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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展示了戈尔巴乔夫六年改革的浮沉，对于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民族、
历史等因素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对苏联解体历史教训做出理论性的总结。
　　本书资料收集全面，内容丰富，络清晰，对于苏联问题研究者、国际政治研究者、党史和政党问
题研究者、党政干部、理论宣传工作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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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一章　戈尔巴乔夫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和序幕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和社会对改革
的呼唤　　一　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的改革、稳定使苏联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　　二　勃列日涅夫执
政后期苏联社会的衰颓和潜伏的危机　　三　苏共领导层的思想僵化和消极因素的增长　第二节　安
德罗波夫的改革思想和初步措施　　一　勃列日涅夫的病逝和安德罗波夫的接班　　二　安德罗波夫
改革的开端　　三　安德罗波夫为苏联后来的改革在干部组织方面所做的准备　第三节　契尔年科的
短暂过渡和戈尔巴乔夫的执政　　一　契尔年科上台时的形势　　二　契尔年科思想守旧，但不反对
革新试验　　三　契尔年科病逝和戈尔巴乔夫接班第二章　戈尔巴乔夫改革运动的起航和方向的偏移
　　（1985年3月苏共中央非常全会-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加速战
略”的形成和领导班子的组建　　一　1985年3月的苏共非常中央全会 　　二　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
会，改革起航的里程碑 　　三　1985年6月的科技大会的新气象和新期望 　　四　苏共二十七大的准
备和召开　第二节　苏共领导核心的分歧和改革方向的偏移　　一　苏共领导核心的分歧和发展　　
二　苏共1987年1月中央全会的“转折” 　　三　苏共一月全会后民主化、公开性的推行和政治气候
的变化　　四　苏共1987年6月中央全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构想 　　五　戈尔巴乔夫庆祝十月革
命70周年的报告和《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出版　　六　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和改革运动的转向
　第三节　苏共领导核心内的分歧和斗争　　一　改革中的“激进”与“渐进”的分歧和斗争　　二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斗争和叶利钦对苏共的反叛　　三　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利加乔夫与雅科夫
列夫的斗争第三章　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的推行和民主派的崛起及夺权　　（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
表会议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　第一节　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行和民主派的崛起　　一　政治体
制改革的“休克疗法”　　二　叶利钦的东山再起和民主派势力的形成　　三　民主派反对苏共领导
权的斗争和苏共中央实行多党制、总统制的决定　　四　民主派的夺权斗争在列宁格勒、莫斯科、波
罗的海三国及俄联邦取胜　第二节　经济改革受挫和经济形势的恶化　　一　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面
临的经济形势和经济改革战略　　二　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经济改革的构想、问题和效果 　　三
　关于向“可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过渡和争议　　四　两种经济改革方案和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　　
五　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　第三节　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立主义的迅速发展，联盟受到解体
威胁　　一　改革初期苏共领导忽视民族问题的存在　　二　纳—卡州民族纠纷的历史渊源和发展　
　三　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　　四　在其他地区，民族纠纷冲突亦接连不断　　五　这一时期民
族冲突及民族分立主义迅速发展的原因　第四节　苏共党内的分裂和二十八大的结局　　一　苏共党
内的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和蜕变　　二　苏共领导核心的分裂和戈尔巴乔夫思想的演化　　三　三种
力量的主张和纲领　　四　三个纲领的讨论和斗争　　五　俄罗斯共产党的建立和苏共二十八大的预
演　　六　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结局第四章　民主派的“残酷”夺权和戈尔巴乔夫政权的溃
退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之后~1991年“8&#8226;19”事件前夕）　第一节　戈、叶围绕向市
场经济过渡问题的联合和斗争　　一　戈、叶在经济改革计划问题上的首次联合　　二　两个向市场
经济过渡计划的斗争和戈氏的摇摆　　三　叶利钦掀起倒阁倒雷风潮和戈尔巴乔夫的犹豫退让　　四
　调和“不能调和的事”，戈、叶的首次联合破裂　　五　俄罗斯民主派联合掀起反苏反共反对十月
革命的新高潮　第二节　戈、叶围绕主权和“联盟条约”问题的联合及斗争　　一　在俄联邦的推动
下全苏爆发“主权战”、“法律战”　　二　戈、叶在困境中各有需求，实现“第二次握手”　　三
　筹签“联盟条约”的矛盾和斗争　　四　全苏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和戈、叶联合的再次决
裂　第三节　在国内形势剧烈震荡中，叶、戈由对抗再次联合　　一　立陶宛危机与叶、戈矛盾的再
度激化　　二　戈尔巴乔夫对国内斗争的反思和他的“政治中派主义”　　三　围绕全民公决的斗争
——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联盟国家　　四　俄联邦第三次人代会上两种势力的较量和叶利钦权
力的巩固与扩大　　五　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新困境和再退让，戈、叶实现第三次联合　第四节　
