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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除了内容上要尽力反映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在历史观念、理论框架和编撰体系上更应当吸取
以往各种通史著作的经验，结合史学理论的新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创新点。
而在理论创新方面，关键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运动的本质。
在此基础上，重视整体性和结构性，是研究世界通史的基本视角和方法。
只有揭示了世界历史的结构性特征，才能从整体上对世界历史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作出吻合
于世界历史本质的解释。
否则，面对繁杂的历史事件和色彩斑驳的历史行为主体，世界通史的编写很容易陷入历史事件堆砌或
国别史汇集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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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经济政策的变动首先表现在对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私营工商业进行排挤和
消灭，即所谓展开与“耐普曼”的斗争。
这种斗争当时被称作“无产阶级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经济进攻”。
其主要措施是： 1.缩减和停止对私营商业的供货和信贷。
 2.大幅度提高私营工商业的税额。
 3.禁止私商采购粮食和原材料。
 在上述政策措施下，新经济政策高峰期一度活跃的私营工商业急剧萎缩，到1927年12月召开联共（布
）十五大时，已明确宣布，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工商业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基于这种判断，十五大认为，在苏联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
正式通过了关于制定1928—1933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并把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
造的任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通过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
决议指出：“在目前时期，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当作为党在农村
中的基本任务。
” 联共（布）十五大使l926年既已开始的经济政策变动的方向再一次得到了确认。
从1928年起，新经济政策在不作任何宣布的情况下，实际已走向终点。
 然而，客观的经济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新经济政策的合理性也不会因为人们的否定而丧
失。
就在苏联领导层改变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经挤规律以危机的形式向人们发出了警示。
 1927年底到1928年春，苏联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
此前，苏联的农业生产在新经济政策刺激下已得到恢复和发展，1927年的农业生产指数部分已超过一
次大战前最好年景的1913年。
在此背景下，l926／1927年度的粮食收购情况也很好，实际收购的粮食和饲料谷物比上一年度增长30％
。
但是，进入1927／1928年度后，粮食收购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到1928年1月，国家只收购到3亿普特谷
物，而上年同期的收购量是4.28亿普特，减少四分之一多。
 在农业丰产的年景出现粮食收购量大幅度下降被苏联领导人看作严重的危机信号。
正当党的十五大要求加快工业化步伐，从而使国家对商品粮的需求大大增加时，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
无疑是推行党的路线、方针的重大障碍，如果不能克服这个障碍，十五大提出的目标势必落空。
因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粮食收购危机迅速作出反应，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来完成粮食收购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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