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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俄罗斯转型时期利益集团演化及其作用研究》由七部分组成，包括绪论。
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目的、文献综述、研究所采用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理论工具、创新点等。
第二至第六部分是正文，在每一部分的末尾安排了一个简短的小结或评价，总结这一时期体制的输入
变量运行的结果及输出变量，以便衔接下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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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组织改革与官僚集团阻击 政治组织改革。
恢复和健全法制，将权力纳入法制轨道。
赫鲁晓夫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苏联法律制度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权力实际上偏离法治
运行，不仅权力的授予违法，而且权力的使用也是违法的。
针对这种情况，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平反冤假错案，整顿改组国家安全机关，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健全了司法制度、完善了立法。
赫鲁晓夫的法制改革，使得苏共的执政重新回到了法制的轨道，有利于苏共在法制的框架内改进执政
方式，提高执政能力。
 赫鲁晓夫进行了大规模平反工作，严格限制内务机构的职权，规范强力机构的权力，恢复法制的威严
。
1956—1957年，有700万—800万被无辜关押和劳动改教的人被释放回家，500万—600万人被死后恢复名
誉。
据1957年5月苏联副总检察长库德里雅采夫称，自斯大林逝世以后，在押犯人已有70％以上被释放，西
伯利亚的劳改营已有2／3被解散。
斯大林逝世后，严格限制内务机构的职权，撤销了内务部直属的“特别会议”，取消了其对案件进行
侦察和审理的“特别程序”，对国家安全机构进行调整，大大降低和限制其地位和职权，结束了内务
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不正常局面。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强调要“加强苏维埃法制”，批评在苏维埃活动中有“直接违背”苏联宪法
的现象。
 健全司法制度，完善立法，从源头上确保权力的法制化约束。
赫鲁晓夫力图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他加强了司法制度，恢复了检察机关的职权，提高了审
判机关的作用，重建了律师制度。
同时，他还修改了一系列过时法令，颁布了一系列新的立法纲要，如《刑事立法纲要》、《法院组织
立法纲要》，等等。
 首先，加强司法公正。
公正是一切法制建设的前提，同时也是一个政党执政合法的基础之一。
 其次，取消特权。
特权是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销蚀剂，特权的产生必然伴随着腐败的滋长。
特权的消除，往往同法制的健全和完善是同一个过程。
 再次，加强监督。
监督是法治得以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也同样是一个政党在法制框架内执政能力得以提高的重要条件
。
 最后，在权力使用环节，加强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
 赫鲁晓夫认为：“必须特别重视正确地组织监督工作。
”为此，赫鲁晓夫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机构和监督职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957年他提出要改组国家监察机构，原来按部门建立和开展工作的监察机关现在要把监察工作集中到
地方，按经济行政区来进行；原来依靠监察机关编制人员进行的监督工作，现在要吸收广大群众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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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俄罗斯转型时期利益集团演化及其作用研究》文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秉承经济学“经济
人”的假设，把社会范围内的所有利益集团置于从“十月革命”到梅德韦杰夫时期长达90年的历史画
卷内，在动态中把握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以及利益集团自身在其中的演化，期望能
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为改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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