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 第 3 卷总第 15 期

戈尔巴乔夫改革：
社会政治经济后果与教训

［俄］В.И. 茹科夫   粟瑞雪 李燕 译

【 内 容 提 要 】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直到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 1985 年，苏

联经济尽管已经出现“停滞”状态，但并没有达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但几年之间苏联经济不断

下滑，最终走向崩溃。同时，社会精神面貌也发生严重扭曲，国家实力迅速下降，最终走向解体。

仔细梳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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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戈尔巴乔夫最初的改革目标

1985 年春，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

记不久就开始了“改革”。从当时苏联的国内情况

看，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无论是苏共的各级领导

还是普通民众都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他们认

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多年累积的社

会矛盾，都热切地支持这场改革，戈尔巴乔夫因此

获得了人们的信任。戈尔巴乔夫一再宣称：“改革

的实质恰恰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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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者 按 】在研究苏联解体问题时，经济原因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济没有发展好导致民众

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这成为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话题。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

央总书记时接过的是一个怎样的苏维埃国家？这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不是已经停滞并到了近乎崩溃

的地步？俄罗斯科学院瓦·伊·茹科夫（В.И.Жуков）院士在与中国学者对话时，通过详细的数据和确凿

事实说明，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初苏联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并不是很糟糕，在改革过程中，经济逐步衰退，

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而领导者一味热衷于各种宣传口号，无视专家学者的提醒，对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没

有采取及时的措施，导致社会问题越积越深。他认为，即便如此，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转折也只是发

生在苏联解体前的一两年内。是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使苏联陷入全面危机，对苏联的国力造成了重创，

把一个超级大国变成发展中国家并最终使之解体。本文根据茹科夫院士与中国学者的对话整理而成，征得

茹科夫院士同意在《俄罗斯学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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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构

想。”“我们的整个改革纲领，……完全是建立在

多一些社会主义和多一些民主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上

的。”①戈尔巴乔夫承诺，改革是为了满足人们对

食品和日用品的需求，使人民得到高质量的服务，

实施住房建设方案，改善医疗条件，提高国民教育

和文化水平。其中首要任务是：加大力度保护自然

环境，根本改善全国生态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解决

经济发展中多年积累的历史问题，使国家经济走上

健康发展的轨道②。戈尔巴乔夫承认，确实有一些

人对改革抱有怀疑态度，一些批评家强调在改革进

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消极现象。他们预言将会发

生通货膨胀、失业、物价上涨、社会分化加剧，也

就是西方走上“富裕”之路时出现的那些情况。但

戈尔巴乔夫却十分乐观。从表面上看，戈尔巴乔夫

思想开放，他的认识和见解已经超过了学者们对社

会主义建设问题认识的理论高度，给普通民众带来

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尤其是在连续送走三位病逝的

总书记的情况下，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

终，戈尔巴乔夫华丽的辞藻和灵巧的发挥使那些人

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③。

戈尔巴乔夫还明确指出，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毫无前途。他说：“我

们将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背离它。我们

是真心实意地这样说的，既不是对自己的人民，也

不是对国外说假话。期望我们会开始建立一个别的

什么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会转到别的阵营去，这是

没有指望的，也是不现实的。”④ 

具体来说，戈尔巴乔夫十分乐观的改革目标包

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建立一个高效机制以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自我管理，

加强纪律与秩序，尊重人的价值与个人尊严；放弃

行政命令与行政干预，鼓励创新；推动科技发展，

把科技成就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优先发展社会服

务，满足人们对良好的工作条件、日常生活条件、

休闲、教育及医疗服务条件的需求，关注人们的精

神文化需要；坚决避免败坏社会主义道德的现象，

贯彻社会公平原则，提倡高质量的诚实劳动，等

等⑤。此外，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还经常出现

以下语句：经济活动要面向民众，为苏联人民创造

体面的工作与生活条件，经济发展转向满足人民的

社会需求，为农村的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为农村劳

动者创造正常的生活条件，提高大多数居民的生活

水平，到 2000 年前为每户家庭提供一套单独的公

寓或住宅，为新生代创造 佳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关怀老兵与年迈的劳动者，减少行政支出，彻底改

