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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 ２０１２ 年普京重新担任总统以来ꎬ 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更

替逐步铺开ꎮ 代际更替是政治系统中精英退出和进入的系统过程ꎬ 不仅反映了人

事的自然代谢ꎬ 也反映了政治发展的流变趋向ꎮ 自十月革命和苏联建立以来ꎬ 俄

罗斯政治精英更替的代际时间为 １７ 年左右ꎬ ２０２０ 年的前后数年将是此次代际更

替的集中时段ꎬ 新老交替工作将逐步完成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ꎬ 俄罗斯政治精英

的横向流动以内部流通为主ꎬ 纵向流动以官僚的职业化升迁为主ꎬ 整体上呈现出

相对封闭化的特点ꎮ 作为政治精英代际更替的主导者ꎬ 普京试图通过系统的人事

调整加强对俄罗斯政治的控制ꎬ 把握俄罗斯政治的未来走向ꎮ
【关 键 词】 　 俄罗斯　 政治精英　 代际更替　 精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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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ꎬ 普京执政也已经过去了十六年ꎬ 俄罗斯政治

精英的代际更替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ꎬ 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ꎮ ２０１２ 年普京

重新就任总统后ꎬ 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开始逐步推进ꎮ 国家权力机构中的

人事变动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ꎬ 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安排ꎮ 如果说 ２０１２ 年普京刚

刚就任之时还不是太明显的话ꎬ 那么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的系列人事变动已经开始显

示出它的系统性、 整体性和全局性ꎮ ２０１５ 年俄铁总裁亚库宁退休以及 ２０１６ 年总

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被新人瓦伊诺取代ꎬ 被外界视为 “老近卫军” 开始退出

的信号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面临新一届总统大选ꎬ 目前政治精英代际更替的速度正

在加快ꎬ 并且有可能在 ２０２０ 年前后完成ꎮ
在考察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时ꎬ 需要探讨一系列问题ꎮ 首先ꎬ 需要对

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进行代际划分ꎬ 大致地确立其代际周期ꎻ 其次ꎬ 俄罗斯高层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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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作为人事调整主导者的普京对于俄罗斯未来发展的看法ꎬ 决定了他选用新一

代政治精英的标准ꎬ 这些标准会有哪些? 还有ꎬ 当代俄罗斯的制度环境与文化环

境对精英的代际更替会有哪些影响ꎬ 政治精英在整体上呈现出何种风貌? 针对这

些问题ꎬ 本文尝试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ꎮ

一　 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划分与周期

代际更替是保证人类社会的创造潜力得以不断更新的基本过程ꎬ 它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基本机制之一①ꎮ 西方关于代问题的研究渊源流长ꎬ 许多思想家、 艺术

家和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论及代和代际更替问题②ꎮ 如康德和密尔

等把代际更替视为历史最重要的动力ꎻ 一些实证主义者如孔德、 德罗梅尔、 芒特

和费拉里等试图基于人的有限寿命和代际更替的生物学法则ꎬ 找到反映历史发展

节奏的一般规律ꎻ 历史主义者如狄尔泰强调代际更替中时间的内在质性度量ꎬ 不

同代的并存比纯粹的时间顺序更为重要ꎻ 海德格尔则把这种时间的质性视为 “天
命的质料和本质”ꎻ 艺术史家平德重视 “同时代人的非同时代性”ꎻ 曼海姆从

“代” 或 “代群” 的概念出发ꎬ 提出了影响至今的代际差异理论ꎮ
由上可见ꎬ 代和代际更替的研究大致有两种视角ꎬ 一种是人类学和人口学的

视角ꎬ 代和代际更替被视为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现象ꎬ 它是时间的流动造成

的ꎻ 另一种是社会历史的视角ꎬ 代和代际更替被视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ꎬ 它是

