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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问题解答的形式，对原苏联东欧地区剧变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对外
关系等领域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作了客观、详细的介绍，并对读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共分为6个部分：一、俄罗斯政治与社会。
二、俄罗斯教育与文化。
三、俄罗斯经济。
四、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
五、中亚、乌克兰与原苏联地区其他国家。
六、中东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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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俄罗斯东欧中
亚学会顾问组组长。
著有《苏联经济》等。
左凤荣，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有《赫鲁晓夫传》等。
潘德礼，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主编或合著的主要著作有：《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等。
孔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
主要代表作为《东欧经济改革：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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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上册）》目录： 序一 序二 导论 第一编 俄罗斯政治与社会 1.俄
罗斯缘何要独立？
  2.叶利钦为什么要炮轰“白宫”？
 3.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及权力结构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4.俄罗斯选举制度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5.俄罗斯的多党制形成了吗？
 6.俄罗斯联邦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是什么？
 7.俄罗斯司法制度进行了哪些改革？
 8.俄罗斯民族政策有哪些变化？
  9.俄罗斯的移民政策有何特点？
  10.政治精英在俄罗斯社会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1.当代俄罗斯有哪些重要的社会思潮？
 12.叶利钦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寡头政治”现象？
 13.俄罗斯腐败缘何难以遏制？
 14.车臣问题为何难以解决？
 15.如何认识普京的治国理念？
 16.如何认识“梅普组合”？
 17.“梅普组合”缘何变成“普梅组合”？
  18.俄罗斯史学界对苏联史的研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9.民意调查在俄罗斯获得了怎样的发展？
 20.俄罗斯民族主义有哪些特点？
 21.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发展情况如何？
 22.俄罗斯为何恐怖袭击频发？
 23.俄罗斯黑社会为何如此猖獗？
 24.俄罗斯军事战略发生了哪些变化？
 第二编 俄罗斯教育与文化 25.俄罗斯为何颁行《联邦教育法》？
  26.俄罗斯的普通教育发生了哪些变化？
 27.博洛尼亚进程给俄罗斯高等教育带来了哪些变化？
 28.俄罗斯的师范教育有何特色？
 29.俄罗斯职业教育体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30.私立学校对俄罗斯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1.俄罗斯是如何重振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
 32.俄罗斯为什么强力推行国家统一考试？
 33.俄罗斯文化政策是如何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的？
 34.俄罗斯传媒发生了什么变化？
 35.俄罗斯宗教政策有何变化？
 第三编 俄罗斯经济 36.俄罗斯缘何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经济体制转型？
 37.俄罗斯对财税体制做了哪些改革？
 38.俄罗斯对银行体制进行了哪些改革？
 39.如何评价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
 40.俄罗斯对农业实行了哪些改革？
 41.俄罗斯农业状况与发展前景如何？
 42.俄罗斯是如何对市场经济实行反垄断调节的？
 43.俄罗斯公司治理制度有何特点？
 44.俄罗斯金融寡头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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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政策与困境何在？
 46.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是什么？
 47.俄罗斯“影子经济”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如何？
 48.俄罗斯对外经贸合作政策有哪些变化？
 49.俄罗斯实行怎样的收入分配政策？
 50.俄罗斯养老保障制度进行了哪些重大改革？
 51.俄罗斯是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
 52.俄罗斯是怎样进行医疗制度改革的？
 53.俄罗斯为何建立稳定基金？
 54.俄罗斯为何发生人口危机？
 55.俄罗斯为何提出经济现代化的政策？
 56.如何评价俄罗斯的经济？
 57.俄罗斯经济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吗？
 58.如何认识俄罗斯经济发展进程与前景？
 第四编 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 59.俄罗斯外交为什么从“一边倒”转向“全方位”？
 ⋯⋯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中册）》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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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来看，梅德韦杰夫主张更自由化一些。
 俄罗斯经历了20年的转型，民主政治有了进展。
在梅德韦杰夫看来，俄罗斯虽已经是个民主国家，存在着民主，但这种民主是年轻的、不成熟的、不
完善的，还处于民主发展道路上的起点，因此，俄罗斯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2009年1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的国情咨文报告，正式提出俄罗斯将以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
未来十年的任务与目标。