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建立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

市场，确保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立一个社

会主义法制国家，调整民族政策，彻底调整外交政

策，推动革命性的革新过程等。

在戈尔巴乔夫宣布的改革路线中，他特别强调

要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身价值。这一主张引起了民

众极大的兴趣与热情。好像就是在 1985 年春季，

苏联开始建设新型的现代化社会，目的是形成民主

政治，取消经济垄断，发挥个人主动性，调动劳动

者积极性。其措施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在政治经

济和文化生活方面给人们提供更广阔的发挥和创造

空间。同时，国家还要保证民众已经获得的社会地

位与人身权利，国家应当是公民的保护者。这些口

号和宣传十分令人振奋。不过，所有一切 终都没

有实现。

二、苏联经济在戈尔巴乔夫的
改革过程中走向崩溃

一份名为《二十年后》的回忆性报告曾做出论

断说，戈尔巴乔夫执政前苏联经济增长率已经几乎

下滑至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直到改革快

要结束时这项指标才降到零。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

前（1981—1985 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

增长率为3.6%，1986年为 4.1%，1987年只有2.3%。

通过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见表 1），可以看出戈尔

巴乔夫等人的领导是多么不力。同时也可看到，

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在 1987 年

①  Горбачев М.С.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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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戈尔巴乔夫所谓“改革”的 完整概念，在其所著《改革与新

思维》（莫斯科，1987 年）中有具体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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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初露端倪。

当人们用“停

滞”与“落后”

等词语来描述 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

期苏联经济的特

点时，应该考虑到，上述词语并不应该涵盖所有

的经济部门，而仅仅是一些特殊行业中出现的现

象。表 2 反映了 1980—1991 年间苏联主要食品的

生产情况。

上述数据表明，从1980年到 1985年，除干果、

盐和植物油之外，其他种类的食品产量（按人均计

算）呈增长态势。虽然增长的幅度和总量的增加不

明显，但也没有出现衰退的迹象。20 世纪 80 年代

后半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只有几种产品还保持 80

年代初的水平。到 1990 年，特别是 1991 年，食品

生产不再是萧条和停滞，而是衰退。

此外，1980—1985 年间物价已经开始上涨，

只是不太明显，1985—1990 年价格显著上涨，而

1991 年则出现急速上涨。（见表 3）

在改革的 后一年，大部分食品的价格提高了

两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食品的价格是在消费合

作社系统内和集体农庄的市场上被抬高的。（见表

4和表 5）                                                 

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国家经济部门

就业人员的收入（工资、退休金、奖金等）实际

上没有变化，居民收入的增加根本追不上价格的

上涨。早些年的“停滞时期”居民手中的积蓄使

社会购买力保持在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于是，食

品和日用品生产总量在减少，而居民需求仍保持

表 3  1980-1991 年间全苏主要食品的平均零售价格

        （卢布 /千克）

              时间
品名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1 年

肉类 1.75 1.81 1.90 4.79

香肠制品 2.67 2.72 2.96 9.14

鱼类 0.78 0.81 0.93 3.46

动物油 3.44 3.42 3.43 8.39

植物油 1.62 1.61 1.63 3.17

奶酪和干酪 2.41 2.49 2.49 5.36

鸡蛋（卢布 / 十个） 1.04 1.05 1.10 2.27

白糖 0.88 0.86 0.91 2.15

茶叶 7.25 7.56 8.51 17.66

面包 0.36 0.37 0.35 0.82

面粉 0.36 0.37 0.45 1.29

通心粉制品 0.53 0.54 0.55 1.52

马铃薯 0.13 0.14 0.28 1.09

蔬菜 0.39 0.40 0.61 1.74

伏特加酒和甜酒制
品（卢布 / 升）

8.54 10.68 18.61 20.71

白兰地（卢布 / 升） 17.58 21.12 28.52 54.24

啤酒（卢布 / 升） 0.49 0.51 0.58 1.10

数据来源：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1992.С.207 

表 4  1980-1991 年间苏联城市消费合作社中农产品的

      平均零售价格（卢布 /千克）

时间                                                
品名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1 年

