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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在东、西之间艰难抉择

中尚有多处波兰历史文化遗迹。

今年四五月间，我去了乌克兰另一

个重要城市——位于东部靠近俄罗斯边

界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个城市

由于境内的苏联弹道导弹工厂，直到上

世纪 80 年代才对外开放，最近又因三起

炸弹爆炸事件被频频曝光。而当局至今

未就事故原因和各种谣言作出解释澄清。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人们心态复杂，

在向东向西间犹豫不决。

    某种身份认同危机时刻存在，尽

管年轻一代的感受可能轻松一些。年轻

的学生和职业人士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

亲西方的，而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对东

方——俄罗斯的情感依然强烈，偶尔会

听到他们对苏联时代的留恋。当然，这

种观点在崛起中的中产阶级人群中并不

普遍，而对于从后苏联时代年轻的市场

经济中获益的生意人和企业家来说，这

种观点无人喝彩。

乌克兰该去向何方？是加入欧盟还

是与俄罗斯及其他前独联体加盟国再度

融合？直至今日，两个方向都有实现的

可能。而这种前途命运清晰感的缺失正

是乌克兰政治改革混乱不堪的主要原因。

在乌克兰西部，人们对加入欧盟的 责编 ：朱梓烨    美编 ：蔡蓓蓓

热情高涨 ；在东部，情况却尚不明朗。

同时，虽然教育、金融、工业和投资圈

人士们的热议，对加入欧盟主流经济圈

的渴望可见一斑，但他们大多不愿改变

现状，对这个国家真正加入欧盟前需要

进行的艰难改革认识不足。

在我首次担任波兰副总理兼金融部

长时的 1994 年，波兰看起来似乎很快

就可以加入欧盟了。但波兰又经过了将

近十年的艰难体制改革，最终在 2002

年获准于 2004 年正式加入欧盟。毫无

疑问，波兰经济因此而受益。我认为

欧盟成员国资格为波兰经济在 2004—

2012 年间拉动了 1 到 1.5 个百分点。

我们乌克兰的邻居们似乎看到了这

一点。但有些乌克兰人不切实际地幻想

以现有体制迅速加入欧盟，而这是完全

不可能的。

结构矛盾
目前，乌克兰式的市场经济和政治

体制基本以寡头当道和官僚腐败为特色，

尽管存在地方民主和公民社会基础，但

这离欧盟价值和体制标准还很远。其他

国家的转型经历表明，变革非常必要，

但需要时间。

政治领袖对完成所需变革的意志和

决心至关重要，但与波兰或中国不同的

是，乌克兰领导人恰恰相当缺乏这些决

心。乌克兰政府没有致力于建设市场经

济体制并据此实施规范经济活动的各项

调整，相反，他们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

在了无用的政治辩论上，为旧时代的官

僚体系添砖加瓦。

然而，拥有优美自然风光和深厚文

化底蕴的乌克兰，有着巨大的经济发展

潜力。假如能够进行正确的结构改革和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

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

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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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视野看，我们所说的大国除

了几大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德国、

英国、印度、俄罗斯）外，还有诸如巴西、

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印尼

等具有较大区域影响的国家。

乌克兰无疑属于后者。乌克兰拥有

60 万平方公里和 4500 万人口，地处东

西方战略要道。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并不

限于欧洲。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于上世纪 80 年

代末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

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的自由民

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而告终。但最起码在地处欧洲的乌克兰，

历史明显还在继续，并留给人们令人困

惑的结局。

乌克兰如今仍站在十字路口，还在

犹豫，迟迟没有理智地做出决定。而且，

这个时间不会太短。

东、西之间的认同危机
一个月前我刚从乌克兰西部的美丽

城市利沃夫回来。它紧邻波兰边境，一

直被乌克兰人看做“西方”。因为在二战

前，这部分领土为波兰所有，利沃夫也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一座波兰城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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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建设，国民收入在十年内翻番的愿

景并非笑谈。

乌克兰的国民收入至今处于低水

平， 其 GDP 居 然 低 于 1989 年 的 水

平。购买力平价水平测算，乌克兰人均

GDP 仅 7200 美元，这个数字在波兰是

20000，在俄罗斯是 16700。

20 年前，乌克兰的人均 GDP 远高

于中国。2009 年，乌克兰经济总量下降

14.5%，创下世界纪录。在 2010—2011

年，乌克兰经济仅增长了 4.7%。这对于

拥有良好人力资本、丰富金属自然矿产

的乌克兰来说，实在是遗憾。假如拥有

更好的市场规则、更合理的政策法规，

加上更趋市场化的经济理念，乌克兰的

经济将远比现在要好得多。保守估计，

乌克兰社会生产可以年增 6~7 个百分点，

但在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僵局未打破之

前，这是无法实现的。

2012 年 6 月，很难在经济和政治

气氛中找到这个美丽的季节留下的痕迹。

但人们依然希望乌克兰在未来步入繁荣，

向世界放送更多利好消息。这一切，在

乌克兰与波兰共同主办的 2012 年欧洲

冠军杯足球赛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

尽管赛事不会像北京奥运会那样宏

大，但世界的千万双目光汇集至乌克兰，

特别是决赛主办地——乌克兰首都基辅。

基辅恰好位于西部的利沃夫与东部的第

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之间。乌克兰该对

国家未来走向作出抉择了。

时间的推移并不会自然带来改变，

改变需要的是远见卓识、领导能力、长

远战略和政治决心。毫无疑问，这远比

赢得欧洲冠军杯要难得多，但这是可能

的。                                 

 ( 翻译 ：张璐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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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 2035—2040 年，中东欧后社会

主义国家应该保持两倍于欧洲较发达国

家的经济增长率。……然而，这种发展

不可能自然发生。……在这些国家中，

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国家将具有很大优

势，但前提是它们要能充分利用这些有

利条件，包括丰厚的自然赠与、持续上

升的能源价格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在后冷战时期的协作和对抗中，有着非

常重要战略地位的乌克兰处于一种特

殊的尴尬境地。它的命运取决于在未来

一二十年中，能否加入欧盟，与俄罗斯

的关系是决裂还是更加紧密。对于乌克

兰而言，最有利的选择是加入欧盟，只

要它不将此当成削弱俄罗斯的一种手段，

而是当成一种互利合作的地缘政治平台。

改善经济“性格”的机会稍纵即逝，原

本可以用在经济发展上的时间也很容易

被浪费掉。看看那一对对的邻国 ：智利

和阿根廷、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波兰和

乌克兰、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卡塔

尔和巴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这些

国家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相似，但是

在过去 1/4 个世纪中，每一组前面一个

国家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后面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