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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革命的历史特点与意义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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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古巴革命的阶段性、过渡性与长期性   

 (一) 古巴革命的第一阶段: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与巩固   

 1953 年蒙卡达起义失败后,卡斯特罗就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又称《蒙卡达纲领》) 中指

出,1959 年革命的目标是恢复1940 年宪法,建立革命政府,实行工业化和外国资本国有化,进行土地和教

育方面的改革,并实行民族独立政策,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因此,具有民族民主性质的1959 年

古巴革命,在胜利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实践《蒙卡达纲领》对革命第一阶段的规定。 

 1. 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革命政权 

 1959 年1 月3 日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解散旧议会和特别法庭,清除政府和其他机构中的巴蒂斯

塔分子,取缔反动政党;废除一切反动法令,没收反动分子的财产;改组旧军队,建立革命武装部队。与此同

时,逐步建立新的革命秩序,扩大社会民主。同年2 月7 日,临时政府颁布了以1940 年宪法为基础的

《1959 年根本法》,起宪法的作用。为了体现统一战线原则,临时政府由曾经参加反独裁统治的各派政

治力量所组成。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曼努埃尔·乌鲁蒂亚( 1901 -1981) 和何塞·米罗·卡多纳(1903 

- 1974) 分别担任总统和总理。卡斯特罗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然而,随着革命的深入,自由派反对改革的

立场日益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在人民的要求下,卡斯特罗于1959 年2 月16 日接受了总理职务。

在此后一段时间中,新政府曾多次改组,使政权内的革命力量逐渐占有绝对优势。到同年7 月,以奥斯瓦

尔多·多尔蒂科斯(1919 - 1983) 代替乌鲁蒂亚担任总统时,建立革命政权的任务便基本完成了。 

 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革命统一阵线的分化日渐明晰。一部分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上层

以及农村中的大庄园主纷纷起来反对这场革命。他们对大城市中的一些厂矿企业进行破坏活动,而在农

村则组织反政府的武装。革命政府对这些活动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打击,并从组织上保证了革命的秩序。

1959 年10 月,政府将“起义军”改名为“革命武装力量”,成立“革命武装力量部”,以加强军队的力

量。1960 年9 月,群众组织保卫革命委员会成立。该组织在全国、省、区和街道均设有机构,其任务是

配合政府维持社会治安。从成分复杂的临时政府到统一组织的革命政权,古巴革命进一步巩固了革命成

果。 

  2. 改造旧的经济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首先,古巴政府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大庄园制和外国资本土地占有制,从而实现了对农村生产关系

的社会主义革命。1959 年5 月17 日,革命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土改法规定废除大庄园制度和禁

止外国人占有古巴土地,并对每个自然人或法人占有土地的具体份额做出了明确规定和惩戒办法。一方

面,土改把征得的大庄园主和美国人占有的土地分给了10 多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另一方面,把大部分征得

的庄园直接组成了国营人民农场和农牧业生产合作社,从而使40 %的土地成为国有。其次,古巴政府通

过颁布石油法和矿业法,废除了一切租让地,并开始对外国企业实行国有化。从1960 年6 月到9 月,政府

先后接管了外国炼油厂、美国银行和部分美国企业,并征用美国人在古巴的财产。1960 年10 月,美国宣

布对古巴实行禁运后,古巴把余下的全部美资企业共400 多家收归国有,价值约合12 亿美元。最后,古巴



 

政府还通过没收和接管,将独裁政府的残余经济和城市私营工商业收归国有,并进一步改造城市经济。

1960 年1 月28 日,政府将巴蒂斯塔分子共4 亿比索的全部财产收归国有。同年9 月,政府接管了所有私营

烟厂。10 月,将382 家私营工商企业和全部私营银行收归国有。政府还于1960年10 月14 日颁布了《城

市改革法》,规定每户居民只准拥有一所住宅,租房者以每月的房租分期偿还房价,在5～20 年内积累还

足房价后便可成为所住房屋的主人,从而逐步消除了城市中的房租剥削关系。  

 (二) 古巴革命的过渡阶段:从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背景   

 在1960 年底古巴基本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后,革命的领导者面临着革命是否要继续深入下去的