时代和文化塑造而成的ꎮ 作为自然现象的代和代际更替反映了人类新陈代谢的客

观过程ꎬ 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代和代际更替则被赋予了社会和文化内涵ꎮ 据此ꎬ
俄国学者将代定义为: 由于客观的社会—人口和文化—历史条件形成的同时间的

群体ꎬ 他们具有典型的社会心理、 道德意识和种族文化特征ꎬ 以及类似的精神价

值、 社会经验和生活方式③ꎮ
在考察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时ꎬ 我们也应该同时注意到这两种过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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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然的过程和社会、 政治及历史的过程ꎮ 从自然的过程看ꎬ 老一代政治精英的

退出和新一代政治精英的进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ꎬ 不论是民主政治还是

威权政治ꎬ 不论是有序的制度设置还是任意的人为安排ꎬ 代际更替都不可抗拒ꎮ
从社会政治的过程看ꎬ 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决定了政治精英的代际更

替具有自身的特点ꎬ 这种特点在不同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也有不同ꎬ 例如苏

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老人政治与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年轻化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ꎮ
在代际划分与周期问题上ꎬ 学者们们的观点历来就不一致ꎮ １９ 世纪下半期ꎬ

法国学者德罗梅尔、 科尔诺和费拉里等从人和社会发展的生物学节律出发ꎬ 将代

际更替的时间划分为 １５ 年、 ３０ 年和 ３３ 年ꎻ 费拉里还提出了四代的周期模式ꎬ 用

以解释更长时段的 “历史节奏”①ꎮ 代际划分与周期没有统一的标准ꎬ 不同的国

家和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ꎮ 关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划分与周期

问题ꎬ 俄罗斯学者也存在不同的看法ꎮ 精英学家克雷什塔诺夫斯卡娅以上层政治

精英的经验样本为基础ꎬ 得出在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９ 和 １９９２ 年这三个时间节点上ꎬ 俄罗

斯政治精英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６５、 ５６、 和 ４７ 岁ꎬ 用以说明代际更替过程和社会

历史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②ꎮ 俄裔历史学家 А 亚诺夫在研究政治精英代际更替

周期与内外政策变化周期之间的相互关系时ꎬ 提出了 “俄罗斯政治体制”
(рус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ежимы) 的概念ꎬ 认为后任否定前任是俄罗斯政治进程

中的特性ꎬ 例如ꎬ 斯大林之后出现了 “非斯大林化”ꎬ 赫鲁晓夫之后出现了 “非
赫鲁晓夫化”ꎬ 等等ꎮ 他认为ꎬ 俄罗斯政治变化的节奏与代际更替的节奏并不吻

合ꎬ 代际更替理论对于俄罗斯政治系统而言并不适用③ꎮ
俄罗斯老一辈社会学家 Л 谢多夫基于经验研究ꎬ 认为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

际更替周期约为 １７ 年ꎬ 他列举说ꎬ 在 １９３４ ~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１７ ＋ １７)ꎬ 列宁的老近

卫军被斯大林及其新人清洗殆尽ꎻ 在 １９５１ ~ １９５６ 年 (１９３４ ＋ １７)ꎬ 斯大林主义

者被反斯大林主义者以温和的手段排挤出去ꎻ １９６８ 年 (１９５１ ＋ １７)ꎬ 这批精英

又被新的精英所替代ꎻ 在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６８ ＋ １７)ꎬ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

革派精英占据了苏联政治的舞台ꎻ ２００２ 年ꎬ 普京的精英团队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改革派排挤出去ꎮ 因此ꎬ 按照这个序列后推ꎬ 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下一个代际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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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将是 ２０１９ 年左右ꎬ 成长于叶利钦时代的年轻人将进入政坛ꎮ 这种排列虽然

