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联政权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苏联政权史>>

13位ISBN编号：9787506023894

10位ISBN编号：750602389X

出版时间：2006-5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社

作者：[俄] 鲁·格·皮霍亚

页数：883

译者：徐锦栋 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联政权史>>

内容概要

政权存在的机制通常必须以许多管理部门（各部委，部长会议及其下属各个部，苏共中央机关、秘书
处和政治局）密切协作为前提。
然而，一旦到了需要迅速作出决定，或者这些决定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进，那些似乎完美无缺的协商
制度和事先进行专家鉴定的规范定就被取消了，由一些最高政治领导人（通常由党的领导人同部长会
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队的头头）根据他们所认为的政治合理性（准确地讲，是根据某一时刻的政
治合理性）匆促作出决定。
许多领导人往往断然否定专家的意见，违背以前通过的决议。
苏联政权组织所特有的权力高度集中和追求惟我独尊导致出现众所周知的管理问题：从下面来的“信
息流”不可能被用于作出决策。
    本书的任务是，研究哪些人在国家战后历史中作出了哪些决定，这些决定是怎样形成的，国家政权
在其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中怎样行使权力，为什么被认为有效的、拥有巨大资源的体制停止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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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苏联的社会政治发展（1945年——1953年）第二章  缓慢消融的坚冰（1953年3月——1957
年底）第三章  尼·谢·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第四章  从稳定到停滞（1964年11月——1968年）第五章  
从停滞到危机（1969年——80年代初）第六章  领导人相继去世（1982年——1985年）第七章  改革，公
开性，社会政治危机加深（1985年——1989年）第八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1989年——1991年）结束语
再版的话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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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俄罗斯历史上最艰难、最可怕的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了，以我国取得胜利而告终。
德国被粉碎，一个统一的国家被消灭。
苏军占领了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参与解放了布拉格、华沙、布加勒斯特。
苏联不仅保留了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公约移交给它的所有土地，而且依靠东普鲁士、千岛群
岛和萨哈林岛南部、中亚的小共和国图瓦，使自己的版图得到扩大。
    苏联成为世界公认的首领国。
苏联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能够做到使东欧诸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听命于自己，东欧各国成
立了共产党政府，很快就把所有其他政党排挤出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
中国夺取政权的斗争结束具有重大的意义，以毛泽东为首、依靠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胜利者
。
温·丘吉尔1946年在富尔顿发表讲话时指出，显而易见，世界已经分为两大政治阵营，一个以美国为
首，另一个以苏联为首。
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上无论什么地区发生什么样的冲突，人们都会从中发问：冲突对谁有利?对苏联
有利还是对美国有利?    当时苏联的政治制度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战后，“各族人民和所有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约·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极限，并且被涂上
了新的色彩——战胜法西斯德国和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统帅。
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被战争毁坏的工业得到顺利恢复的报道。
    伟大卫国战争似乎并没有导致国家的国内政策发生巨大变化和进行改革，这在俄罗斯的战争史上尚
不多见。
战争胜利成为苏联制度不可动摇的最好证明。
战争年代出现的广为流行的一句话——“战争使一切速度加快”有其另外的政治含义。
约·维·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同选民的一次交谈中说：“战争表明，苏联的社会制度是比其他任何
非苏联的社会制度都要好的社会组织形式”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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