抉择。当时的形势正如卡斯特罗所说,“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是继续处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

还是进行一次反帝的社会主义的革命。1961 年4 月16 日,卡斯特罗在群众集会上宣布,古巴革命是“一

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标志着古巴革命的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正式开始。到1963 年底,古

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此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古巴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和重要的现实原因。同战后

出现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古巴的革命过程不是与世界战争或直接反抗外国统治者的民族解放战争

相联系的,而是以反对独裁政权的国内革命战争的方式取得政权的。古巴革命在20世纪50 年代末之所

以能取得胜利并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是由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与支援、古巴国内人民社会

党革命态度的积极转变以及古巴工农群众革命觉悟的进一步提升等客观因素。而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

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以卡斯特罗为代表的“七·二六”运动深受爱国主义的感染和马列主

义学说的启发,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在反独裁斗争中尊重和团结老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后,他们又充分

发挥人民社会党的积极作用,并在1961 年前后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的关键时刻,做出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的果断决定。 

 因此,古巴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是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根本

原因还在于古巴革命政权领导力量和人民大众的自身觉醒。   

 (三) 古巴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为巩固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并进一步理顺国内生产关系和解放生产力,古巴

革命的领导力量自1961 年4 月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后,先后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

的发展。 

 1. 组建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古巴共产党1961 年7 月,古巴三个主要革命组织“七·二六”运

动、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成立“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2 年,古巴革命

统一组织改名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在此基础上,1965 年10 月3 日,建立“古巴共产党”,由

卡斯特罗担任党的第一书记。 

 2. 实行第二次农村土地改革,进一步消灭城市中剩余的私有制 

 1963 年的第二次土地改革,消灭了农村中的大庄园制和富农经济,使国有土地(主要是国营农场和甘

蔗农场) 占70 % ,小农和合作社的土地占30 %。1968 年3 月,古巴政府接管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小企业、

手工作坊、零售商业和小服务业。至此,除农村的部分小农之外,残余的私人经济统统被消灭,实现了彻

底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国有化,由此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3. 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教育事业 

 古巴于1963 年4 月颁布了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并进一步扩大了免费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险的范围,建

立了使全体人民享受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教育方面,政府一方面开展扫盲运

动,大力兴办学校,另一方面则普及初等教育, 繁荣革命文化。古巴的文盲率从2316 %下降到3. 9 %。到

1961 年底,小学数量比革命前增加了70 %,入学人数增加了一倍。1961 年8月和1962 年12 月,先后召开

了作家、艺术家和文化代表大会,强调文艺作品要为革命事业服务。 

 4. 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积极声援别国的反帝革命和斗争 

 1961 年4 月,在古巴政府与人民的坚决反击下,美国雇佣军入侵吉隆滩,遭到惨败。1962 年2月,针对

美国强迫美洲国家组织做出开除古巴的无理决议,古巴全国人民大会通过了《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谴

 



责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奴役、掠夺和侵略。同年10 月16 日,美国宣布武装封锁古巴,并一手策动了随后的

“古巴导弹危机”。面对美国发起的“集体制裁”和颠覆活动,古巴从20 世纪60年代中期起积极向拉

美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推广其武装斗争的经验。1975 年,美洲国家组织取消了对古巴的制裁,拉丁美洲

不少国家同古巴恢复或建立了外交关系,古巴也相继调整了对外政策。 

 5. 积极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1961 年至1963 年前后,古巴先后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能源、军事、物资等方面的

有力援助。此后的1972 年,古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

关系。   

 (四)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曲折性和长期性   

 古巴社会主义恶劣的外部生存环境决定了古巴革命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自古巴革命胜利以

来,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美国封锁的长期压力,古巴政府和人民从未低估革命的困难和挑战,并始

终保持着革命时期审慎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忧患意识,以抵御来自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干扰和不确定因素

带来的风险。尤其是苏东剧变以来,古巴共产党和政府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继续发扬革命精神和传

