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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不是苏联——从苏联解体20年说起》由季思著，为更好地促进方方面面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
本书作者特在苏联解体20年之际，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族、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对中
国与苏联、中共与苏共的政策选择做了一些对比分析，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来认识一个正在发生广泛
而深刻变革的中国和一个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因而永葆本色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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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　从相同之“道”到不同之“路”
　一、幻灭与新生
　二、昨天的苏联与今天的中国
　三、求异存同与求同存异
第一章　从贫穷有理到致富光荣
　一、要不要发展
　　“赶超型”发展的功与过
　　“抓革命、促生产”的是与非
　　发展阶段的高与低
　二、如何发展
　　改革还是改良？

　　渐进还是激进？

　　计划还是市场？

　　公有还是私有？

　三、“中国神话”能继续吗？

　　能否抓住发展机遇？

　　能否做到又好又快？

　　能否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章　从过度集权到人民民主
　一、民主耶？
集权耶？

　　集中和民主都不能过头
　　民主不是标签和口号
　　条条大路通民主
　二、人治还是法治？

　　活到老、干到老吗？

　　权大还是法大？

　三、党的领导与民主矛盾吗？

　　中国特色的政党民主
　　民主和能力哪个重要？

第三章　从思想僵化到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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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解放思想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不解放思想就没有社会主义
　　中国的三次思想大解放
　　解放思想不等于胡思乱想
　二、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
　　“三不主义”
　　“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既要体现先进，也要“入心入脑”
　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软实力
　　文化繁荣，教育先行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第四章　从粉饰太平到构建和谐
　一、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吗？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繁荣”背后的隐忧
　　把矛盾摆到桌面上
　二、坚持以人为本
　　要见物更要见人
　　“以人为本”不是以少数人为本
　　农民也是为本之人
　三、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建设不可或缺
　　保障和改善民生乃是根本
　　加强社会管理刻不容缓
第五章　从科技强军到科技强国
　一、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

　　引以自豪的辉煌
　　科学技术有阶级性吗？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二、军用还是民用？

　　“大炮优先”的后果
　　“依靠”与“面向”
　三、政府还是企业？

　　“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
　　食“西”不化与引进创新
第六章　从民族优越到民族平等
　一、自然融合还是人为聚合？

　　“大一统”传统
　　“俄罗斯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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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族矛盾还是阶级矛盾？

　　民族问题解决了吗？

　　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吗？

　三、民族优越还是民族平等？

　　大民族主义不可取
　　“三个离不开”
　四、自治还是“独立”？

　　扭曲的联邦制
　　民族区域自治
　五、输血还是造血？

　　输血型经济的羁绊
　　造血型经济的优势
第七章　从世界革命到世界和谐
　一、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

　　世界革命
　　“世界大战可以避免”
　　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吗？

　二、国家利益还是意识形态至上？

　　以意识形态划线为哪般？

　　全方位发展对外关系
　　冷战思维的阴影
　三、独立自主还是结盟？

　　结盟面面观
　　独立自主与结伴同行
　四、参与者、建设者还是破坏者？

　　从自我封闭到对外开放
　　和平发展之路走得通吗？

　　负责任的大国
第八章　从立足战争到维护和平
　一、“积极进攻”还是“积极防御”？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进攻与防御的辩证法
　　积极防御也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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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谋取霸权还是维护和平？

　　争霸的历史逻辑
　　大规模裁军
　　新安全观
　三、国防建设还是经济建设？

　　经济军事化的功过
　　“两头兼顾、协调发展”
　　中国军费开支多了还是少了？

　四、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戈尔巴乔夫对军队都做了些什么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结语　让历史昭示未来
　一、既要从国内实际出发，又要从国际实际出发
　二、既要高度重视生产力，更要讲究科学发展
　三、既要推进改革开放，也要守住底线
　四、既要坚持党的领导，更要保持党的先进性
　五、既要依靠人民，更要为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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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报道，1983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共同推进制造假情报迷惑苏联技术创新的隐蔽计划，
锁定苏联经济核心与迫切需求西方技术弥补缺陷的薄弱环节，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虚拟的美国海外公司
和欧洲公司，将错误或部分错误的设计、数据、资料如燃气涡轮机设计图纸、石油钻探技术、计算机
芯片及一些化合物等从地下渠道转交或卖给苏联。
苏联的涡轮机就此曾出现不易排除的故障。
CIA还说服硅谷一些小公司给计算机和先进卫星故意设计存在缺陷的主机与芯片，让苏联购买，导致
苏联一些军工企业设备瘫痪与装配线停产。
技术引进是苏联经济必须依赖的“生命线”和“营养液”，由于苏联无力区分西方设计、数据、资料
的真假，技术引进步伐不断放慢。
　　但是，苏联在引进技术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根本没有把引进和吸收与创新结合起来，过分注重引进
，过分注重拿来，过分注重眼前，既缺乏长远性，更缺乏创新性。
　　中国是一个科技和经济起步较晚、实力较弱的国家，要在科技、经济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引
进外国的新技术成果是一个便捷高效的选择。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曾有过几次大规模顶尖技术引进浪潮，改革开放后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引进
新技术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大了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的力度，每一次都推动了一些工业部门在技术以
及生产能力上跃上一个新台阶。
但也存在着与苏联相似和相同的问题，诸如引进时重硬件轻软件，技术引进后消化吸收、创新能力差
等。
不过，自从中国提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邓小平指出，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
他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江泽民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胡锦涛则强调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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