肉类 3.22 3.56 3.99 10.02

香肠制品 4.82 5.99 7.64 17.81

鱼类 1.23 1.40 4.96 8.90

动物油 5.30 6.90 7.20 18.37

植物油 1.72 1.83 2.82 5.87

牛奶和奶制品 0.31 0.38 0.53 1.17

鸡蛋（卢布 / 十个） 1.10 1.02 1.14 2.86

马铃薯 0.31 0.32 0.57 1.56

蔬菜 0.74 0.92 1.63 2.98

数据来源：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1992.
 С.207

表 2  1980—1991 年间苏联主要食品的人均产量

     时间
品名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1
年

砂糖（千克） 21.6 25.4 24.3 20.9

白糖（千克） 6.1 6.7 7.3 6.0

肉类（千克） 32.4 37.1 44.9 39.2

香肠制品（千克） 12.8 13.5 15.4 14.0

肉类半成品（千克） 5.2 6.5 7.3 5.9

动物油（千克） 4.4 5.0 5.6 4.9

全奶制品
（用牛奶折算）（千克）

112 125 141 125

奶酪、脂肪（千克） 2.4 2.8 3.1 2.7

植物油（千克） 5.9 5.4 7.8 7.8

人造奶油产品
（千克）

5.2 5.7 5.5 4.2

罐头（个） 43.2 49.2 55.5 46.7

干果（千克） 12.0 7.5 14.3 7.4

通心粉制品（千克） 6.6 6.6 7.0 7.5

不含乙醇饮料（升） 12.9 13.1 19.4 15.3

精盐（千克） 49.6 42.1 28.4 27.7

数据来源：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1992.
C.159

表 1  苏联经济增长率

                 时间                              
指标

1986 年 1987 年

国民生产总值 4.1% 2.3%

工业生产指数 4.9% 3.8%

农业生产指数 5.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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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水平，消费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现象，这导致