有些机械ꎬ 谢多夫自己也认为ꎬ １７ 年只是一个约定的人口学意义上的大致周期ꎬ
进入权力的年轻一代在这个周期里成熟起来并且分化ꎬ 利用代际更替的时机将以

前的成功之辈扫地出门①ꎮ
当代俄罗斯社会学家 В 帕申斯基根据政治精英的时代角色及其总体特征ꎬ

将 １９１７ 年至今的俄罗斯政治精英归为 “完全的” (состоявшиеся поколения) 和

“不完全的” (несостоявшиеся поколения) 的两大类ꎬ “完全的” 一代与 “不完

全的” 一代成为一对ꎬ 交替而进ꎮ 由此他将谢多夫 １６ ~ １８ 年的代际节律翻倍为

３２ ~ ３６ 年 (１９１７ － １９５３ － １９８５ － ２０２４)ꎬ 认为俄罗斯政治精英的这一轮代际更替

将在本世纪 ２０ 年代初全面铺开②ꎮ 帕申斯基自称ꎬ 谢多夫的代际周期是一种正常

的、 最佳化的代际节律ꎬ 而他的非最佳化的慢节律则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机器包括

政治系统在内的总体特征: “完全的” 一代不能让其下一代 ( “不完全的” 一代)
自我实现ꎬ 挖掘潜力ꎬ 因此阻碍了国家人力资源的完全开发③ꎮ

谢多夫的正常节律与帕申斯基的慢节律都有其合理性ꎮ ２０１８ 年的总统大选

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节点ꎬ 如果没有任何意外ꎬ 普京将继任总统ꎬ 并且为

２０２４ 年卸任后的政坛布局ꎮ 如果按照帕申斯基的慢节律ꎬ ２０１４ 年之后的一代将

是 “完全的” 一代ꎮ

二　 普京时代政治精英代际更替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俄罗斯的精英传统中ꎬ 精英是最高权力推行现代化的工具ꎬ “服务性” 是

其最重要的特征ꎮ 历史上ꎬ 由于绝对主义在俄罗斯影响久远ꎬ 阶层结构相对单

一ꎬ 整个社会基本上固化成为 “最高权力—统治精英—底层民众” 这种三角关

系ꎮ 最高权力依靠精英进行国家治理ꎬ 因此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改革都是通过 “自
上而下” 的方式推进的ꎬ 政治精英在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ꎬ 同时又屈从于最

高权力ꎮ 针对政治精英在俄罗斯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社会的特征ꎬ 斯大林曾经提出

“干部决定一切” 的口号ꎮ 普京执政后也意识到斯大林的这个公式依然有效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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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存在着许多问题ꎬ 如行政效率低下ꎬ 贪腐盛行ꎬ 派系林

立ꎬ 内斗严重ꎮ 这些问题也是代际更替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ꎮ
俄罗斯一直存在干部短缺问题ꎬ 但这并不是量的不足ꎬ 而是质的缺乏ꎮ 普京

曾指出ꎬ “尽管官员数量庞大ꎬ 但国家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干部匮乏ꎬ 权力的所有

层面和所有国家机构都存在这种现象ꎬ 管理者的匮乏ꎬ 有效人员的匮乏”①ꎮ 为

了解决干部匮乏问题ꎬ 叶利钦时代就已经启动了总统干部储备库计划ꎮ 梅德韦杰

夫就任总统后也有自己的干部储备库ꎮ ２０１２ 年普京上任总统不久ꎬ 就确立了管

理干部储备库组建与培训委员会的人员组成②ꎬ 负责干部的遴选ꎻ １２ 月 １４ 日颁

布了关于联邦国家机构干部储备库的总统令③ꎻ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１ 日组建了国家机

构及管理干部储备问题委员会ꎬ 直接隶属于总统④ꎻ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ꎬ 对市政

机构干部培训机制的有关法律进行修改⑤ꎮ 总统干部储备库的名单基本上每年更

新ꎬ 由总统最后确认ꎮ 可以看出ꎬ 总统干部储备库已成为一项制度安排ꎮ 显然ꎬ
干部储备库也将成为精英代际更替的基础ꎮ

普京重新执政后ꎬ 在人事调整方面特别注重年轻化和专业性ꎬ 为年轻的技术

官僚上位创造条件ꎮ 在最近一次更新的干部储备库⑥中ꎬ 共有 １３６ 人进入ꎬ 都出

生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８０ 年代ꎬ 年纪最大的 ５４ 岁 (１９６２ 年生)ꎬ 年纪最小的 ３２ 岁

