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讲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本讲主要内容

一、苏联模式的形成

二、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的推行

三、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移植



一、苏联模式的形成



1. 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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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di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viet Republic in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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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tachment of Russian infantry singing on the march in 1920 during the 
civil war.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Bolshevik Red Army and the counter-
revolutionary White Russians, began aft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1917.
Despite intervention by the Allies on behalf of the White forces, the Bolsh-

eviks' ultimate victory in 1920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in 1922.

苏俄红军



1918年的列宁

1919年的列宁



1920年的列宁



◎ 战时共产主义

☆ 主要内容

☆ 两重含义

* 战时非常的和临时的政策

* 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

☆ 成功的一面：巩固了新生政权

☆ 失败的一面：喀琅斯塔德水兵叛乱



2. 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

“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

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
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
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

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
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

为了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
来准备），需要国家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
阶段。 ”
——列宁：《十月革命四

周年》
◎ 列宁的认识



Lenin realized that Russia was not ready for the pure communism as set
forth by Marx. He understood the need to relax the harsh policies and 
allow some capitalist behaviors to continue. The decision to allow peasants 
to own farms and keep what they produced (after paying taxes to the state)
created support for his policies and generated more trade. By allowing 
people to own small business and farms, production increase and caught 
up to pre-war levels. With the economy beginning to stabilize, Lenin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how to govern the massive nation of Russia. 

——www.saskschools.ca/.../ unit1/sec6_09.html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1913~1926年工业总产值(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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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方面

☆ 政治方面

* 对苏联政治发展的影响

* 对共产国际的影响



3. 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

◎ 1922年的列宁



◎ 1922年的列宁



◎ 列宁的“政治遗嘱”（1923年）

☆ On Cooperation

☆ Our Revolution 

☆ How We Should Reorganise the Wo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ion  ——Recommendation
to the Twelfth Party Congress 

☆ Better Fewer, But Better 

☆ To: COMRADE STALIN



◎ 列宁的思考

☆ 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是漫长的

☆ 社会主义必须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 过渡时期要发展商品经济

☆ 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 通过合作制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改善党的领导



4. 苏共党内的争论

◎ 列宁去逝







◎ 一国是否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Gregory Zinoviev 
1883-1936 

Leon Trotsky 
1879~1940

斯大林和布哈林



Leon Trotsky 



Nikolai Bukharin
1888-1938

◎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Joseph Stalin
1879-1953 

☆ 军事共产主义VS新经济政策

☆ 改良VS阶级斗争

☆ 发财吧VS剪刀差

☆ 自愿合作与强制集体化



5.  苏联模式的形成

◎ 工业化

☆ 1925年十四大提出

☆ 一五(1928~32年)

☆ 二五(1933~37年)

☆ 特点与评价

The amounts expended for new construction,
equipment and capital repairs in the various
industries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are as follows (in rubles):

1,263,500,00
0

1,090,000,00
0810,990,000Total

29,600,0007,200,0008,080,000Other

18,600,00016,500,00021,680,000Leather

77,800,00064,700,00067,600,000Food

191,400,000176,500,000147,150,000Textile

80,700,00042,900,00033,080,000Silicate

38,200,00037,600,00023,920,000Paper

39,100,00029,500,00017,240,000Timber

78,200,00060,100,00048,310,000Chemical

17,700,00017,200,00013,070,000Electro-
Technical

359,900,000284,900,00088,910,000Metal

15,400,00014,700,00014,670,000Mining (other 
than above)

197,200,000180,400,000150,200,000Oil

119,700,000157,800,00077,080,000Coal

RublesRublesRublesIndustries

1927-281926-271925-26

In dollars the above totals are respectively 
$417,659,850, $561,350,000 and $650,702,500. 



The steady increase in output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11,502,0001927-28

10,184,0001926-27

8,142,0001925-26

6,960,6001924-25

5,942,2901923-24

5,166,3721922-23

4,629,0001921-22

3,893,0001920

9,215,9111913

Metric TonsYear



◎ 农业集体化

☆ 粮食收购危机

☆ 1927年十五大开始

☆ 1929年的“大转变”

☆ 1930年的消灭富农方针

☆ 全盘集体化运动

☆ 1937年完成



Figures for the total sown area, including peasant farms 
as well as Soviet and collective farms 

234,056,6001928

240,304,5001927

234,222,8001926

217,465,4001925

257,013,0001913

Acres



As regards the various grain crops, the sown area of the peasant
farms was distributed as follows (in thousands of acres)