改革时期苏联商店的货架经常空空如也。首先被

抢购一空的是居民急需的生活用品与商品，然后

是一些次要的商品， 后几乎什么商品都没有了。

商品的严重短缺以及实行按票证供给制度成为消

费市场 显著的特征之一。当时，几乎苏联的所

有地区都在实行票证供给制。

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于 1991 年 3 月 7 日呈报

国家领导人的有关当时经济形势的秘密报告（《第

六号报告》）充分证明了上述情况。该报告写道 ：“所

有原料基本能够满足主要食品规定零售量的 70%—

100%……在接受调查的区域，按票证销售的肉类制

品每人每月只有 300 克至 2 000—3 000 千克……由

于原料缺乏，今年 1 月在雅罗斯拉夫尔州取消了肉

票……几乎到处都在实行使用票证购买通心粉制品

和粮食的做法……在利佩茨克、伏尔加格勒、阿尔

汉格尔斯克等地，每人每月只供应 500 克的粮食或

通心粉制品……70% 的地方要凭票购买植物油……

对居民的茶叶供应实行严格规定……凭票购买的还

有盐（标准为每人每月 300—1 000 克）和面包（每

人每天 500—1 000 克）……商品供应数量有限导

致居民必须排队购买……商店开门前很早就排起长

队……大部分家用电器和设备、家具、车辆、地毯、

进口与国产服装和鞋类、床上用品等会分配给企业、

组织和机构……数量也并不多，根本不能满足人们

的需要。因此，在基洛夫市，1 000 名工作者一年

才分到 3 辆摩托车、8 个吸尘器、10 个录音机、41

个电熨斗、2 个冰柜、92 双国产皮鞋。登记购买冰

箱的人排到了 9—10 年后，欲购买洗衣机和缝纫机

的登记者排到 5 年后，要买电视机和成套家具的排

到了 2000 年。”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已开始遭遇危机，并且形

势在加剧恶化。对此，国家领导人是知道的。 典

型的证明是，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奥西波夫院士牵

头起草的报告《苏联社会及国家政治情况：现状与

预测》递交给了戈尔巴乔夫，在 1990 年公布后也

为广大民众所知晓。该报告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深

切担忧，指出：“从一些共和国试图不惜一切代价

脱离苏联和几百万公民移居国外开始，社会上的离

心倾向就开始增强并且很难挽救。国家形势的紧张

程度在加重，社会毫无出路的感觉在增强。根据社

会学研究资料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民

众丧失了明确的生活方向；进入 高领导层的人不

够专业，缺乏社会责任感，在通过一些即使不能制

止但哪怕能减缓离心倾向和流血冲突的重大决议时

行动迟缓，瞻前顾后，延误时机；国家一直不重视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所通过的决议不进行科

学论证；虽然设立了各种专门顾问机构和办公室，

但其决策经常出现失误，落实到实践中给国家造成

了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损失；整个社会生活进一步官

僚化（特别是在中层决策者当中），国家政权的官

僚做法使社会逐步陷入瘫痪状态（例如，外国投资

者要来苏联投资兴建酒店，得在大约二十年后才可

以开始营业，也就是拨给这家酒店建设用地的租赁

期满后才可以开始，等等）；要建设一些公用设施

的承诺却变成了空话；等等。这里还可以列举一些

其他原因，但主要问题不仅仅在于此，还在于社会

发展的总方向出现了偏离。领导层专注于权力斗争，

而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利益都变成次要的了。”① 

这份报告得出一个重要同时也是极其准确的结

论：“……造成这些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主要原因在

于经济改革不适合社会发展规律。缺乏系统、全盘

考虑的改革导致经济发展不景气，带来通货膨胀加

剧的风险。对居民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的急剧减少以

及主要居民群体生活水平的下降，也导致社会发展

更加不稳定。具体表现就是民众对经济问题得不到

解决越来越不满，民族与地区间的关系尖锐化，对

①   См.:Осипов Г.В. Летопись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Год 1989. 
М.Вече，2007.С.74-75.

表 5  1980-1991 年间苏联集体农庄市场上农产品的

平均价格（卢布 /千克）

品名                  时间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1 年

肉类（包括禽肉） 6.94 6.74 7.86 20.45

鱼类 — 2.24 2.87 7.74

动物油 6.88 8.17 9.69 30.34

植物油 2.53 2.84 4.25 12.24

奶酪 5.42 5.59 8.33 23.00

鸡蛋（卢布 / 十个） 1.34 1.17 1.60 4.96

马铃薯 0.48 0.57 0.99 2.68

蔬菜 1.46 1.75 2.80 5.88

数据来源：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1992. 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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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失去信心，感觉社会缺乏保障……”①另外，