(１９８４ 年生)ꎮ 普京 ２０１２ 年重组内阁时ꎬ 任命年仅 ２９ 岁的尼基福罗夫为通信与

大众传播部部长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底普京任命 ３４ 岁的奥列什金为经济发展部部长

时ꎬ 对他说: “你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人ꎬ 但人们已经不再称你为年轻的专家

了ꎮ”⑦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ꎬ 普京更是将年仅 ４４ 岁的瓦伊诺推上总统办公厅主任的要职ꎮ
俄罗斯学者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所进行的一项关于联邦层面政治精英升迁途径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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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究中发现ꎬ 来自经济部门机构的政治精英已经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１６％ )ꎬ
其中一半自 １９９１ 年起即从经济部门开始仕途生涯ꎻ 而在行政管理机构工作了十

年以上的精英则超过 ３５％ ①ꎮ 可以预计ꎬ 大批经济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将

借代际更替之机进入政治精英队伍ꎬ ６０ 年代后的干部将全面上位ꎮ
普京执政团队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派系化严重ꎬ 这是代际更替中普京需要

考虑的重大问题ꎮ 派系化问题早在 ２００７ 年切尔克索夫公开信事件中就被披露出

来②ꎬ 此后明琴科的报告将普京的团队描绘成类似苏共政治局一样的结构③ꎮ 米

哈伊尔济加尔在 «克里姆林宫团队全貌» 一书中指出ꎬ 普京一个人作出所有

的决定ꎬ 但是普京不是一个人ꎬ 这是一个大集体④ꎮ 作为一个 “仲裁者” 的角

色ꎬ 他需要注意团队内部的平衡ꎮ 代际更替时ꎬ 这个旧平衡肯定被打破ꎬ 新的平

衡呈现何种面貌将令人瞩目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ꎬ 普京开始进入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工作时ꎬ 随身人员不

多ꎬ 这些人既无政治经验ꎬ 也无权威ꎬ 政治团队还没有形成ꎬ 类似于叶利钦 １９９１
年执掌最高权力之时⑤ꎮ 普京就任代理总统一个月后ꎬ 记者请求他说出能与之休

戚与共、 参与管理国家的团队人员时ꎬ 他勉强地说出五个人: 伊万诺夫、 帕特鲁

舍夫、 梅德韦杰夫、 库德林和谢钦ꎮ 当时这些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还没有出众

的表现⑥ꎮ 由于 “自己人” 严重缺乏ꎬ 叶利钦时代的 “家族” 势力如沃洛申以及

一些自由派精英继续留任ꎮ 事实上ꎬ 普京从第二个任期才组成并完善了自己的 “团
队”ꎮ

在普京的团队结构中ꎬ “强力派” 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数量ꎬ 其影响力非同寻

常ꎮ 像谢钦、 谢伊万诺夫、 帕特鲁舍夫、 博尔特尼科夫、 维伊万诺夫、 切尔克

索夫、 亚库宁、 切梅佐夫、 柴卡等人都属于这个系统ꎬ 这些人被称为普京的 “老近

卫军”ꎮ 目前 “强力派” 的年龄都偏大ꎬ 除了谢钦出生于 １９６０ 年外ꎬ 其他大部分都

生于 １９５０ 年前后ꎬ 属于普京的同辈 “战友”ꎮ “强力派” 已经逐渐成为普京的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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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ꎬ 在俄罗斯社会中形象不佳ꎮ 普京消灭 “金融寡头” 后ꎬ “强力派” 崛起成为

