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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本章逻辑图 第一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

展与探索 (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国

家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探索 (三)战后苏联对外政策 第二节 

苏联、东欧国家的变化 (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及其原因与

历史教训 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集中力

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强

执政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接受群众的监督；社

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改革，改革又必须始终坚持和捍卫社会

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阴谋和渗透颠覆活动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不懈地与之开展

有效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同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紧密结合。 第三节 正确认识社会主

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

统一 (二)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近四年真题 2004

年第37题，选做题Ⅱ 材料1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

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对此西方思想界的

保守派纷纷著书重新审视西方“胜利”的历史原因和人类历

史发展道路。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

之人》便是这种背景的产物。福山在书中提出：一个值得注

意的共识这几年已在世界出现，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

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可



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

态”，也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

能再改良了。最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在拉丁美洲和东欧、苏

联、中东与亚洲，强固的政府都在这二十年间动摇了。自由

民主目前已及于全球的不同地区与文化，成为惟一一贯的政

治憧憬对象。 材料2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

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2001年中

国的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位居

世界第六位。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世界上的排位上升到第5

位，2002年中国吸收外资超过美国，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国

家。在下图中，作为衡量一国总体经济实力主要指标的GDP

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五年来的变化。 请回答： ①结合材料

评析资本主义是“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的观点。 ②用唯物

史观评析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

的观点。 ③在两制并存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才能更

快地实现自身的发展? 【答案要点】 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

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受的重大挫折

，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人类

统治的最后形态。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取得了

举世公认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

，经济总量大幅度跃升。这些事实说明，福山的观点是错误

的。(3分) ②自由民主的理念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社会

存在的反映，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

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观念及其所表现的政治制度是资本

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映，它只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



段具有合理性，而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它必然为无产阶级

的自由民主观念所扬弃，并发展为新的、更高的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3分) ③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更快的发展，必须在两

制的竞争中吸收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

果，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但是要

抵制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处理好开

放与维护民族利益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方向，从本

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在与资本主义国

家合作和竞争的过程中实现自身更快的发展。(4分) 独联体成

员国与冷战后东欧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本章逻辑图 第一节 独联

体成员国与冷战后东欧国家的概况 (一)独联体成员国与东欧

国家经济、政治的转型 经济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取

代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政治上共产党一党执政的

集权体制被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所取代，它们

的对外政策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 (二)独联体及东欧国家对

外政策的发展演变 从目前的情况看，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奉

行以西方为重点的全方位外交；而东欧国家则以融入欧洲大

家庭作为自己的外交基轴。为此，谋求加入北约和欧盟成为

它们最主要的外交目标。在社会制度转型后，基于自己国家

利益和前途的考虑，东欧国家都明确将它们的发展战略目标

确定为：回归欧洲，实现与欧洲的一体化。 第二节 俄罗斯的

经济、政治与外交 (一)俄罗斯经济、政治的转型 俄罗斯的经

济转型主要是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私有制为基

础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其转型的核心是私有化。俄罗斯政治

转型主要是从共产党领导的集权体制，转变为以多党制为基

础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俄罗斯的三权分立体制还是具有自



己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权力的分配不均衡，总统权力极大、

议会权力较小、司法权力更弱。正因为如此，人们将俄罗斯

的总统制称为“总统集权制”。根据宪法规定，俄罗斯总统

负责决定国家的内外政策，议会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总统

直接任命政府，而议会多数派不能直接组阁；总统有权解散

议会，而议会却难以弹劾总统。所以，有人认为俄罗斯的三

权分立名不副实。 (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 在叶利钦时期

，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边倒”的

亲西方外交及其调整阶段（1992－1993年）；维护国家利益

的“全方位”外交阶段（1994－1995年）；重振大国地位和

推动世界“多极化”阶段（1996－1999年）。从1996年开始，

俄罗斯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强调重振大国地位，大力推行

“全方位”外交。明确宣布俄罗斯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俄

罗斯支持世界的多极化，反对建立“单极世界”。 普京上台

后，在外交上推行与俄罗斯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全方位外交。

他主张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民族精神为动力，选择适合本

国国情道路，重振大国地位。普京的外交战略更多地体现了

现实主义的特点，将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置于对外政策的首

要地位，反对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化，突出强调军事安全和推

动经济发展，实行务实外交政策。他主张“世界多极化”，

反对单极世界；主张建立新型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强调

这一过程中应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作用；强化俄罗斯的核

威慑能力，强调俄罗斯“有足够的力量”捍卫主权与安全和

民族利益；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通过合作促进自身利益。可

以说，普京外交思维的核心内容就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实

用主义外交和以地缘政治利益为中心的大国均衡外交。反映



在外交实践中，普京把独联体、欧洲、美国和亚洲列为俄罗

斯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大力通过相互交往获取国家利益，

提高国家地位。 近年来，在美国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

，中俄关系日益密切，两国的共同点也日益增多，尤其在维

护国际新秩序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2005年7月1日，胡锦

涛在访俄期间，与普京共同签署了《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

序的联合声明》，强调：“不寻求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和主导

权”；“不将国家划分为领导型和从属型”；“加强联合国

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不能从外部强加社会政治制

度模式”等。另外，俄罗斯赞同中国关于“强行表决将导致

联合国的分裂”。显然，双方是针对美国的。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