奥西波夫院士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例行报告中还写

道：“……1989 年末国内出现的危机状况在 1990

年有转变为全国性灾难的趋势，对一个具有完整的

社会政治体系的国家及其民众来说，后果将不堪设

想。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数百年来形成的经济联系正

在被快速破坏，居民生活水平在下降，不同社会团

体之间出现民族与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大，社会

分化与失衡进程以几何级数发展，人民的财产——

石油、钻石、黄金、有色金属等被白白浪费，地方

政权开始独断独行，犯罪率在上升。民众不相信能

够摆脱危机，并对社会感到绝望，这预示着灾难即

将来临……”② 

然而，国家领导人仍按自己的思路颁布各种政

策，对于学者的警告已经完全听不进去。

20世纪 80年代后半期，苏共各地 ,从市到州、

边疆区、共和国的书记都收到了这样的报告。几万

名演说家和宣传者在党的会议上发言。民众大量阅

读报纸杂志，花几个小时看电视，体验参与辩论的

感觉，人人都在关心政治。

令人奇怪的是，国家领导人并没有利用民众被

唤醒的政治热情来推动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的形

成，相反，充满激情的反对派却毫无阻拦地在利用

“公开性”来破坏苏联。出现这种失误的责任不在

别人，完全在于国家领导人以及那些改革的领导者。

到 1989 年前夕，灾难已经呈现出不可避免的

特征。

我们还可以用苏联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数字的

对比来分析改革期间苏联经济的变化。1985 年，

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人均 4 953 美

元。1991 年底，苏联国内生产总值的实物总量不

到美国的 20%。

1991 年夏季之前，关于苏联何去何从的问题

早已不是神秘的话题。经济危机的严酷现实撕下了

联盟国家的神秘面纱：国家发展已经脱离原有轨

道，进入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倒退时期。到

1991 年底，诸如生产效率低下、企业生产缺乏激

励机制、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等因素，事实上已经导

致国家丧失了继续发展的能力。可以说，在改革过

程中采取的一些措施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

展， 终成为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使社会生活和人的
       精神面貌发生巨大改变

如果用一两句话来简单概括，可以这样说：勃

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天

堂社会”，确立了公平原则。宣称改革的人们来了，

改变了所有的一切。他们在一个名叫苏联、异常富

裕的国家，硬是创造出了“短缺”，全国的民众都

成了“短缺”的牺牲品。人们的生活突然间改变了：

不知怎么回事，火柴从商店的货架上消失了，于是

人们开始排长长的队伍抢着购买。“弄到”火柴的

人高兴不已，没“弄到”的人便来交换，用沙拉酱、

奶油、粮食、罐头等等，拿什么的都有。

当然，人们的生活并不寂寞。他们到处寻找并

阅读那些废话连篇的宣传出版物，为了购买莫泊桑

的书整夜排队，互相转述非法出版物中的新作品和

有关“亲爱的伊里奇③”的笑话，谁要是买到一本

思慕已久的书就成了一个幸运儿，享受其他藏书者

无比羡慕的追捧。同时，人们也知道了，苏联境外

的藏书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来“建功立业”的。

如此之多的不正常现象使全社会充满了对国家的不

满情绪。

这种不满情绪不断蔓延。那些未获得城市永久

居留权的临时人员对自己的状况很不满。这是一个

极其特殊的群体，他们放弃了自己在农村的广大空

间，竭尽全力地挤进城市的贫民窟，在城市里像农

奴一般地工作，忍受无尽的屈辱。这是一些受剥削

的人，忍受着贫困和城里人的专横。他们为什么要

热爱这个“发达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听从诸如

苏斯洛夫、索洛缅采夫、契尔年科和格里申这样一

些煽动者的口号呢？

还有一些通过先克维奇④的节目了解到外面世

界的人，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希望更多地了

解外面的世界。他们调换收音机频道，收听不同的

“电台”，听到的却是无线电干扰声。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又会怎样看待这个被人为封闭的世界，这

①   См.:Осипов Г.В. Летопись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Год 1989. 
С.113.