统,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密切联系群众,并积极通过全方位的外交活动和稳步的改

革开放,不断开拓社会主义革新与发展的新空间。 

 1. 政治民主制度不断完善,领导层交接顺利进行 

 2008 年2 月,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第七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正式将国

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移交给其兄弟劳尔·卡斯特罗。上任后的劳尔·卡斯特罗求真务

实,力主创新,号召对古巴社会主义进行“必要的结构变革和观念变革”,尤其是其对民生领域相关经济

政策的松绑和对政府人事的大改组引起了古巴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猜测。古巴新领导人还强调,古巴党

和政府应实行集体领导,要扩大各级人大代表的作用,并提出了新社会保障法草案等。以劳尔为首的古

巴新领导集体既要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又要积极应对古巴党内外的变革诉求和呼声,还担负着培育新

一代领导集体的使命,古巴政权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此外,在2007 年10 月到2008 年3 月期间,古巴还逐

步实现了从市到省、再到国家层面的新一届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其中市级选举的投票率高

达96. 49 %。在意识形态方面,古巴坚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开展“思想战役”,该活动始于1999年古巴

男孩埃连回国事件期间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的亲自倡议。除开展广泛的道德辩论和政治行动外“, 

思想战役”活动还在古巴社会的各个领域启动了提高古巴人民生活质量的一系列项目。 

 2. 经济实现结构性变革和持续性增长 

 受苏东剧变影响深重的古巴经济在经历了自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的不断调整和恢复后,终于在

新世纪迎来了持续性增长和结构性转机。1995 - 2000 年,古巴经济实现年均增长417 % ,2006 年增长

1215 % ,2007 年增长71 5 % ,2008 年,由于受三次飓风袭击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古巴经济仍然实现了

4. 3 %的年增长率。此外,为克服蔗糖经济单一结构带来的脆弱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市场需

求,古巴政府还适时调整并逐步形成了以旅游服务业为核心、以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为突破口、以

石油和镍矿开采业为补充的古巴新经济结构。 

 3. 社会人文领域继续保持地区领先优势 

 在教育、医疗、科技等社会人文领域,古巴社会主义也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就。古巴是世界上文

盲最少的国家,文盲率保持在0. 2 %。古巴的基础教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小学入学率达100 % ,中学入学

率为99. 7 % ,居民平均教育水平为9 年级。2007 年,古巴教育投入占古巴GDP 的14 % ,而中国同期只达

到了3. 32 %。古巴还不断完善教育体制和充实教学内容,其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也有许多值得借

鉴之处。据美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两项最新成果表明,古巴是拉美国家中教育成就最突出

的国家。与此同时,古巴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多年来,医疗投入均占GDP 的10 %左右,实行全民免费医

疗,重视疾病预防,平均每750 人就配置1 名家庭医生,全国人均寿命达77 岁。古巴科技发展成果显著,科

研队伍不断壮大,尤其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古巴坚持自主创新,疫苗、干扰素、降血脂药物等多项技术专

利均为世界领先水平。2006 年,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将古巴列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国家。早在半个世纪前,古巴就开始探索和规划可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研发体系和教育体系,并

率先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写入宪法,积极致力于国际可持续发展事业。 

 4. 多元外交有序展开,成果丰硕 

 苏东剧变后,古巴开始实行多元的外交政策和全方位的国际合作,一方面,有力地扩大了自身的生存

空间和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也成功捍卫了古巴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进入新世纪以

来,古巴与拉美各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与加强,不结盟运动、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和联合国

等国际组织成为古巴多边外交的主要阵地。 

 5. 执政党建设不断深入 

 古巴社会主义的不断前行同古巴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密不可分。为加强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

性,古巴共产党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党建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古巴共产党的执

政地位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2008 年4 月,古巴共产党召开第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在2009 年下半年召开

古巴共产党第6 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总结古巴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制定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这是继1997年召开古巴共产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又一次具有旗帜意义的历史性

会议。 

 总之,古巴革命既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更象征着一种批判精神和革命意志。正是在这种革

命信念和理想的鼓舞下,古巴的社会意识才可能体现出难得的团结和统一,古巴的革命力量才可能长盛

不衰,古巴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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