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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1年底，其时被世人公认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顷刻间土崩瓦解，令全世界震惊，更令全
世界迷惑！
至今，围绕苏联解体原因及其对当今世界的影响的争论仍在继续，人们极力想解开这个迷，探讨其真
实的原因和教训，以警示世人。
    本书作者盖达尔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者，1992曾经担任过俄罗斯政府代总理。
作为前苏联核心机关的工作人员，作者亲历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并有机会掌握大量翔实的内部资料
。
作者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其僵化的经济制度使然。
在本书中，作者从介绍世界历史上各帝国衰落的过程开始，从呈现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经济状况入手
，抽丝剥茧似地分析了由食品短缺、物价飙升、货币危机、金融失信、石油价格下跌、政策失当而引
起的其经济恶化，如何一步步地演变为危机、演变为灾难、演变为破产，最后演变为政治失控，导致
了苏联的消失。
使人们了解到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在骤然间迅猛地分崩离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和必然的结果。
对我们全面正确解读苏联解体这一命题是必值一读的书。
    作者从介绍世界历史上各帝国衰落的过程开始，从呈现上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状况入手，抽丝剥茧
似地分析了苏联由食品短缺、物价飙升、货币危机、金融失信、石油价格下跌、政策失当而引起的经
济恶化，如何一步步地演变为危机、演变为灾难、演变为破产，最后演变为政治失控．导致了苏联的
消亡，使人们了解到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在骤然间迅猛地分崩离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和必然的结
果。
本书对我们全面正确解读苏联解体这一命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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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T.盖达尔 经济学博士，教授，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代总理；1993～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
第一副主席；1994～2004年任“俄罗斯民主选择”党主席；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时为“正义
力量联盟”党的共同主席之一，同时担任预算及税收委员会委员，现任俄罗斯转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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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帝国的辉煌和衰落　　拄着刺刀可以，但不能坐下。
　　——塔列兰　　公元前1世纪，自由农民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弱化和职业军队的形成，破坏了古罗
马的共和制度，为由军人愿意接受的人充当统治者的制度铺平了道路。
由此而形成的国家体制开始被称为帝国（“帝国”这一术语本身来自拉丁文imperium——政权）。
由于那个时代罗马政权扩张到了当时已知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个词也获得了另一个含义：在欧洲，
“帝国”一词开始用来指称以征服手段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
西罗马帝国瓦解之后，继承自它的各种法规和传统一直影响着先前归入帝国、地理上与宗主国邻近的
区域内所发生的事情。
这影响了欧洲历史随后的整个进程。
　　一 现代经济增长与帝国时代　　帝国是联合了许多民族的极权主义的强大国家，其思想与基督教
会一样都是中世纪欧洲继承自古希腊罗马遗产的一部分。
神圣罗马帝国历史的著名研究人员之一Ⅲ.布赖斯写道：“逝去的古代遗留给后世两种思想：世界性的
君主制思想和世界性的宗教思想。
”警句式的说法通常都能使所发生的事情得到简化。
这里也是如此。
古希腊罗马制度和罗马法的遗产对欧洲发展的影响比世界性君主制思想更具重要意义。
但帝国理想本身与罗　　马传统的联系也是毋庸置疑的。
　　许多统治者都试图为自己赢得皇帝的尊号。
但罗马帝国瓦解之后的许多世纪中，只有拜占庭被其他欧洲国家公认为罗马皇家传统的继承者。
无论对罗马帝国的东方部分还是西方部分而言都是如此。
拜占庭的统治者认为他们只不过暂时失去了对部分帝国领土的控制。
当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时，能否获得拜占庭当局的承认对他而言是一个严重
的问题。
　　拜占庭的日渐衰落，使得后罗马区域内对帝号的要求愈来愈缺少说服力。
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谁是这种权利的享有者的问题重新变得迫切起来。
在这方面，俄罗斯当局希望莫斯科充当第三个罗马的角色、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倒也符
合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时代精神。
然而俄罗斯距离发展中心过于遥远，这种要求很难在欧洲受到认真对待。