②   Там же.
③  指勃列日涅夫（译者注）。

④ 著名旅行家、电视节目《旅行者俱乐部》的主持人。



·93·2013 年第 3 期 戈尔巴乔夫改革：社会政治经济后果与教训

个让人们无法正常获取外界信息的政权呢？

在社会主义苏联，有五分之一的居民按富足程

度可以购买小汽车，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权利，

一个“弄到”，而不是“买到”汽车的人会引起大

家的羡慕。不过，这个“弄到”车的人又给别人指

出了一条怎样的通往幸福的路？以这种方式开上汽

车还能算作社会主义吗？在难以计数的党、共青团

和其他会议上，领导们讲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

外一回事，这些情况会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怎样的

印象？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困惑。

苏联时期 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是，打着无产

阶级专政的旗号压制其他社会团体和社会阶层，首

先是知识分子，结果使他们成了对社会不满的人群。

这种情况自 20世纪 60年代就已开始。首先是

把斯大林时期社会地位很高的知识分子变成反苏的

力量。其实方法很简单，当然也很奏效：由于食品

不足，学者、科研人员和大学老师，包括一些精英，

都跑到蔬菜基地忙着弄“土豆”吃。工人对设计师、

建筑师和发明家不满，劳动人民对知识分子不满。

知识分子被迫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前所未有的好

处，他们通过有损尊严的程序加入苏联共产党，在

分配住房、汽车、商品票证时学会了耍花招和作假。

到 20世纪 7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彻彻底底变成一

支反苏的力量。梁赞诺夫的电影《车库》就反映了

一种温和的民间抗议形式，影片中著名学者、实验

室主任马尔科夫将名片放进土豆袋的情节，反映了

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和对苏联社会制度的不屑态度。

具有反苏倾向的活动随之出现。这些活动的主

要策略是在各阶层当中培养对苏维埃政权、对党以

及对整个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这场所谓社会变革

的其他推动者还包括：“影子经济”的幕后操纵者、

古玩和旧书市场的投机者、贩酒大王及毒枭等。在

他们的操纵下，反苏的知识分子通过电视荧幕、舞

台、原创歌曲、非正式组织、文学晚会等，十分卖

力地破坏苏联的意识形态。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必

须用“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的形式来传播反马克

思主义理论，于是，在一些作品中出现了用笨拙的

手段揭露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情节，反倒引起人们

的喝彩。

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开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

证明，社会各阶层的团结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量。无论是在古希腊罗马，还是在二战后的德国，

社会团结都是国家走向强大的重要动力。对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苏联，走向强大的原因也可以

归结为这一条。相反，所有帝国，包括迦太基、罗

马、拜占庭以及大英帝国等，甚至苏联，其走向崩

溃的原因首先在于教师和学者社会地位的降低、“上

层人物”的自私、领袖的虚伪带来的社会冷漠以及

平民阶层的赤贫化，也就是社会的分化。

苏共意识形态的领导者费多谢耶夫、波诺马廖

夫、齐米亚宁、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曾不遗

余力地做宣传工作，结果社会矛盾被他们的宣传给

掩盖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继续加剧，甚至

转为尖锐的社会矛盾。戈尔巴乔夫时期打着“公开

性”旗号伪造历史，也从意识形态方面推动了苏联

的社会分化。

还有一些工作失误也为外来的虚假情报和小道

消息混淆视听打开方便之门，例如，切尔诺贝利核

泄漏事故。

关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有过很多作品和描

述，在当时曾引起各种猜测，以致掩盖了事实真相。

不过，有关核泄漏的真实情况在今天已逐渐公开。

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当时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官僚强

迫核电站站长布留哈诺夫下令关闭第四个涡轮机组

的保护系统，这种违规操作导致能量无法释放，

终发生爆炸。4 吨多使用过的核燃料散布到空中，

数量大约相当于 350 个（投入到）“广岛”（的原

子弹）。从技术上说，这场核事故并非反应堆的设

计问题，而是人为操作造成的，类似事故在其他核

电站从未发生过，原则上也不可能发生。而在对事

故责任的处理中，只是把核电站站长布留哈诺夫当

作替罪羊判处 7 年监禁。这一判决把人们的目光引

到了这场空前灾难的后果上来①。结果是，这一事

件极大地推动了所谓“公开性”运动。这场事故后

不久，人们可以公开一切。不过， 时髦和影响力

大的“公开活动”是诋毁苏维埃制度、编造国家

历史、篡改民众的历史记忆。实际上，公开性成了

改革者向社会意识注入的毒药，而不是推动民主的

①   См.:Кузьмин Н.П. «Черные тюльпан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Роман-
хроника. М.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2010. С.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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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当时，在另一个领域，政治、经济与社会矛

