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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举行总统就职典礼

普京正式进入第五任期
俄罗斯“5·9”胜利日

前夕，准备参加阅兵式的
坦克和部队正在莫斯科
红场集结。而一墙之隔
的克里姆林宫则率先迎
来重要时刻。当地时间5
月7日，俄罗斯联邦新一
届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就职，
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期，就
任俄罗斯联邦第八届总
统。他在就职演说中表
示，俄罗斯一定能实现其
发展目标。

乌克兰危机延宕、地
缘政治形势紧张的背景
下，现年71岁的俄罗斯

“掌舵手”将在未来六年
带领国家走向何方？

5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表就职演说。 新华社发

面临不少挑战

本月3日，俄罗斯民意研究
中心（VCIOM）发布的一项民
调显示，俄民众对普京的信任度
较一周前增长1.3个百分点，达
到80.8%。

在俄罗斯面临通胀持续、卢
布下跌等经济压力下，普京的支
持度仍保持高位，引发外界关
注。有评论称，这说明俄罗斯民
众的焦虑程度有所下降，爱国主
义情绪高涨。也有舆论指出，普
京在俄罗斯年轻人，即“普京一
代”中有着较高威望，因为自
1999年以来，普京一直以总统
或总理身份把握国家发展大局。

“在国家面临困难的紧急关
头，普京再次高票当选总统，反
映出俄大多数民众对普京战略
决策的支持和认可。”李新指出，
他将继续带领国家与西方展开
斗争，也将面临艰巨的挑战。

随着北约持续东扩，一些东
欧国家成为西方反俄的马前卒。
俄战略空间持续受到威胁和挤
压。“乌克兰危机是否会长期化，
或是当前普京面临的最大挑
战。”李新指出，如果在西方支持
下，战事再持续三至五年，俄罗
斯的国力将受到极大消耗。

此外，俄经济是否会延续强
韧、俄美关系是否会缓和、俄欧
关系如何重新定义等，也被视为
普京第五任期内的主要挑战。

“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
大的俄罗斯！”2000年普京初任
总统时曾这样承诺。如今，他正
向执政30年迈进。在此过程
中，他将还给国民一个什么样的
俄罗斯？外界拭目以待。

据新华社、《解放日报》

俄一定能实现
其发展目标

俄罗斯联邦新一届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5
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宣誓
就职。他在就职演说中
表示，俄罗斯一定能实现
其发展目标。

当天中午在克里姆
林宫安德烈耶夫大厅，普
京面对俄罗斯宪法宣读
了总统誓词。随后，俄宪
法法院院长佐尔金宣布
普京正式就任俄罗斯
总统。

普京随后发表就职
演说。他说，捍卫俄罗斯
并为人民服务是自己巨
大的荣誉、责任和神圣义
务，俄人民利益和安全高
于一切。俄一定能够有
尊严地度过艰难时期，并
实施好长远规划和宏大
项目，实现发展目标。同
时，俄将继续加强与所有
将俄视为可靠伙伴的国
家的良好关系，不拒绝与
西方国家就包括安全等
问题进行对话，前提是平
等、相互尊重。俄将与合
作伙伴继续致力于建立
多极世界秩序与平等的
安全体系。

演说结束后，克里姆
林宫外鸣放礼炮30响。
普京还在克里姆林宫内
广场检阅了总统警卫团
官兵。俄联邦委员会（议
会上院）主席马特维延
科、俄国家杜马（议会下
院）主席沃洛金和俄议
员、政府官员、军官、社会
各界代表及外国驻俄使
节等约2600人出席了就
职仪式。

俄罗斯宪法规定，总
统为国家元首兼武装力
量最高统帅。普京2000
年首次当选总统，2004年
成功连任。2008年5月，
普京出任俄政府总理。
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总
统，并于2018年连任。
2024年3月15日至17日，
普京以独立候选人身份
参加俄第八届总统竞选，
并以87．28％的得票率
获胜。

1999年最后一天，普京被时
任俄总统叶利钦任命为代总统，
并于2000年首次当选总统，自此
俄罗斯正式从千禧年开启“普京
时代”。

彼时，苏联解体的阴影仍未
消散，俄罗斯正处于人心涣散、
社会动荡的局面。时年47岁的
普京临危受命从叶利钦的手中
接过担子，即刻宣布一系列改革
措施。

2004年，普京成功连任总
统，当天的就职仪式直播时长为

43分钟。彼时，俄罗斯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近30%，职工工资增长
近一倍。与此同时，普京的个人
威望也与日俱增，当时俄罗斯的
国内调查显示，普京支持率始终
保持在70%以上。

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总
统，并于2018年成功连任。今年
3月，普京在2020年宪法修正案

“清零”任期后的首次总统选举
中胜出，并创下逾87%的得票率
纪录。

自2000年起，俄总统就职典

礼一直在5月7日举行。与往年
一样，今年5月7日中午12时，随
着钟声响起，总统就职典礼正式
开始。

根据俄宪法，就职典礼当
天，现任政府将向总统提交辞
呈。总统将提出新的总理候选
人。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
上院）主席马特维延科表示，新
一届政府各部长提名和审议工
作将于本月15日前进行。