他提出的现代化是“需要全方位的现代化”的概念。
梅德韦杰夫说：“我们将建立智慧型经济以替代原始的原料经济，这种经济将制造独一无二的知识、
新的产品和技术，以及有用的人才。
我们将创造一个有智慧的、自由的和负责的人们组成的社会，以取代领袖思考决定一切的宗法式社会
。
”就是说，21世纪俄罗斯现代化将以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和体制为基础。
 2009年9月10日，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报纸网发表长篇文章，概述了他对俄罗斯未来十年的看法。
他在文章中说：“效率低下的经济、半苏联式的社会领域、脆弱的民主、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以及动荡
的高加索，这些即使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普遍认为，梅德韦杰夫的文章，对俄罗斯的现状做出了精确的“诊断”，并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
 梅普都主张国家现代化，但由于持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存在不同的理解。
 第一，有关国家现代化的含义与目标不同。
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国家全面现代化，特别强调政治现代化，加速推
进民主化的进程，而普京主要强调经济现代化。
 第二，虽然梅普都认为现代化的目标是富民强国，但含义不同。
在梅德韦杰夫看来，“富民”应包括富裕的俄罗斯公民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民主国家里并享受有充分的
自由；而“强国”的含义应包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它的民主与自由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
而普京的富民强国纲领主要着眼于经济。
 第三，2010年9月9日至l0日，在举办的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国际论坛上，梅德韦杰夫在与国际著名政
治学者进行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中强调，不论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要实现国家现代化，
只有靠自由的人，那些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人，才能从事现代化建设。
如果一个人畏首畏尾，束手束脚，怕国家，怕司法机关，怕竞争对手，怕生活，就不可能去搞现代化
。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做这件事。
普京则更多从国家政策与技术层面来谈现代化如何实现的问题。
 第四，梅德韦杰夫虽然也认为现代化的进程要视客观条件而定，但他总的来说主张加快推进现代化进
程。
他在《对话》中说，政府以及我本人的任务，就是要加强现代化运动，我们确实不能原地踏步了。
而普京则强调渐进地逐步推行，一再反对跳跃式的实行现代化。
与此相关，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11月24日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政治生活开始
出现停滞不前的症状。
”而普京在同年的1月22 日一次讲话中说：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特别谨慎”。
 国家现代化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现代化，在俄罗斯转型20年期间，它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发生实
质性变化。
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前进，俄罗斯！
》一文中指出：“我们大部分企业的能源有效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得可耻。
这还不是很糟糕。
最糟糕的是，企业经理、工程师和官员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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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套装共3册)》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不仅论述了原苏东国家在政治
、经济体制方面的转型轨迹、发展趋势，而且还分析了其对外政策、文化、传媒与教育方面政策的变
化，从而使读者对这些国家剧变后各个领域的变革与基本国情有个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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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本书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不仅论述了原苏东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转型轨迹、发展趋势，而且
还分析了其对外政策、文化、传媒与教育方面政策的变化，从而使读者对这些国家剧变后各个领域的
变革与基本国情有个全面了解。
本书可视为2010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的姐妹篇。
我相信，它同样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推动当今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深入研究有积极意义。
 ——阎明复（阎明复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
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现任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
） 原苏东国家剧变后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转型与整个制度变迁是同时进行的，其转型不再
是对斯大林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修补与完善，而是朝着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即
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
这些亦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
纵观全书，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论著，它涉及的领域很广，读后可以获得很多启示。
我相信此书的出版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对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全起到积极的作用。
 ——李凤林（李凤林同志曾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
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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