盾也在加剧，其对抗与冲突形成极为强大的离心

力，这就是民族矛盾。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不

只是国家精英，还有地区的精英，都致力于推动

各民族地区与苏联政府之间的对抗，这些对抗有

的范围不大，没有带来什么影响，但有的则可能

转变为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在日常生活中，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在人们的祝酒词和笑话中

反映出来，而在政治层面则表现为民族自治程度

加强以及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不再完全服从。此

外，一些民族精英还打起了“反俄牌”，煽动反

俄情绪。地区分裂主义成为拥有一百多个民族的

苏联解体的一个起因。

除了上述这些情况外，苏联社会中还存在其他

一些不和谐因素。例如，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

由于党政关系而非物质关系在社会上造成了全面的

不平等，各个级别的人蛮横无理几乎成为生活中惯

常现象，伪善是仕途发达的手段，撒谎成了正常的

行为习惯。同时，在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

征、俄国文化的固有传统、东正教的道德伦理、国

民教育程度和许多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习俗，这些本

来应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现在却起了反作

用。当一些人把国家财产变为私有的行为不再遭到

唾弃时，民众的反社会主义情绪也就很容易被激发。

特别是那些在几十年间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如今

更有机会兴风作浪了。

当我们从上述矛盾积累的角度来评价戈尔巴乔

夫的改革政策时，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当时的领导

者一直拒绝通过协调机制主动解决各种矛盾，实际上

其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戈尔巴乔夫等人唯一没有

想到的是，这种做法 终使他们丢掉了统治权。

毋庸置疑，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国家与民族之

间的政治、经济、环境、贸易、交通、意识形态、

信息交流及其他矛盾都发挥了作用。对自身发展所

需原料、粮食、天然气、石油、矿产和饮用水的争

夺曾经引发民族和国家范围的激烈冲突，这种情况

还有可能继续。其解决途径可能是多样的，比如通

过战争、族际冲突或民族对抗、在内部挑起纷争等。

不过，所有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民族的自私自

利导致国家的动荡与纷争。

任何一个大国都会努力争取以 快的速度提升

国力，以加强自身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要抵御

冲击，与这样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相抗衡，没有社

会团结是不可想象的。20 世纪 90 年代初之前，苏

联各种社会矛盾交错复杂，再加上人为因素，使得

它无力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犯。即使国家精英或部分

精英作出努力，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四、戈尔巴乔夫改革严重损伤了
             国家实力

俄罗斯人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外国媒体

对苏联的改革及其发起人给予了怎样的热情赞誉。

实际上，当时还有另外的评价，是专家们得出的结

论，包括已经发表在公开出版物上的，却鲜为人

知。例如，1991 年 12 月 15 日在美国《华盛顿邮

报》上就列出了一组数据。从中不难看出，根据美

国专家的估算，改革期间苏联的黄金储备下降了

90.9%，卢布对美元亦大幅贬值，石油出口量减少

了一半以上，而外债增加了 4倍。（见表６）

1985 年前，苏联领土面积达 2 240.3 万平方千

米②，比沙皇俄国末期增加了 60.22 万平方千米。

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 2.9 亿多人口。那些在斯大林

统治时期生活和工作过、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人对此

①  相关信息：1997 年 1 月 1 日，俄罗斯的债务总额已超过 1 270 亿

美元。根据国际公认标准，当国家外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时，国

家就处于危急状态。据初步估计，超过这一临界水平的原苏联加盟共和

国有：吉尔吉斯斯坦（1996 年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1%）、摩尔多瓦

（52%）、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均为 70%）、亚美尼亚（75%）以及塔

吉克斯坦（外债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倍）和土库曼斯坦（外债超过国内

生产总值 27%）。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定低于危急水平的有乌

克兰（31%）、乌兹别克斯坦（29%）、俄罗斯（28%）、哈萨克斯坦（22%）

以及白俄罗斯（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参见 [ 俄 ]《财经新闻》

1996 年 12 月 19 日。

②  См.: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90 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 Госкомстат СССР. – М.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1991. С.68.