“强力寡头”ꎮ 他们过于强势ꎬ 而且相互倾轧ꎬ 时有丑闻爆出ꎮ ２０１６ 年俄总检察长

柴卡之子的腐败在社会中的反响就是一个明证ꎮ 谢钦、 切梅佐夫和亚库宁对普京公

开财产的要求置若罔闻ꎮ 亚库宁免职的过程富有戏剧性ꎬ 显示普京已不可忍耐ꎮ 从

伊万诺夫和亚库宁的去职情况看ꎬ “老近卫军” 逐渐淡出政治舞台ꎬ 将是此轮代际

更替的重头戏ꎮ 发挥 “强力派” 的作用ꎬ 同时又抑制其影响ꎬ 应该是普京的一个

重要考虑ꎮ 目前 “强力派” 内部的系统人事调整正在加速ꎬ 改组联邦安全局、 重

建新克格勃的构想也是一个信号ꎮ
因此ꎬ 在新旧交替之际ꎬ 普京选择的重点是那些派系并不突出的人员ꎮ 例如乌

柳卡耶夫受贿案后ꎬ 尽管经济发展部的制度性地位有所下降ꎬ 但对部长职位的角逐

依然激烈ꎬ 各派系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ꎮ 当时普京通报说ꎬ 这一职位的候选人至少

有三到四个①ꎬ 但是普京最终选择了 ３４ 岁的奥列什金ꎬ 他此前是财政部九个副部长

中的一个ꎬ 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聚光ꎮ 取代伊万诺夫总统办公厅主任职位的瓦伊诺ꎬ
也没有任何派系色彩ꎻ 尽管地位显赫ꎬ 目前他还没有成为 “政治局” 成员的

资格②ꎮ

三　 政治精英代际更替与制度及文化环境

政治精英的变迁是观察社会政治系统变化趋势的重要因素ꎬ 同样政治系统的结

构和变化影响着精英的利益和价值取向ꎮ 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代际更替的特点ꎬ 可

以从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两方面来进行考察ꎮ
从制度环境方面来看ꎬ 普京时代以秩序优先ꎬ 强调政治和社会稳定ꎬ 为此而建

立了垂直权力体系ꎬ 政治的 “可控性” 大为增强ꎮ 但与此同时ꎬ “可控性” 也导致

了政治系统封闭性的加强ꎮ 作为政权党的 “统一俄罗斯” 党一党独大ꎬ 在历年的

选举中都以压倒性的多数取得优势ꎮ 梅德韦杰夫将这种现象视为 “政治停滞”ꎬ 其

危害在于ꎬ 反对党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而日益边缘化ꎬ 执政党没有对手而日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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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ꎬ 两种情况都将危及政治的稳定①ꎮ 战略研究中心在 ２０１１ 年曾发布报告ꎬ 指出俄

罗斯已经步入了 “深刻的政治危机”②ꎮ
从文化环境方面来看ꎬ 俄罗斯社会经历了狂飙猛进的叶利钦时代后ꎬ 在当局的

引导下步入了保守主义轨道ꎮ 依赖 “铁腕” 人物、 期盼 “明君” 管理国家的传统

心理在俄罗斯的民众中依然有着坚实的基础ꎮ 虽然民主、 自由和法治的观念在俄罗

斯社会转型中已经扎根ꎬ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爆发了大规模的政治抗议活动ꎬ 但是

随着普京社会控制措施的不断加强ꎬ 同时也由于乌克兰危机后 “后克里米亚共识”
的出现ꎬ 俄罗斯公共活动空间不断被压缩ꎮ 当年轻人逐渐适应现行体制时ꎬ 政治冷

漠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ꎮ 在 ２０１６ 年国家杜马选举中ꎬ 投票率不足一半ꎬ 年轻人的

政治参与度更低ꎮ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中ꎬ 政治精英也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特点ꎮ 随着

政治系统封闭性的加强ꎬ 当代精英流通也具有相对的封闭性ꎮ 政治精英流通中占主

导地位的是权力机关的内部流通ꎮ 对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联邦国家权力机关高层官员的

