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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3—2005年，独联体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非正常的政权更迭，被冠之以“颜色革命”，引发了尖
锐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对抗。
外部因素的推波助澜，又激起了欧亚大陆新一轮的地缘政治对抗。
“颜色革命”的发生，说明在特殊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独联体国家维护政治稳定、改革国家体制、
探索发展道路充满艰辛与曲折。
《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由孙壮志主编，重点分析了苏联解体后不同独联体国家政治进程的基本
走势，西方国家对独联体政策的变化与“颜色革命”的关系。
提出“颜色革命”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虽然很难持久，但它对于转型国家以及地区国际关系带来的挑战
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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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 捷克斯洛伐克的剧变以其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著称于世
，被称作“天鹅绒革命”。
20世纪80年代末，以“七七宪章”为首的反对派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他们多次组织游行示威和群众
集会，逼迫捷共放弃领导地位。
1989年11月，“七七宪章”联合其他反对派组织成立了公民论坛，斯洛伐克地区的反对派也成立了公
众反暴力组织。
反对派组织把抗议活动推向高潮，捷共中央不得不寻求与之妥协。
11月28日，民族阵线中央和联邦政府代表团同公民论坛代表团达成协议：在12月3日前改组政府，吸收
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修改宪法中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作用、捷共领导民族阵线和
用马列主义思想进行教育的条款；保证向公民论坛提供活动场所；实行自由选举，恢复多党制等。
11月29日，联邦议会修宪，取消了关于捷共领导地位的规定。
此后，捷共逐步丧失了对政府的控制。
l2月15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从12月31日起中止捷共在一切国家要害部门的活动。
 12月20～21日，捷共召开非常代表大会，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关于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行
动纲领》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暂行组织章程》，明确主张政治多元化。
1990年1月，捷共放弃了在联邦议会中的多数地位，把90—100名捷共议员名额让给公民论坛和公众反
暴力组织。
2月，捷共中央全会决定开除曾任捷共中央总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的古斯塔夫·胡萨克出党
，并取消了军队、政府部门和学校中的捷共组织及州一级党的领导机构。
3月，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共和国去掉了原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字样，联邦议会决定将“捷克
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用捷克文书写）或“捷克一斯洛伐克
联邦共和国”（用斯洛伐克文书写）。
4月，联邦议会通过宪法性法律，将国名确定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并修改了国徽。
6月，举行联邦议会大选。
公民论坛和公众反暴力组织大获全胜，组成了42年当中第一个完全排除了共产党人的政府。
 五罗马尼亚：暴力夺权 与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尼亚的暴力夺权。
在1989年岁末的短短十几天时间里，首都的游行示威发展成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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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它是一部史论结合的专著，包含了丰富的史料，客观叙述了独联体国
家“颜色革命”的具体过程，以及各方在此过程中的反应与表现。
这是课题组经过收集、整理、分析大量关于“颜色革命”的各类报道和评论之后，得出的权威、准确
、详细、客观的历史记录。
同时，又对“颜色革命”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
研究“颜色革命”这样一个内外结合生成的特例，可以对当今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新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丰富我国对国际政治理论问题的思考。
可以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长期影响，对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转轨过程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价，对
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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