　　神圣罗马帝国历经9-14世纪期间的多次变迁，大多为时短暂，及至15世纪末终于被欧洲各宫廷承
认为拥有合法权利这样命名的唯一国家。
但帝国思想本身仍富有生命力，继续对欧洲的各种事件产生影响。
　　腓力二世有时自称印度皇帝。
在16世纪末的政治辩论中，西班牙的帝国使命思想、驾驭欧洲神圣任务的思想备受关注。
卡斯蒂利亚③的精英们自15世纪末起便将罗马帝国视为仿效的楷模，将自己视作罗马人的继承者。
他们是被挑选出来担当重建世界性帝国美好使命的一部分人。
脱离这一背景便很难理解，为何西班牙的国王们要在16-17世纪的战争中耗费如此之多的人力和财力，
试图拓展自己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
　　15-16世纪之际，欧洲经济和军事的崛起及其对周边国家占有的军事优势日益明显。
欧洲国家开始向其他大陆扩张。
这方面最重要的动因便是希望补充用以支持战争的贵重金属资源储备。
只是从通向美洲的贵重金属之路开通时起，这个洲对西班牙才变得宝贵起来。
　　欧洲各帝国正是在那时开始形成。
这是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时期。
各国都限制加工部门的产品进口，促进本国产品出口。
占有殖民地便能扩大可控的关税区，被征服国无法阻止商品自宗主国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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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殖民地，宗主国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实行限制性的贸易政策。
殖民地地域扩大的同时，也爆发了各帝国之间在重新瓜分领土方面以及与殖民地打交道的贸易公司相
互竞争方面的激烈斗争。
　　19世纪中叶，中国、日本、奥斯曼帝国表面上并不是欧洲殖民地的组成部分，然而1809年1月5日
英国与土耳其之间签订条约、1840-1842年发生鸦片战争、1853年佩里海军准将的舰队抵达日本之后，
低效率的进口政策便也强加给了这些国家。
　　甚至帝国的辩护士们也都承认，那个时代利用行政手段强迫被征服国正是宗主国工业发展政策的
特点。
1813年印度纺织和丝绸工业在英国市场出售产品，价格比英国生产的商品低50％-60％还有利润。
但高关税（价格的70％-80％）或直接禁止进口印度商品使这成为不可能的事。
如果印度是独立国家，作为回敬，它完全可以对英国商品征收禁止性关税。
印度是纺织工业的祖国——这个行业在该国已存在了长达六千年之久。
从事这一行业的有数百万人。
沦为殖民地之后，世世代代靠纺织为生的家庭中数十万人失去了工作。
诸如达卡和穆什拉巴德之类的城市，原本都是纺织工业的中心，现在却变成一片荒凉。
特里维廉爵士向议会委员会报告说，达卡的居民已由15万减少至3万-4万人。
自1814-1835年，英国纺织品对印度的出口额从每年的100万码增至5100万码。
同一年代期间，印度向英国出口的纺织品却减少了将近3／4。
时至1844年，更减少了4／5。
　　18-19世纪之交开始的经济增长，扩大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的移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等除外）在经济、金融、军事等方面实力的差距。
邻近欧洲的最大农业国之一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鲜明地显示出了这一点。
　　19世纪中叶的世界是一个严酷的世界，其中没有温情的地位。
这里通行的是罗马人熟知的规矩：“痛苦归于被战胜者。
”当时殖民大国对待被征服民族的态度根本谈不到宽大为怀。
为了证明这点，必然会援引西班牙占领美洲后那里人口灾难性地剧减或对北美印第安人进行灭绝这样
的事实。
也可以回想一下充满自由思想的不列颠帝国当年曾有过的一条禁令：禁止印度各民族的代表担任国家
公职。
　　欧洲各帝国兴亡的历史是一个进程的组成部分，这一进程与经济增长史无前例地加速和18-19世纪
之交在西北欧开始的社会经济变化密切相关。
该进程为各宗主国的经济、金融和军事扩张，为它们扩大地域控制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增大了各国的
经济和政治实力基础可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遭到破坏的风险。
　　19世纪中叶主要的欧洲国家，首先是英国，在距离本国国境数千公里之外使用军事力量也不会遇
到势均力敌的对手。
这是制定帝国政策的基础。
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温·格莱斯顿写道，“帝国感觉是每个英国人天生就有的。
这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这种遗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只有我们死后才会消失。
”　　临近1914年时，英国控制着生活着将近1／4人口的地域。
它那具有悠久传统的帝国使大多数同时代人觉得牢不可破。
然而19世纪末世界秩序发生崩溃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
现代经济的增长和与之相联系的各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使之无可避免。
　　加入现代经济增长进程晚于英国的追赶性发展国家，可以利用被A.格尔申克隆称之为“追赶性发
展的优势”的因素。
这些国家在人口数量方面往往超过早于它们开始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随着向工业化道路的不断迈进
，它们已能动员财政和人力资源，从而形成强大的武装力量。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在经济、金融和军事方面的崛起便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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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自己的著作《漫长的时间》中曾经关注一事：在最近一个半世纪期间，俄罗斯与世界最发
