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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
关于苏联何以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走向了亡党亡国之路，是学界乃至整个社会不同群体
的人们予以关注重大问题。
在苏联74年的存续期间，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
尔巴乔夫等不同时期。

　　本书之所以选取勃列日涅夫时期作为考察对象，不仅是因为这一时期长达18年，为苏联争霸世界
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是苏联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转折期。
在此之后，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时期，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已无回天之力。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影响，对苏联最终走向解
体的催化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
而既有的研究中，勃列日涅夫时期是研究相对薄弱的时期。

　　陆南泉先生是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尤其是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具有独到见解。
它以丰富的历史事实说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尽管号称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但充其量不
过是个“幌子”。
盛名之下，苏联社会充斥着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党政官员不思进取，贪污腐败；意识形态受到高度
管控，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备受打压；人民生活生平长期低下，怨声载道；苏美争霸世界，大搞军备
竞赛，国民经济严重失调。
面对这些问题与矛盾，勃列日涅夫不是从改革制度弊端入手，而是以片面追求稳定；其结果，加剧了
整个社会业已存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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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1960年莫斯科财政学院（现俄罗斯联邦财政大学）研究生毕业,同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清华大学等校教授。
先后两次任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教授。
1992年国务院被表彰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撰写、主编的专著有《苏联经济》、《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从企业入手一一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
制改革》、《苏联改革大思路》、《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新俄罗斯：政治?
经济? 外交》、《苏联兴亡史论》、《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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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主题
　前言
　一　勃列日涅夫上台的背景
　　1．一帆风顺的仕途
　　2．缘何恰巧是勃列日涅夫
　　3．赫鲁晓夫留下的残局
　二　调整与探索改革
　　1．调整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
　　2．积极营造与巩固权力
　　3．改革的探索
　　4．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
　三　经济改革停滞不前
　　1．经济改革停滞的突出表现
　　2．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
　　3．经济改革停滞的严重后果
　四　政治体制全面倒退
　　1．政治体制倒退的突出表现
　　2．政治体制倒退的重要原因
　　3．政治体制倒退的严重后果
　五　值得思考的几个重要问题
　　1．不改革的确是死路一条
　　2．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3．关于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的问题
　　4．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5．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第二部分　专题讨论
　　陆南泉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的原因及严重后果
　　闻一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大的问题是丧失民心
　　马龙闪意识形态化与既得利益阶层是改革
　　滞后的根本原因
　　高放汲取苏联教训，关键是推进政治
　　体制改革
　　秦晓追问斯大林模式产生的思想基础
　　沈志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第三部分　相关链接
　　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三代新沙皇　高放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　闻一
　　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述评　刘光慧
　　评勃列日涅夫时代　[苏联]布尔拉茨基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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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经济理论上讲，为了进行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没有摆脱斯大林“左”的
教条主义。
拿讨论得最多的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来说，到1961年通过的《苏共纲领》，也只是说它具有新内容并加
以充分利用而已，根本没有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取向，强调的还是指令性计划。
在所有制问题上，赫鲁晓夫同样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
在他执政时期，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的倡导下，人们搞起
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事来，有的地方甚至把30来个甚至更多的农庄合并成一个大集体，也就是说，成
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
“合并集体农庄，而且常常是胡来的令人不快的合并，这也是集体化的继续，确切地说是集体化的大
功告成”；1958年砍掉农村个人副业，认为它影响了公有农业经济发展，而这种错误思想，“是赫鲁
晓夫对农民，也是对全体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①在“左”的思想支配下，赫鲁晓夫超越社会发展
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也使得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从传统体
制中解脱出来。
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过程中，力图推进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他针对斯大林政治体制
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
身制和实行干部任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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