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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5343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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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

突出表现主要有：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国家的经济实力

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进

步的巨大贡献：开创了人类历史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新纪元；为人类社会最终消灭剥削制度、建设无阶级的新

社会提供了宝贵经验；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和

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

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是制止侵略战争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伟大力量。 （二）社会主义国家经

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探索 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走上改革道路

的是南斯拉夫。由于与苏联产生矛盾，南斯拉夫于1950年宣

布实行工人自治，开创了社会主义自治的新模式。 从20世

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先后经历了三次程度

不同的改革浪潮。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

初。赫鲁晓夫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局部性的改

革。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各国也先后开始政策调整。如波

兰、匈牙利两国，在基本保持原体制的前提下，开始提出计

划与市场的结合问题，同时注意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发展工人

参与企业管理。 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

期。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全面展开对经济体制的改

革。改革的目标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市场机制，用计划

指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代替苏联传统体制。到20世



纪70年代中期，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模式"计划

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l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这

一改革触犯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 1968年8

月20日，苏联率领华约五国悍然入侵捷克，迫使其放弃了改

革。 第三次浪潮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次改革

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以往。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

国率先搞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在苏联和东欧国家

全面展开，改革成为各国的共识。苏联从20世纪。80年代初

开始，在党的权力的交替过程中，也逐步加大了改革的力度

。在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开始全方位的改革。苏联的全面

改革，为东欧国家的深入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

、苏联和东欧各国改革的汇合，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第三

次高潮。 （三）战后苏联对外政策 自二战结束以来，苏联的

对外政策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斯大林时期（二战结束

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对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从合作到

对抗。苏联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与西方国家建立了"雅尔塔体

制"，共同瓜分世界势力范围。但从1947年开始，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掀起了反共、反苏浪潮，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

行遏制和冷战。面对这种形势，苏联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对策

，与之抗衡。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苏联的大党主义

和大国主义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赫鲁晓夫时期（20世纪50

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对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苏联

改变了前一时期以对抗为主的政策，采取和解与对抗相结合

、以和解为主的方针。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

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希望赢



得时间，增强自己的国力。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

虽然赫鲁晓夫调整恢复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但苏联从根本

上仍然推行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突出的表现就是以比较粗

暴的方式对待中国，造成中苏关系的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的

瓦解。 勃列日涅夫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

。这是苏联霸权主义政策发展的巅峰时期。在对西方的关系

上，苏联采取了既缓和又对抗、在缓和下面大举进攻的方针

，目的是争夺世界霸权。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苏联

走得更远。苏联提出了以"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

会主义大家庭论"为核心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为其控制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理论依据。 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年

至l991年）。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

乔夫于1987年公开提出了"新思维"，其核心是"全人类的价值

高于阶级利益"，主张国际关系人道化、非军事化、民主化和

国家关系非军事化。在"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对西方国家

采取了全面缓和的政策。戈尔巴乔夫与西方领导人频繁会晤

，达成了包括分阶段消除核武器在内的诸多协定。戈尔巴乔

夫的这种政策，一方面促进了国际形势的缓和，改善了苏联

和西方关系；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无原则退

让等副作用，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起到了配合作用

。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戈尔巴乔夫承认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多样性，承认各国有自己的国情因而有根据这些国情采

用不同建设道路的权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了对东欧国

家的控制。苏联还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1989年实现了

双方关系的正常化。更多优质资料尽在考研论坛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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