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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政党史》

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俄国政党（主要是苏共）历史的专著。它分上、下两卷，详尽地论述和分析了20世纪人类
社会历史发展中最重大的两个事件——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上卷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为背景
，通过分析研究俄国各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纲领、策略，通过对各政党进行分析和比较，揭示了布
尔什维克党诞生、发展和成功的历程，以及布尔什维克一党制的确立和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的形成过
程，从一个侧面考察了苏联模式的形成及其特点；下卷以20世纪80-90年代苏联在经过发展、兴盛和停
滞之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为背景，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和其推行的改革，以及当时苏共所作所为
详略得当的分析，揭示了导致苏共权力金字塔坍塌的种种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共产党曾是苏联政权的
核心，是苏联宪法确立的社会领导和指导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苏联的历
史，而没有苏共起领导作用的苏联也就只能面对解体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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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永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长期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从事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校订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俄罗斯历史及当代国际问题的研究。著有《列宁
的新经济政策原则及其国际意义》（俄文专著，1990年）、《俄国政党史》（1999年出版，2006年第
三次印刷）和《莫斯科咏叹调》（2005年）等；主编《俄罗斯发展报告》《丝路列国志》等；在国内
外各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政论作品百余篇。主要译著有格里加尔的《为欢乐而生》、瓦·博尔金
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尼·雷日克夫的《大动荡的十年》、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伊
·列昂诺夫的《独臂长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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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战时共产主义”实践与契卡的活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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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布尔什维克一党制的确立
二　执政党与国家政权
三　党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
四　党同人民的关系
第十章　共产党与苏联体制
一　共产党的组织政治活动
二　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三　关于党内民主
四　谁来监督执政党
五　列宁遗嘱
六　斯大林体制的形成
结束语
参考文献
下卷　权力金字塔的坍塌
序　言
第十一章　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的脊梁
一　苏联共产党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二　苏共中央的结构
三　苏共职能与苏联政府职能的重叠
四　苏共意识形态工作与苏美意识形态竞争
五　苏共的决策机制和干部政策
小结
第十二章　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下的隐忧
一　战争废墟上建立的福利社会
二　庞大的军工综合体及其对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影响
三　能源依赖型经济结构的形成
四　冷战条件下的苏联对外政策
五　苏美争霸，不仅是军事竞争
小结
第十三章　葬礼催生出的年轻领导者——戈尔巴乔夫
一　勃列日涅夫逝世，功过难以评说
二　安德罗波夫改革，伟大的创举与历史之谜
三　契尔年科——力不从心的守摊者
四　戈尔巴乔夫——没有选择的选择
小结
第十四章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开始与新思维
一　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初次提出“改革”
二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及其新思想
三　禁酒运动：目的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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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内和国际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
小结
第十五章　经济改革：愿望与结果
一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与全面经济改革的开始
二　具体改革措施的出台与效果
三　经济改革效果与经济危机之谜
小结
第十六章　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人——并非都是志同道合者
一　安·葛罗米柯——杰出的外交家，失望的伯乐
二　苏共意识形态掌门人——利加乔夫
三　实干家——尼·雷日科夫
四　神秘的雅科夫列夫
五　阿·卢基扬诺夫——与戈尔巴乔夫从战友到反对派
六　瓦·梅德韦杰夫——戈尔巴乔夫忠实的追随者
七　瓦·博尔金与苏共中央总务部
八　切尔尼亚耶夫——苏共中央机关里的两面人
九　谢瓦尔德纳泽——有争议的外交部部长
十　强力部门领导人及其特殊地位
小结
第十七章　戈尔巴乔夫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及其对改革进程的影响
一　苏共意识形态的演进过程
二　对苏联体制的历史评价与改革
三　对斯大林的评价——否定的不仅仅是个人
四　卡廷惨案——揭案的时机藏有玄机
五　苏联人民——一个全新的民族称谓
小结
第十八章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与政治改革的开始
一　苏联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历史
二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背景和筹备
三　代表会议的议程、结果和历史意义
四　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命运及其对苏共的意义
五　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改革历史上最大的谜团
小结
第十九章　民族问题的激化威胁到国家的稳定与完整
一　苏联的建国理论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问题的理论
二　民族国家的法律地位
三　苏共的民族干部政策
四　改革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与民族冲突
五　人民阵线——民族独立的先锋
小结
第二十章　非正式组织的出现与发展
一　何谓非正式组织？
二　共青团与非正式组织
三　苏联工会组织与非正式组织
四　非正式组织的主要类型
小结
第二十一章　苏共内部分裂与社会上政治党派涌现
一　苏共思想上的分裂
二　苏共组织上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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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苏联社会的分裂与多党的产生
小结
第二十二章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及其作用
一　代表大会前夕苏联及苏共内部的形势
二　代表大会的召开与过程
三　苏共纲领的变化及苏共二十八大的主要影响
四　苏共党内的分歧与斗争
小结
第二十三章　经济走向崩溃，社会矛盾激化
一　经济改革停滞，管理失灵，市场供应中断
二　商品短缺导致实行配给制,社会抗议浪潮迭起
三　煤矿工人大罢工，矛头指向有玄机
四　人民失望，许多苏共党员退党
五　“500天计划”——市场狂想征
小结
第二十四章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建立与俄罗斯领衔的主权进程
一　为什么俄罗斯联邦在苏共内部没有自己的共和国党组织
二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建立
三　俄罗斯寻求主权——独立于谁？
四　主权大潮的掀起——苏联走向解体
小结
第二十五章　“新奥加廖沃进程”与“8·19”事件
一　“新奥加廖沃进程”：是改革联盟国家的尝试还是被迫之举
二　“8·19”事件：过程与后果
三　苏共被查禁、迫害，没有抵抗地退出历史舞台
四　被侮辱的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小结
第二十六章　别洛韦日丛林的密谋
一　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
二　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
三　戈尔巴乔夫——无可奈何花落去
小结
没有苏共的国家与失去国家的苏共（代跋）
参考文献

Page 7



《俄国政党史》

精彩短评

1、没有任何新东西，教科书。。。
2、对苏共的建立与消亡的过程做了梳理，可以作为知识补充性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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