开启第五个任期

本报综合消息 俄罗斯总
统普京5月6日与政府成员举行
会晤时表示，巩固和加强俄罗斯
国际地位、安全和主权是政府工
作的核心。

普京当天与俄政府成员举
行新一届总统就职典礼前的最
后一次会议，对本届政府的工作
表示感谢。

普京说，2022年俄乌冲突
升级后，西方通过制裁试图从内
部摧毁俄罗斯，除政治层面外，
还试图在经济上造成俄大规模
失业、企业和生产部门倒闭，但
却事与愿违。他说，2023年俄
罗斯经济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
平。就此指标而言，俄罗斯不仅
领先于欧盟主要国家，而且领先
于“七国集团”所有国家。在政
府领导下，俄罗斯成功克服了历
史上最复杂的挑战。“最重要的
是，我们将继续应对当前挑战，
并在国家关键目标和优先事项
框架内积极和始终如一地推进
发展议程。”普京强调，巩固和加
强俄罗斯国际地位、安全和主权
是政府制定发展目标和解决所
有问题的核心。

普京表示，根据俄罗斯宪
法，近期将启动新一届政府的组
建程序。在此期间，必须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确保发展计划的实
施继续积极进行，相关工作不会
出现停顿。他希望各级行政部门
能够集中精力，努力取得工作成
果，在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方面保
持连续性。

俄总统普京：

俄将启动新一届
政府组建程序

■ 相关新闻

内政外交布局会有哪些重点

“我一生的意义，就是为俄
罗斯奉献一切。”六年前的就职
典礼上，普京在讲话中如是表达
服务国家和人民的决心。

自2000年首次执政以来，普
京一直致力于复兴俄罗斯大国
地位：对内加强联邦政府的权
力，整顿经济秩序，打击金融寡
头，加强军队建设；对外努力改
善国际环境，拓展外交空间，维
护本国利益，在国际舞台上逐步
恢复强国地位。

“过去二十多年里，普京的
任期一直在国际局势动荡的背
景下度过。”李新指出，“9·11”事
件发生后，普京希望能与西方改
善关系。但是，西方并没有停止
北约东扩、欧盟东扩的步伐，还
在原苏联地区策划一系列“颜色
革命”，大力扶持亲西方政权。
为了保住自己的战略空间，俄罗
斯不得不与西方持续斗争。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西
关系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2022
年俄乌战事的爆发。

如今，在乌克兰危机升级逾
两年、俄罗斯与西方对立加剧的
背景下，普京第五任期的内政外
交布局会有哪些重点？

综合舆论观点，过去两年，
俄罗斯在普京带领下挺过最艰
难时刻。未来六年，“延续”或是
俄罗斯规划国家发展的一大关
键词。

对内而言，俄罗斯需要同时
推进特别军事行动和改善经济
民生两项主线任务，保持国内
稳定。

一方面，普京在2月的国情

咨文和3月的胜选演说中誓言，
要实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目标，
尽一切努力“捍卫国家主权和公
民安全”。

另一方面，普京提出未来六
年的国家发展目标，强调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加大科技领域投
入、调整经济出口结构等。受美
欧施加逾万项制裁等影响，俄罗
斯2022年GDP下降1.2%。但在
2023年，俄GDP增长3.6%，国内
经济表现出一定韧性。

“西方不会让乌克兰投降或
按俄方设想的方式停战，俄乌战
事还会持续。在此背景下，俄罗
斯社会经济将维持战时状态，回
到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李新
指出，为了战事需要，俄罗斯将
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鉴
于俄罗斯资源丰富，尚能经受住
军事行动和经济制裁的压力，但
民众生活难有较大改善。俄罗
斯可能会重复历史上的发展周
期，国内可能会有新的亲西方、
主张自由化改革的势力慢慢
酝酿。

对外而言，俄罗斯在世界舞
台上的几个重点方向备受关注。

俄西关系紧张加剧。今年3
月，瑞典放弃长期奉行的不结盟
政策，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
再次搅动地区安全格局。普京
在回答“俄与北约是否有可能爆
发全面冲突”问题时称，当今世
界“一切皆有可能”。

中俄关系稳步前进。俄外
长拉夫罗夫上月刚刚访华，重申
俄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针是全面
巩固提升对华关系。普京上月

表示，计划于本月访问中国。俄
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
京本届总统任期内的首访国家
为中国。受俄石油销售以及电
子产品、工业设备和汽车采购的
推动，去年中俄贸易额突破2400
亿美元，是2020年1080亿美元
的两倍多。

多边外交值得期待。据俄
方介绍，今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将于10月下旬在俄罗斯喀
山举行，这将是金砖国家扩员后
的首次峰会。

面对安全形势、发展条件等
一系列变化，李新认为，俄罗斯
不仅“向东看”，还将延续“向东
转”的战略选择。2014年乌克兰
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提出“大欧
亚伙伴关系倡议”，希望加强与
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盟等
多方面的合作。2022年乌克兰
危机升级以来，俄罗斯的经济重
心进一步东移，中俄互利合作成
果丰硕。去年中俄贸易额提前
完成2000亿美元的目标，今年还
将进一步增长。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将借金
砖峰会的契机，发挥主场优势，
推动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关系，并
向非洲、拉美等地区进一步拓展
合作。

至于俄西关系，李新认为，
美国为保住自己的霸权，势必打
压削弱俄罗斯。乌克兰战事就
是一场对俄罗斯的消耗战，西方
不会心慈手软。未来六年，普京
仍将全力应对北约扩张威胁，加
强战略威慑和军事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