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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

内容概要

《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现象研究》由七个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首先在对苏联政治及其败亡的研究
现状作出说明的基础上，阐明为什么要选择从“非制度化”的视角对苏联政治进行研究。然后对本文
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制度化、政治制度化、非制度化等作了阐释。最后对本论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
作了简要说明。第一章，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模式；第二章，非制度化现象在苏联的表现与特征（上
）；第三章，非制度化现象在苏联的表现与特征（下）；第四章，非制度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第
五章，非制度化现象的政治后果；第六章，克服非制度化现象的可能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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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

书籍目录

序绪论一、研究的缘起二、对两个基本概念的阐释：制度化、非制度化三、本书的研究方法第一章　
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模式一、苏联的宪政体制——苏维埃制度二、苏联的政党制度与苏共的领导体制
三、苏联宪政体制下的党政关系第二章　非制度化现象在苏联的表现与特征（上）一、列宁时期非制
度化现象的表现二、斯大林时期非制度化现象的表现第三章　非制度化现象在苏联的表现与特征（下
）一、后斯大林时期非制度化现象的表现二、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的特征第四章　非制度
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一、刚性的意识形态二、超前的文化模式三、极端的民族性格四、不完善的制
度架构五、未完成的转变——由革命党到执政党六、缺失了的合法性问题意识七、紧张的国际环境第
五章　非制度化现象的政治后果一、作为社会结构上层的党政官僚阶层内部的非制度性紧张二、作为
社会基础的民众的政治冷漠三、作为社会思想基础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力不断下降四、作为苏共执政基
础的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枯竭第六章　克服非制度化现象的可能性路径一、基于执政理念角度的分析
二、基于执政方式角度的分析结束语　关于苏联政治生活中非制度化现象的思考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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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模式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两个概念作一简要的说明。（1）苏
联。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而在此以前则为俄罗斯社会
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简称苏俄。（2）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建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其名称先后有过几次变更。它成立于1898年，最初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8月至1918
年2月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年3月党的七大改称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简称为“俄共（布）”。1925年12月在党的十四大上，因国名已改为苏联，党的名称改为“全联盟
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为“联共（布）”。1952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上，因孟什维克党早已
经退出历史舞台，“共产党”和“布尔什维克党”这种双重名称已丧失了意义，因此，党的名称改为
“苏联共产党”，即苏共。有时为行文方便，本书多使用“苏联”、“苏共”。在许多场合，它们是
一般意义上的泛指，而非特定意义上的概念。例如，“苏联”一词在广泛意义上既包括了不属于苏联
时期的苏俄时期；而苏共则是泛指苏联时期（包括苏俄时期）的共产党。至于其具体名称是什么，应
视具体场合而定，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探明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模式，是我们分析苏联政治生活中的
非制度化现象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只有弄明白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模式，才能很好地认识在苏联政
治运行过程中，究竟哪些活动符合了既定的政治制度规范，哪些则突破了既定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否
则，我们就无从加以判断。当然，这里对苏联基本政治制度模式的探究，是从总体上进行的，并非局
限于某一些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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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现象研究》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书中围绕苏联政治生
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了：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模式、非制度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分
析、非制度化现象的政治后果、克服非制度化现象的可能性路径等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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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用非制度化的视角研究苏联政治在学界颇为新颖，力荐。
2、研究苏联问题中比较细分的分类
3、读此书切勿联想
4、引证丰富
5、七拼八凑的书，这种课题就不该由政治学的虚头巴脑者来操作，而是历史学的人。
6、业师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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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诚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总体来讲比较“阴暗”。揭露了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而且也
算引经据典，论据充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大约三分之一的苏联档案，这部分档案的公布其实
是新政权为了构建自身合法性而作为揭露材料公开的，因此立刻就有资产阶级学者开始以这些档案为
作论的材料，为长久以来西方的反共宣传提供依据。而我们再读这些学者的历史著作，貌似是根据档
案，白纸黑字，实际上早就在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倾向的学者的双重过滤之下而扭曲了。简单揭
露的文章基本上是泛意识心态化的，结论也是先验的，不过也是我们应该关注和学习的，本书作者就
是在吸取了这些著作者的文章之后而下笔的，本书基本每一页都有注释，书后附的参考书目基本上也
涵盖了研究苏联解体和共运史所需的大部分书籍。作者其实在大部分篇幅内也在批评苏联，但是作者
将其归结在非制度化的大旗下，并且通过梳理史实、分析原因、解决方案的三段式论述，比较清晰地
作出了一个可以基本让人满意的理论框架。将苏联的灭亡解释为非制度化在政治生活中的整体贯彻是
有一定道理的，苏共取得政权以及取得政权后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恐怕世界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个政党了
，因此苏联后来的领导人过分迷信所谓“十月”，使得“十月”成了整个苏联的一种包袱，再加上斯
大林对“十月”的扭曲导致了整个国家积重难返，在非制度化的轨迹上越走越黑。可以说，从勃列日
涅夫时代开始，苏联拒绝了当时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第三次科技革命），仍然自我封闭，从这个时代
起，苏联就已经灭亡了，虽然现在俄罗斯很怀念那个时代，但是再荣耀的记忆也挽不回失去的时光。
本书作为一篇博士论文来说，一般的学术套话较少，适合一读。
2、很多事情，明明有制度，但是不按照制度来。很多情况下各级领导人的一句话可以超过法律和制
度。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官僚的原因。这是苏联问题研究中，比较新颖的一个分支
。单从非制度化现象开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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