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书名�
	版权�
	译者序�
	序言�
	致谢�
	重要信息！！！�
	目录�
	第一章  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革命性过渡：一个模型�
	  过渡理论�
	  路径依赖和重新平衡�
	  方法论的考虑�
	  本书梗概�
	第一篇  戈尔巴乔夫时代，1985－1991年�
	第二章  戈尔巴乔夫的设计：改革苏联政治制度�
	  平衡的苏联体系�
	  经济改革�
	  政治改革�
	  国家边界和联邦改革�
	  结论�
	第三章  苏联的终结�
	  新角色，新思想，新权力�
	  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
	  1990年俄罗斯人代会选举�
	  扩大的变迁议程�
	  苏联最后一年间模糊而变化的权力平衡�
	  不确定下的谈判：经济与联邦条约�
	  结论�
	第二篇  俄罗斯第一共和国，1991－1993年�
	第四章  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的背景：众多的议程，暧昧的委托�
	  解散苏联，建立俄罗斯国家�
	  有关经济体制设计的决策�
	  关于如何设计新的政治体制的构想�
	第五章  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失败�
	  充满争议的变革议程�
	  合作、分化与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失败�
	  (重新)制定新宪法�
	  1400号总统令及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终结�
	  结论�
	第三篇  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诞生，1993－1996年�
	第六章  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设计�
	  新宪法�
	  议会选举规则�
	  久拖不决的设计议题：经济制度和国家边界�
	  结论�
	第七章  过渡中的立宪政体�
	  国家杜马的内部结构�
	  大赦投票�
	  宪法问题�
	  经济问题：市场浪漫主义的终结和寡头资本主义的开始�
	  边界问题：苏联、俄罗斯联邦和车臣�
	  结论�
	第八章  过渡中的选举政治�
	  1993年选举�
	  1995年议会选举：变化中的平衡，持久的规则�
	  1996年总统选举�
	  结论�
	第四篇  俄罗斯民主的未来�
	第九章  俄罗斯民主的质量�
	  超级总统制�
	  政党制度�
	  公民社会�
	  媒体�
	  国家�
	  法治�
	  分权化�
	  俄罗斯民主脆弱性的个人态度指标�
	  俄罗斯有缺陷的民主：临时的还是永久的伤疤？�
	第十章  不完全民主的稳定性�
	  解释转型道路的成功与失败�
	  路径依赖和俄罗斯民主的稳定性�
	  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