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猛烈进攻和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溃退　　一　反对庆祝十月革命节，民主派
发出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决战的动员令　　二　叶利钦竞选俄联邦总统的胜利和权力的再扩张　　三　
叶利钦再次访美和他的首道“总统令”　　四　苏共中央的最后一次全会，新纲领草案宣告苏共政治
死亡　第五节　苏联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苏共进一步分化、瓦解　　一　社会危机更为严重，苏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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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反共主义的中心　　二　联盟政府对局势逐步失控，苏共的政治影响日益缩小　　三　党员思
想混乱，退党现象剧增　　四　苏共党内由政治思想分歧走向组织上的分裂　第六节　苏共及联盟中
央的一些骨干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　　一　俄共领导核心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进行的斗争和
受到的破坏　　二　三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顽固堡垒”第五章　民主派的全面掌权和苏共亡党苏
联亡国　　（1991年8月“8&#8226;19”事件~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　第一节　“8&#8226;19”事
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一　“8&#8226;19”事件的爆发中断了戈氏签约计划的进程　　二　
“8&#8226;19”事件引起的国际震动和反响　　三　民主派的反击和形势的逆转　　四　“8&#8226;19
”事件的背景、性质和迅速失败的原因　第二节　“8&#8226;19”事件后的反共浪潮和苏共的灭亡　
　一　戈尔巴乔夫从一个困境走进另一个困境　　二　民主派声势大振，反共气氛炽烈　　三　解职
、逮捕和白色恐怖　　四　戈尔巴乔夫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来到“另一个国家”　　五　戈尔巴
乔夫的“建议”和苏共的灭亡　第三节　“8&#8226;19”事件后叶利钦乘机全面夺取联盟的军、政、
财权　　一　叶利钦乘势全面夺权　　二　叶利钦提出“修改边界”，引起四邻的惊恐不安　第四节
　“8&#8226;19”事件后各共和国离心倾向的加剧和戈氏维护联盟的最后努力　　一　“8&#8226;19”
事件后各共和国离心倾向的增长和戈、叶的不同打算　　二　俄、乌等共和国背离中央的活动及与戈
氏的周旋　　三　戈、叶等共谋解散全苏人民代表大会，权力进一步转向各共和国　第五节　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走向最后一幕　　一　在新形势下戈、叶互有需求，同床异梦　　二　叶利钦战
略重点的转换　　三　叶利钦决心实施“争取实现一国资本主义”的激进政策　　四　戈尔巴乔夫陷
入“联盟条约”的“死胡同”　　五　俄、乌等共和国谋求独立的活动和美国对苏政策的转变　第六
节　别洛韦日协议和联盟的末日　　一　别洛韦日的三国协议和对它的反应　　二　阿拉木图会晤和
独联体的确立　　三　戈尔巴乔夫的告别演说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灭亡第六章　对苏联剧
变原因的分析　第一节　对苏联剧变原因的各种看法和分析　　一　我国学者的看法和分析　　二　
两位西方进步学者对苏联剧变的看法　　三　原苏联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对苏联剧变的反思和看法　第
二节　戈尔巴乔夫对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的看法和反思　　一　戈尔巴乔夫对十月革
命的看法　　二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70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　　三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六年改
革运动的看法和反思　　四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剧变的看法及反思　第三节　苏联剧变的原因分析　
　一　苏联解体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二　导致苏联剧变直接的主要
的原因是戈氏领导集团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和政策　　三　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错误路线的集中体现是
“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其思想理论基础是社会民主主义　　四　戈尔巴乔夫的妥协动
摇、优柔寡断、脚踏两只船的　　　　决策风格，是造成改革运动迅速失败的另一个原因　　五　坚
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缺乏独立的纲领和成熟的　　　　核心，未能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开展对
反动派的斗争　　六　苏联剧变中的历史因素　　七　苏联剧变中的外部因素第七章　值得深入思考
的一些问题　　一　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领导核心的重要地位及作用　　二　坚持无
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社会　　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和巩固极为重要　　三　坚
持共产党的领导，党自身必须保持本色，真正成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　　四　必须采取正确的方
法，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五　必须使全民的资产真正为全民所有才能使
社会主义制度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连　　六　谁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
中的“精英集团”　　七　苏共是如何丧失民心党心而无声息地倒下去的　　八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
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长期的认识和实践的探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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