表 6  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成果

指标　　　　　　　           时间 1985 年 1991 年

黄金储备（吨） 约 2500 240

1 美元对卢布的官方汇率（卢布） 0.6 90

经济增长率（%） 2.3 -11

肉类价格（卢布 / 千克） 2 100

石油出口量（百万桶） 1172 511

外债（亿美元）① 105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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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首屈一指。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造成了完

全相反的结果：截至 1991 年底这个曾经占据世界

1/6 陆地面积的国家，在世界地图上所占比例变成

了 1/8，国家领土减少了 532.76 万平方千米（约

24%）。人口降至 1.465 亿，几乎减少 50%。

这些并不是苏联政权的统治政策所带来的负

面结果，而是一些人出卖国家利益造成的后果。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索戈林十分精辟地总结了戈

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特征：“……1985 年戈尔巴

乔夫选择的改革社会主义的行政命令模式……失

败了，而从 1987 年开始采用的民主改革模式引发

了更具毁灭性的经济后果，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几

代人注定要经受苦难，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极其

不明朗……”① 

从经济后果看，戈尔巴乔夫改革阻碍了以科技

进步、技术创新、发展基础和应用科学为指导方针

的国民经济发展进步方案，留给俄罗斯新任领导人

的是国家的重建与振兴，即在规模和解决方式上类

似于二战后的 1945—1948 年间苏联政府所面临的

任务。

戈尔巴乔夫遗留的政治问题也不少：国家仅仅

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民主”，民主成为凌驾于政

治自由和民众社会责任之上的空洞口号。而对继任

的政权来说，民主所能带来的政治收益也很低。政

治家玩弄的政治手腕导致民众离他们越来越远。从

1985 年起，国家与真正的民主制度渐行渐远，至

今都无法扭转。可以说，在几十年间，改革把民主

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戈尔巴乔夫改革在人的道德与精神层面起到的

破坏作用应该是 大的，一是在国家造成了一种对

社会的仇视态度，人们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动不动

就使用暴力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无视法律，

恣意妄为；二是形成了一个顽固而又怀有极端政治

情绪的社会阶层；三是激化了可能转变为尖锐的大

规模冲突的社会紧张情绪；四是出现了一些具有民

族主义倾向的策源地，为民族危机和分裂主义言论

提供了场所②。

所有这些都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后果及

教训。

（责任编辑　刘阳）

①  См.:Согрин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1994. С.107.

②  См.:Серебряников В.，Хлопьев А. Соци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М.1996. С.80.

Abstract: From the later period of Brethnev’s accession to power to 1985 when Gorbachev succeeded to the post 
of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SSR, the Soviet Union’s economy, although presenting a 
stagnant state, did not reach the stage of irrecoverableness: Gorbachev’s promise to carry out reform and some data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be used to testify it. However, the Soviet Union’s economy continued to decline for 
some years and moved to collapse at last.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 psychology became seriously twisted and the 
national strength descended rapidly and went to collapse fi nally. Carefully examining the process of Gorbachev’s 
reform can help on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the Soviet Union breakup. 
Key words: Gorbachev; reform; Soviet Union

Gorbachev’s Reform: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and Lessons

V. I. Zhukov    Tr. by Su Ruixue, LI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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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ннотация】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правления Брежнева вплоть до прихода к власти Горбачева в 1985 году 
экономик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находилас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застоя”, но еще не достигла необратимой точки. В 
качеств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можно привести обещания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реформ, которые дал Горбачев, придя к 
власти, а также некоторые дан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лет эконом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одолжала сокращаться, и,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наступил ее крах.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и духовной 
сфере также происходят серьез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мощ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падает, что в итоге приводит 
к распаду страны. Углубленное изучение реформ Горбачева может помочь более четкому пониманию причин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Горбачев; реформ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Реформы М.С. Горбачева: Социаль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и уроки 

В.И.Жуков, пер. Су Жуйсюе, Ли Ян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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