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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6年前后，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革之风劲吹。
中国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并取得初步的成就。
但在1957年之后，中国的改革虽然表现出诸多不同于苏联传统模式的特征，但也越来越脱离了正确的
方向，直到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以震动世界的法国“五月风暴”为代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一
片激烈的造反之声。
激进的造反者高举毛泽东、胡志明、格瓦拉等人的画像，高呼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口号，在学校
、工厂、街头与警察对峙。
热情的中国群众则以各种各样大规模的集会表示赞美和声援。
处于世界两端的人们相互引以为同道，共同憧憬着“再造一个巴黎公社”。
苏联东欧等国的改革，虽然没有出现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曲折，却也是步履蹒跚，反反复复，
未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及至20世纪末纷纷变质改制。
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历经磨难和曲折的社会主义改革却由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推向高潮。
这其中的原委总令人费解。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曾说：20世纪60年代有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这个阶段是一个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释放的时期。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形象对理解这一进程是最有启发意义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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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步履蹒跚地行走在改革之路上时，中国爆发了“文化大
革命”。
这场“大革命”的原因何在，它要达到什么目的？
　　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西方发达国家里也是一片狂热的造反之声。
这只是偶然的巧合吗？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苏联东欧等国家的改革因重重阻力而停滞不前以至纷纷换旗易帜时，社
会主义改革事业却由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推向高潮，渐入佳境。
应如何解释这种巨大的历史反差。
　　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正确在评价党和国家的历史，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
想。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遗产是如何作用于中国改革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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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西方发达国家在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并酝酿或开始第二次现代化时，苏
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正处在第一次现代化的不同阶段。
在历史学家把二战后20年称作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时，他们也都会承认，在战后第一个15年
间，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远较西方为快。
而当西方发达国家在战后进行以类似“新政”为主要内容的调整时，1950年代中期，一股改革的大潮
也席卷了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多数国家。
1960年代，当西方因“国家干预”已走到尽头，政治经济一片动荡并酝酿新的重大调整时，社会主义
诸国的改革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的则明显倒退。
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选择。
而社会主义改革时代的到来，则使社会主义适应了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时代要求。
但这种改革之艰难曲折，则是当时所有人始料不及的。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进行的初步改革，在解放思想，消除个人崇拜、发展民主、加强法制、扩大地
方权限、发展集约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1958年前以“放权”、推行小组包工奖励制度、鼓励个人副业和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等为基本内容的
农业改革，在不长的时间里使长期落后的农业得到明显改观。
经过初步改革，50年代中期后苏联经济一度出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苏
联经济地位明显上升。
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最初的改革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改革刚取得一些成绩，反复便接踵而至。
1958年末，赫鲁晓夫又重新追求“一大二公”的农业模式，如强行合并集体农庄，提高农庄的公有化
水平，重新规定庄员宅旁园地、自留地数量，限制个人副业等。
1958年12月19日（与我国人民公社大体同时），苏共中央全会在《最近五年来农业发展和进一步增加
农产品的任务》的决议中提出：“随着集体农庄公有制的发展，庄员的个人副业经济将逐渐失去它的
意义”。
①这些决策使个人副业急剧减少，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在超越阶段、急于过渡方面，赫鲁晓夫也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
1959年的苏共二十一大和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他甚至提出到1980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
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
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各国党也滋长、发展了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
改革的反复和盲目，造成经济下滑。
从1958年至1963年，除少数部门外，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生产增长率都呈下降局面。
农业在1958年取得史无前例的丰收后开始逐渐下降，直至1962、1963年农产品出现负增长，以致不得
不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
“按生产原则”进行的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导致党政机关工作重叠，机构设置恶性膨胀。
到1963年，全国管理机构总数比改革前增加三倍以上。
在采取补救措施稳定局面的过程中，经济体制几乎又回到改组前的状况。
②进入1960年代后，面对着初步改革受挫所出现的混乱局面和大量社会经济问题，苏共一方面采取措
施纠改革之偏，另一方面希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新一轮的深入改革。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了新的改革方向，即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
货币关系以及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和加强经济核算等。
大会所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提出：“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
，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
”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真理报》于1962年9月9日发表了利别尔曼教授的《计划、利润、奖金》一
文。
文章建议减少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用利润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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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企业积极性，把奖金与企业的赢利状况联系起来。
《真理报》在发表该文时加的编辑部“按语”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号召展
开讨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广泛、深刻并波及东欧诸国的经济改革大讨论。
讨论提出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思想，冲击了传统经济模式的一些基本理论。
同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利润问题作为企业活动效果的经济指标具有重
要意义”，要求有关部门“仔细研究这些建议”。
1964年苏联科学院受苏共中央委托，对讨论进行总结，提出包括改进计划、评价刺激企业工作的价格
指标和实物指标体系、改进对企业的计划领导制度、提高利润和奖金在企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等九个
方面的建议，并要求对此进行大规模试验。
但试验未及全面展开，赫鲁晓夫便下台了。
这次讨论及相关的改革虽然还未突破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的确在改革传统观念和模式方面走出了
重要一步，为后来的柯西金改革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是1960年代世界范围内社会主
义改革的重要思想遗产。
赫鲁晓夫感到了改革的紧迫性，不断出台各种改革方案、措施，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教条主
义的束缚，由于缺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由于他个人的一些缺陷，改革仍是局部的，理论上未
有大的突破，改革的各项措施凌乱，带有明显的随意性，未能从根本上触及传统体制的基本框架。
这几乎是处于初期改革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特征。
196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过程中失误的增多，苏联出现了混乱和大量社会经济问题。
改革破坏了原有的平衡，但又未能建立起新的平衡和稳定，改革所必然引起的利益格局的变化，触犯
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人们在忍受传统体制弊端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改革带来的混乱和不安。
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显然不能肤浅地归结为个人因素，而更应被理解为社会主义改革的艰难和转型的
曲折，说明虽然改革的任务日渐紧迫，但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条件还未成熟，改革注定还要
经过长期的艰难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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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从"文革"走向改革》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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