达国家——现代经济增长领先国家拉开了半个世纪即两代人的距离。
在讨论当前的俄罗斯问题时，记住世界各帝国衰落的时代开始于大约半个世纪之前这一点是有益的。
　　20世纪初所有号称帝国的国家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自愿或被迫）放弃了殖民地，还其以自由。
这很难以种种情况不期然巧合来进行解释。
这一经验对俄罗斯至关重要。
如果能从中吸取教训，它将有助于不再重犯导致政治失败的错误。
　　20世纪之初，对19世纪英国享有金融和海洋军事霸权时代所形成的版图进行硬性控制与瓜分世界
时未分到一杯羹的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矛盾，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
和平地调节这一问题并非易事。
以武力方式加以解决则意味着爆发一系列流血战争。
正是这一点构成了1914-1945年的现实。
　　二 跨海帝国的危机和瓦解　　19-20世纪的诸帝国是欧洲崛起、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物，数十年的
增长造成了世界财政、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不对称。
然而这都是一些脆弱的结构，很难发生转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适应其他一些关于合理政治体系
的认识、适应另一种武装力量配套体系和使用武力的新形式。
　　20世纪期间，世界变成了另一种模样。
“白人的压迫”被当做现实予以接受的主导思想，已让位于另一幅世界图景：将民族划分为统治者和
奴隶的观念是无法接受的。
19世纪固有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模式，在20世纪中期已成为不可能之事。
在1940-1960年代的精神氛围中，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英国应当统治印度及其另外一些殖民地，已经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宗主国为维护自身统治可以采取行动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19世纪初那个严酷的世界不懂得怜悯弱者。
20世纪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现实迫使人们接受新的行为准则。
英国人1950年代初在马来西亚采取严酷的手段镇压起义者（扣留人质、毁坏不屈服的村庄的庄稼），
这种做法在议会受到谴责，被称为反人类的罪行。
19世纪初可以容许的事情，20世纪中叶的社会已经不能接受。
　　领土毗连的帝国中，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生存下来（以改变了的形式）的只有俄罗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拥有海外领土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等帝国开始接连瓦解。
时至1990年代初，最后一个领土毗连帝国苏联崩溃的时期亦已到来，同时崩溃的还有南斯拉夫，虽说
这个国家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帝国，但也遭遇到了那些领土毗连帝国崩溃的类似问题。
　　1914-1945年的危机急剧地改变了世界。
植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意识中的关于欧洲不可战胜的神话，被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打破，
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殖民帝国在东南亚的溃败，更使之变得丝毫不足置信。
欧洲人再也不可能指望被征服民族继续相信征服者拥有统治它们的神圣权利。
　　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些字眼本身渐渐变得不复时髦。
1947年英国首相克列门特·理查德·艾德礼说过：“如果当今什么地方还存在着帝国主义，我用这个
词指的是一些民族服从于另一些民族的政治和经济统治这层意思，那么这样的帝国主义在英联邦内肯
定没有。
”　　帝国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臣民们没有普选权。
亚当·斯密曾著文论述给予北美殖民地选举权的合理性。
这并未成为英国政治家认真讨论的话题。
“没有选派代表就不得征税”的口号曾是美国革命史上的主要口号之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奥匈帝国的匈牙利地区，年满21岁的将近1100万人中只有120万人享有投票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王国的非匈牙利地区应征入伍的军人能不能享有选举权，这一问题曾引发一场
激烈的政治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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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未能就此通过决议。
匈牙利首相蒂斯伯爵坚决拒绝给予那些不属于有封号的民族的军人以选举权。
旨在挽救帝制的奥匈实行联邦制的尝试，遭到了匈牙利政治精英们的顽强反抗，他们拒绝对各斯拉夫
民族作出任何让步。
　　世界的经验证明，如果事情关系到全体臣民真正的民主选举权，则帝国和政治自由是不相容的。
　　1950年代初法国拒绝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居民和土著居民选举权平等原则，视其国土为自己的
一个省。
两个选举委员会的规则表明，欧洲人的一票被认为相当于穆斯林的8票。
