斯獨立以後的策略以及與中央的互動。第六章結論。先

評估俄羅斯的民主化與聯邦制度的優缺點，再從普丁總統上任以後對俄羅斯聯邦制

度的改革、俄羅斯作為多民族聯邦國家與民主鞏固的關係作前景的探討。 

本文認為俄羅斯聯邦制度承繼了前蘇聯的制度遺緒，再披上現代民主的形式，

使得俄羅斯的聯邦制難以調適民主化以後的變革。一九九○年代聯邦政府處理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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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民族共和國－的分離勢力捉襟見肘。聯邦政府對分離力量收斂以後所代之

而起的地區爭權趨勢，也始終未能理順，導致普丁總統上任以後對地區勢力不斷採

取抑制方式。本文認為俄羅斯聯邦制度需作結構性的調整，以適應未來的改革，否

則地區力量會隨著中央的衰頹東山再起，對俄羅斯長遠的發展並不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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