236,223.3230,156.0213,414.0Total grain 
crops 

5,804.76,344.95,603.3Other grain 
crops

7,131 .37,294.98,287.9Corn (Maize)

10,51 2.213,061. 015,276. 9Millet

6,811.16,999.37,057.3Buckwheat

42,955.237,573. 631,414. 2Oats

17,479.618,217. 715,715. 6Barley

75,942.370,874. 459,771. 0Wheat

69,586.669,790. 270,287. 8Rye

192719261925



Gross grain crops, in thousands of metric tons

73,12076,28472,430Total grain 
crops

2,0442,3411,859Other grain 
crops

3,7823,6444,488Corn (Maize)

3,6843,2954,607Millet

1,9381,8911,653Buckwheat

13,03514,34011,584Oats

4,6775,5156,081Barley

20,38922,31419,868Wheat

23,57122,94422,290Rye

192719261925



◎ 大清洗

☆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剌

☆ 1936年夏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合总部”的审判

☆ 1937年对皮达可夫、拉狄克“平行总部”的审判

☆ 1938年对布哈林、李可夫“右派联盟”的审判

☆ 结果

☆ 原因与教训



◎ 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纯粹的、

非商品的、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布尔

什维克党的战时共产主义实践相结合。实现这

种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也不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富裕程度，更不是国家

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而是以行政手段对社会

各方面的控制程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的与资

本主义的对立性。

☆ 单一的公有制
☆ 非均衡的经济结构
☆ 指令性的计划经济
☆ 行政手段管理经济

☆ 一党执政
☆ 中央高度集权
☆ 领导人的终身制
☆ 国家安全机构的特殊地位

☆ 思想垄断
☆ 自命清高,自我封闭



1937年苏联工农业中公有与私有的比例

99.80% 98.60% 100%

0.20% 1.40%

工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商品流通

公有制

私有制



二、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的推行



1. 东欧战后初期的人民民主制度

◎

战
后
初
期
斯
大
林
对
两
种
制
度
的
看
法

☆ 共处与合作

☆ 1945年4月13日，致杜鲁门的唁电
1945年5月和9月两次告苏联人民书

1946年12月21日，与埃利特奥·罗斯福谈话
1947年4月9日，与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

☆ 缘由与评价



◎ 东欧的人民民主制度

☆ 存在时间1945~1947年

☆ 季米特洛夫、哥穆尔卡、哥特瓦尔德等人的提法

☆ 人民民主制度的标志
*  保留议会制
*  实行多党制
*  各种所有制并存
*  进行土地改革

☆ 缘由与评价

季米特洛夫

哥穆尔卡

哥特瓦尔德



2. 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的推行

◎ 背景之一：西方角度

杜鲁门

凯南
马歇尔

丘吉尔



◎ 背景之二：苏联角度

☆ 斯大林对两制关系看法的变化

* 两大阵营
* 两个平行市场

☆ 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

* 与西方针锋相对
* 加强对东欧的控制

# 强化与东欧的经济联系
# 强化与东欧的政治联系
# 强化与东欧的军事联系



◎ 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的确立

☆ 确立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

☆ 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 农业集体化

☆ 1948~1952年间的政治大清洗

☆ 成就、问题与教训



三、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移植



◎ 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选择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
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
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
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
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
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
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
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
路是没有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



◎

向
苏
联
学
习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
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
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
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
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1953年2月，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

向
苏
联
学
习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 向苏联学习经济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

1951年3月21日,国务

院副总理陈云作第一

个五年计划报告

代表举手通过一五计划



李富春(1900~1975),新中国

成立之初，任政务院财政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
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
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袁宝华先后担任东
北工业部秘书长兼计划处长，国家
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物资管理
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
员会等重要经济管理部门的局长、
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副主任、
主任等领导职务。



☆ 学习苏联的高等教育

“这次改革以学习苏联经验为重点，包括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
和高等的模式，采用苏联学校的教学计划、大纲直到教材；
运用苏联学校设立的各个教学环节，普遍成立教学研究室；
以及搬用苏联的许多规章制度等。”

——高奇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第306页



☆ 学习苏联的政治体制

表面上的区别：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域自治、
多党合作制

本质上的一致：中国政治体制主要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基本特征同苏联
是一样的，如共产党权力过分集中，人民民主权利不足，选
举制流于形式，终身制长期存在，领袖个人集权甚至个人崇
拜严重存在，权力、特别是最高领导者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