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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4/2021_2022_2009_E8_80_

83_E7_A0_94_c73_534385.htm 苏联、东欧国家的变化 （一）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基本过程大体

以1989年夏秋波兰统一工人党大选败北、组阁受挫，团结工

会登台执政为序幕，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为终结，历时两年

多。 1.东欧剧变的基本过程和步骤各国演变的过程大体经历

了这样的步骤：首先是无产阶级执政党面对日益深重的国内

危机。在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逼迫下，放弃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则，宣布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使改革偏离社会

主义方向；继而反对派乘势而起，抓住执政党的历史错误和

现实危机，步步进逼，执政党不断妥协退让；最后执政党陷

于分裂和崩溃，反对派通过大选或者不断地制造动乱；直至

采取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使这些国家彻底改变颜色。 由

于各国的具体演变方式和程度不同，东欧剧变有几种类型：

一是执政党领导层内讧和分裂，党的力量严重削弱，在反对

派势力的进攻下丧失政权，匈牙利、南斯拉夫属于这种情况

；二是执政党迫于国内反对派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强大压力，

步步退让，最终被赶下台，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

和阿尔巴尼亚属于这种情况；三是执政党的领袖思想僵化，

独断专行，激起群众强烈不满，终于导致武装冲突，军队倒

戈，政权更易，罗马尼亚属于这种情况。 2.苏联解体各国具

体演变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类型，即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层蜕变

，导致党被解散，国家走向解体，苏联是其典型代表。 戈尔

巴乔夫上台后，实行的改革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



段主要致力于"加速发展战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基本

思想是在不变动旧体制总体框架的前提下，加以改进和完善

；后一阶段由于经济改革未能突破僵化体制，经济困境日益

恶化，戈尔巴乔夫没有从经济改革本身去总结经验教训，而

草率地将改革的重心转移到政治领域，并逐步使改革背离社

会主义方向。l991年12月21 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

之外，ll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举行会议，通过《阿

拉木图宣言》等文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

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取消苏联总统的设置。l2月25日，戈尔

巴乔夫宣布辞职，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确认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和独联体的成立。 

（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与历史教训 苏联解体是20

世纪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是各种因素错综复杂、

互相作用，形成一种总的合力的结果。 苏东剧变的原因：经

济建设长期搞不上去，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

趋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政权根基

；执政党政治上集权过度，民主不足，个人专断，官员腐败

，日益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直接

葬送了社会主义的全部成果；争夺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大

大地加重了苏联的沉重负担；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

略是苏联、东欧剧变的强大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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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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