1954-1958年间，法国当局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它终于意识到赋予普遍选择权的无可避免，明白非如此不足以保住阿尔及利亚。
然而当时比起完全的独立来，任什么都已不能让解放运动的领袖们满意了。
　　限制殖民地居民的选举权切合16-17世纪的现实，当时欧洲各帝国刚刚开始形成；也符合18-19世
纪的世界形势，其时现代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尚在酝酿之中。
但是这种限制却与20世纪后半叶特有的合理国家体制的观念相矛盾。
当时一个信念在全世界业已根深蒂固：政权机关若不建立在普遍选举权和各种政治力量平等竞争的基
础之上，就是不合法的。
无论企图保住自己殖民地的宗主国还是殖民地的精英们都熟知这一点：要想保住帝国只有一个办法—
—必须强迫生活在殖民地的各族人民将现有制度当做无可争辩的事实予以接受。
但是帝国却遇到了拿破仑的战友之一塔列兰所指出的那个问题：“拄着刺刀可以，但不能坐下。
”　　在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演说中，那些主张保留殖民地的人的论据很大程度上强调的并不是这多
有利于宗主国，而是保留帝国对殖民地本身的好处，是宗主国帮助它们建立了法律制度、发达的基础
设施。
　　帝国发挥功能的财政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公认的看法是，殖民地应当在财政上保证自给并支付殖民地行政当局履行职
能的费用。
受到发达国家国内日渐变化的精神氛围的影响，1920年代这一传统在这些国家已成为历史。
新出现的模式是：宗主国应当拨付资金用于加快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力图证明帝国有益于臣民的政府，被迫不断增加对属地基础设施项目和社会计划的投资。
这势必要依靠宗主国纳税人的钱来进行，纳税人则对类似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不得不为帝国掏钱，时间越长便掏得越多。
社会日益相信，许多宗主国有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援助殖民地只好予以推延。
时至20世纪后半叶，无论帝国的精英还是社会大众都确信：帝国这样做的代价过于昂贵。
　　从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政治精英不再相信既有的规矩切合现实的时刻起，帝国的命运便已决定。
问题仅仅在于，它们将以何种形式在什么样的期限内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苏联及其卫星国为一方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另一方的对
抗，成为殖民制度瓦解的重要因素。
苏联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帝国，有理由以财政、政治和军事等方式支持反对欧洲国家传统帝国的民族
运动。
美国是与苏联相对抗的军事同盟的首领，往往以类似欧洲强国对待殖民地的态度对待拉丁美洲国家，
但是从来不曾宣称自己是一个帝国，也不派遣自己的代表经常性地管理附属国家。
　　由于各种原因，无论美国或苏联都不喜欢传统的帝国。
至少它们都不准备支持这些帝国，往往还直接促使其瓦解。
单单这一点就使得保留帝国成为不能之事。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和法国政府以为入侵埃及可以恢复对运河的控制，并且凭借自身的
力量便可以做到这点，无须与美国或苏联商量。
结果它们打错了算盘，不得不退却，容忍运河归埃及政府控制。
　　战后世界发生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一个进程：富国的军事技术迅速在邻国和潜在对手间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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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现代游击战技巧被广泛掌握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宗主国需要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来对付这种挑战。
　　在16世纪，欧洲拥有明显的军事技术优势，派遣数百名征服者便可以占领美洲。
20世纪后半叶，调遣40万法国军人到阿尔及利亚仍不足以镇压依靠和平居民支持的2万起义者的抵抗。
　　葡萄牙的国防支出至1971年已占到预算拨款的43％，国家不堪重负。
1961-1974年有11万葡萄牙青年为逃避征兵而移居国外。
1967年的一项法令将义务兵役期限延长至4年。
军事院校无力培养足够数量的指挥员，这迫使葡萄牙政府大量征召民用大学军事讲座结业后获得军衔
的尉官入伍。
正是这些人成了准备推翻集权制度、结束殖民战争运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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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在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掌权时期担任代总理的叶戈尔·盖达尔亲历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并有
机会掌握大量翔实的内部资料。
　　在本书中，作者从介绍世界历史上各帝国衰落的过程开始，从呈现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经济状况
入手，抽丝剥茧似地分析了由食品短缺、物价飙升、货币危机、金融失信、石油价格下跌、政策失当
而引起的其经济恶化，如何一步步地演变为危机、演变为灾难、演变为破产，最后演变为政治失控，
导致了苏联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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