来源分析显示ꎬ ８３％的职位都是内部流通的结果ꎮ 一方面ꎬ 行政精英沿着职业化的

道路向上升迁ꎻ 另一方面ꎬ 国家权力机关中官员跨部门的平行流动也非常典型ꎮ 此

外ꎬ 从地域方面来看ꎬ 精英的流动性极不平衡ꎬ 升迁具有明显的 “首都性”ꎬ 当前

超过半数的政治精英从 １９９５ 年起就开始在莫斯科工作ꎬ １４％来自圣彼得堡ꎮ 在输

送行政精英以及提供政府成员方面ꎬ 议会作用不大ꎬ 由议会升迁至政府的精英很

少ꎬ 反映了当代俄罗斯政治系统的一个特点ꎬ 即议会制度薄弱③ꎮ
俄罗斯政治精英流通封闭性的特点也表现在官员 “家族化” 的趋势越来越明

显ꎮ ２０１１ 年伊诺泽姆采夫曾经撰文指出整个家族渗透到政府部门中的现象④ꎬ 这种

状况现在仍然没有改变ꎬ 从总统干部储备库的名单中就可以发现ꎬ “子承父业” 并

不是个别现象⑤ꎬ “赢家通吃” 的情况在俄罗斯社会越来越突出ꎮ 这种现象导致俄

罗斯政治精英流通的阶层固化ꎬ 极不利于俄罗斯政治的发展ꎮ
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实用主义、 机会主义和犬儒心理已成为普遍现象ꎮ 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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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钦时代相比ꎬ 普京时代的幕后政治比较突出ꎮ 为人低调ꎬ 不抛头露面ꎬ 行事守

密ꎬ 这些特征近些年来已经成为克里姆林宫官员的共性ꎮ 从普京的人事安排可以看

出ꎬ 忠诚于普京、 高效的执行力ꎬ 成为年轻一代补位的必需条件ꎮ 普京需要的是忠

实的执行者ꎬ 而不是有创造性的思想者ꎮ 个性突出的前意识形态总管苏尔科夫由于

站队问题而被踢出ꎬ 宣称 “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 ①的沃洛金则进位国家杜马主

席ꎮ 目前的瓦伊诺之于普京ꎬ 犹如莫洛托夫之于斯大林ꎮ
政治精英的这些风貌直接影响到试图进入精英队伍的年轻人ꎮ 作为精英新梯队

的年轻一代将在这一轮代际更替中上位ꎬ 其中 ８０ 年代的年轻人出生在苏联解体前

夕ꎬ 被称为 “叶利钦胜利” 的一代ꎬ 其成长环境是市场经济社会ꎬ 因此他们总体

上将更加现实地考虑自己的前途②ꎮ 伊诺泽姆采夫曾指出ꎬ 当代俄罗斯庞大的社会

群体竭力进入体制ꎬ 与苏联的最后几年正好相反③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总理梅德韦杰夫也

指出ꎬ 年轻一代想当官的现象是一个危险的信号④ꎮ 理想主义的消退ꎬ 实用主义的

增强ꎬ 将深刻影响到俄罗斯下一代政治精英ꎮ

结　 语

２０１２ 年普京重新就任总统以来的人事调整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６ 年的人事变动ꎬ 普遍

被认为是普京为国家杜马选举以及 ２０１８ 年的总统选举提前布局ꎮ 这当然是重要的

近期因素ꎮ 但是ꎬ 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早就在当局的预期之中ꎬ 而 ２０１８ 年总统选举

也不是普京能否当选的问题ꎬ 而是普京是否愿意继续留任的问题ꎮ 所以ꎬ 系统性的

人事变动是俄罗斯政治精英代际更替的一部分ꎮ 当前俄罗斯政治系统的相对封闭

性ꎬ 普京个人的政治理念和风格ꎬ 以及精英队伍的结构性固化ꎬ 严重制约着政治精

英的流通ꎬ 也影响着新一代政治精英的风貌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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