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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加梅等的《美国对东欧政策研究(1948-1968)》试图围绕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展开论证：(1)冷战时代，
美国非常关注东欧地区，并且在对东欧政策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2)在东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东欧政策的指导思想一直比较混乱，没有一项系统而稳定的并可操作的政策
，直到1958年美国制订了以NSC5811/1文件为标志的新的对东欧政策，这个问题才彻底解决；(3)20世
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是美国具体推行该政策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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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65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全会批准通过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
方向和党的工作》的决议，正式确定对现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然而经过两年多的改革尝试，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经济情况并没有好转，1967年经济又陷入困境，生
产停滞，财政赤字高达50多亿克朗（约6亿多美元）。
①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政治经济改革不同步，使得政治经济之间不能和谐互动，单向的经济改革
不仅不能取得好的成效，相反还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影响，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对政治体制进行
调整和改革已势在必行。
在1968年1月，杜布切克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政治经济改革全面展开。
尽管捷共中央明确指出，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适应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模式
，但是苏联却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正在逐渐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对改革的疑虑和不满越来越大
，向捷克斯洛伐克频频地发出警告。
3月23日苏联领导人召集保、匈、波、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五国党政领导人在东德的德累斯顿会晤，对
捷克的“自由化”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6月20日至30日，华约武装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
兰和苏联境内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苏、波、匈、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五国部队参加。
演习结束后苏军迟迟不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
进入8月份以后，形势更为复杂，苏联态度越来越严厉，苏联和东欧各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展开频
繁的外交活动，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集体施压。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和人民被改革的大好形势所鼓舞，没有意识到苏联警告的严重性。
对于塔斯社5月24日宣布的华约国将要在波捷境内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报告，杜布切克竟然天真地认为
，拟在6月在捷境内举行的华约国联合军事演习是“早已商定好的”。
②并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与苏联相交涉的过程中不知道讲究策略，其外交政策也缺乏弹性，面对
苏联的干涉，竟然强硬地表示“一步也不后退”。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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