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

（一）苏联解体的内在原因

1、苏联自斯大林时期就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

展教条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就不会有正确

的实践。苏联强调经济的片面发展，采取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重工业；国家权力高度集中，过于忽视

民众的切身利益。由于意识形态差异等方面的原因，对外关系具有

极强的封闭性。最重要的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时期的具体国

情相结合，未能认识到苏联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

主义社会过渡。

2、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文化传统和极端的民族性格。苏联历史

上属于封建的农奴制国家，大国沙文主义的弊端并没有彻底清除，

地理环境、民族信仰等各种因素交互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极端性，

做决策时不能坚持湿度原则，没有合理平衡各方利益，达到理性的

平衡点，实现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3、主要领导人错误的改革思想，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

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他进行的以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为主

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为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良好的

机会和条件。戈尔巴乔夫放弃共产党对党的领导权，导致苏联内部

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凝聚力。苏联各主要领导人都急于对苏联的

社会进行改革，但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形式而轻内容，并不能

从根本上挽救苏联解体的命运。

（二）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

1、冷战和军备竞赛。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已同美国进行了长约

半个世纪的冷战阶段，美国一直把持着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不曾动

摇，苏联为了能与美国在军事方面抗衡，大力发展军工产业，经济

发展资金不足，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恶化，苏联的统治阶级已经失

去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赖。

2、、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苏联自诞生之日起，西

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就对苏联充满敌视，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

篮中，冷战期间，一方面苏联利用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对苏联进行思

想渗透。例如美国在西欧设立两个专门对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

进行政治和文化渗透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

由电台”。另一方面，积极对苏联进行分裂，煽动民族情绪，支持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并且运用经济手段来诱压社会主义国

家接受西方条件。力图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各个方



面对苏联采取灵活的制裁。

3、民族矛盾尖锐。苏联的政治体制表面看属于联邦制，苏联中

央给予各加盟共和国一定的权利，但实质苏联属于单一制中央集权

的国家，对少数民族实行不公平的民族政策。例如，强迫各少数民

族接受苏联文化，以及迫使少数民族迁徙等，民族矛盾与宗教冲突

不断加剧，西方国家利用苏联内部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加速苏联的解

体。

二、苏联解体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苏联之所以会走上解体

的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放弃了国家领导权，以及苏

联在执政时期采取恐怖治国的政策，例如著名的“大清洗”运动，

苏联高层的专制与腐败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因此，我国应不断

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另外，

苏联采取党的重要领导人的终身领导体制，个人集权制和干部任命

制，易形成党派纷争，加速个人崇拜，因此，我国应适时发展党的

退出机制，真正实现党的民主执政。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生

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普遍认同的经济

社会发展规律，我国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发展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结合，促

进我国经济的和谐、健康、稳定发展。

3、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苏联在政

治上实行政治高压政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打压异己，不允许国

家出现与苏联政策的不同声音，最终导致其他民族的反感与反抗，

我国应不断加强对党的高层的监督，坚持党内监督，司法监督和群

众监督三者结合的原则，取长补短，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4、妥善解决民族问题，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有 56个

民族，民族成分复杂多样，如果处理不好民族之间的矛盾，极易导

致国家内部的分裂，我国应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物，加强少数民族的自主性。

让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真正得以实现。

5、发展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极强的理论与现实意

义。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实

行的和平演变政策，利用意识形态的差异对苏联实行种种制裁，中

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应不

断为经济、政治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例如，中国可以加大

公共外交的进程，使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有更清晰的了解，孔子学

院在各个国家的创建可谓公共外交的一大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