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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1年12月25日，镶有斧头和镰刀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落，标志着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不
复存在，苏联解体了。
自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年多。
“东欧剧变”一般是从1989年9月波兰团结工会上台算起，到1991年6月南斯拉夫解体告一段落。
从南斯拉夫解体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12年多。
苏联解体使一个国家分裂成15个国家；东欧剧变使7个国家变成了12个国家。
这样，在原来“苏东地区”，再也不是8个国家，而是27个国家了。
在过去十多年，人们目睹最多的是从巴尔干经外高加索到中亚这一战略弧形地带局势的动荡，因民族
、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冲突和战争。
与此同时，人们也非常关注这些国家内部的变化。
许多读者经常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它们走上了什么样的道路？
走到了哪里？
从他们走过的道路中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和教训？
等等。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决定撰写四卷本的专著——《十年巨变》。
早在1998年，我们就开始酝酿对这些国家发生的新变化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撰写系
列专著，以飨读者。
但是，作为重点课题的全面落实，还是在2001年。
专著总名称定为《十年巨变》。
“巨”者，大也；“变”者，变化也。
“巨变”是对客观过程的描述，说明这场变化不是小变，也不是中变，而是大变。
所以说，这里的“巨变”没有“褒”和“贬”的意思。
《十年巨变》分为四卷：《俄罗斯卷》、《中亚与外高加索卷》、《新东欧卷》和《中东欧卷》。
《俄罗斯卷》只写俄罗斯一个国家；《中亚与外高加索卷》包括中亚5国.和外高加索3国，共8个国家
；《新东欧卷》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3国，共6个国家；《中东欧卷》包括中
欧4国和巴尔干7国，共11个国家。
《十年巨变》各卷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各个研究室集体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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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年巨变（共4册）》包括《十年巨变：俄罗斯卷》、《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
十年巨变：中东欧卷》和《十年巨变：新东欧卷》。
《十年巨变：俄罗斯卷》主要讲述了：苏联解体后，特别是叶利钦执政的八年里，俄罗斯经历了十分
复杂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政治动荡、经济跌退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跌落；另一方面是“民主政治”
框架和市场经济框架的建立。
俄罗斯的这种现状使得人们对其转轨十年的看法和评价出现明显的差异。
通过对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系统分析、综合考察，本书在承认这一时期在社会政
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初步建立起了“民主政治”得出基本结论：叶利钦时代是俄罗斯民族近三百
年历史中最暗淡的时期之一。
　　《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主要讲述了：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外高加索三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与1991年先
后独立。
独立后的10年间，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外交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书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针对独立后各国多年来实行的体制改革，探索符合
本国国情发展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做了理性思考。
并对他们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应该如何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十年巨变：中东欧卷》主要讲述了：东欧政局剧变至今已有10多个年头。
对中东欧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转轨时期，他们在政治、经济与外交等各个领域进行
了巨大的变革。
本书分政治篇、经济篇和外交篇三个部分，讨论了1989年以来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和外交转型的一
般进程。
这些转型不仅促成了冷战在欧洲的结束，也进一步巩固了因这种变化带来的政治现实，对欧洲地区的
政治和经济版图产生了巨大影响。
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关专家、学者，对这些变化和随之而来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尽可
能反映中东欧国家转轨进程的真相。
　　《十年巨变：新东欧卷》主要讲述了：新东欧六国是指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独立后，一直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经过10多年的转轨，六国的政治多元化基本形成，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所有制结构发生了
根本变化，对外关系格局也得到确立。
然而，多年的改革也使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
本书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纵向与横向结合的研究方法，对
六国独立后10多年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六国在转轨过程中遇到的若干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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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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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民族与民族关系第二节 车臣问题⋯⋯第五章 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第六章 经济模式选择和转轨历
程第七章 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构第八章 宏观经济机制的转变第九章 俄罗斯对外战略的演变第十章 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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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卷政治篇第一章 新东欧六国的独立之路第一节 新东欧六国的独立第二节 新东欧六国的独立与苏
联解体第二章 新东欧六国的政治改革第一节 政治改革的不同模式第二节 政治改革的基本特点第三节 
政治改革与政治多元化第三章 三权分立下的国家政体第一节 总统第二节 议会第三节 政府第四节 司法
制度第四章 选举制度的确立第一节 新的选举原则第二节 总统选举第三节 议会选举第五章 多党政治制
度的形成第六章 政治转轨中的民则关系及其特点经济篇第七章 乌克兰的经济转轨第八章 白俄罗斯的
经济转轨第九章 摩尔多瓦的经济转轨第十章 波罗的海三国的经济转轨外交篇第十一章 新东欧六国外
交的形成第十二章 独立初期新东欧六国的外交政策第十三章 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变化第十四章 新东欧
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第十五章 走向多元化的对外关系跋 对新东欧六国转轨进程的初步总结主要参考
文献中东欧卷第一编 政治转轨第一章 东欧剧变及其后果第一节 政局剧变第二节 东欧剧变的后果第二
章 政治体制转轨及其特点第一节 政治体制转轨过程第二节 政治体制转轨的几个特点第三章 宪法秩序
和政党政治第一节 现行宪法及其原则第二节 现行政体及其特征第三节 政党政治及其主要特点第四节 
现行政治体制的运作及其存在的问题第四章 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演化第一节 社会主义时期国家与教会
的关系第二节 剧变后的东欧国家教会第三节 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案例第二
编 经济转轨第五章 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模式和战略选择第六章 经济转轨中的私有化第七章 银行体制
改革第八章 外贸体制改革与对外贸易第九章 国家预算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第十章 国际金融组织在中
国东欧经济转轨中的作用第三编 外交转轨第十一章 剧变后中东国家对外关系的变化第十二章 归回欧
洲的进程第十三章 巴尔干与欧洲一体化第十四章 中东欧与俄罗斯的关系尾章 对中东欧国家转轨的基
本看法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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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成立开发银行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时期设立了“发展预算”，普里马科夫政府在继续运用发展
预算实现国家投资政策的同时，决定成立由国家控股的“开发银行”，目的是利用国内外信贷资源对
实际经济部门投资，为经济开发筹资融资。
银行的法定资本为3.75亿卢布（约合1800万美元），计划通过发行股票把资本扩大到40亿卢布（近2亿
美元），其中国家股份占75％。
（五）改变私有化政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俄罗斯的私有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是其出发点不是为
了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而是带有某种政治目的，即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二是私有化的收入不是
用于投资，而是满足国库需要；三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几届政府虽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但问题仍相当严重。
因此普里马科夫认为，现行的私有化政策是在“破坏经济，破坏工业”。
政府改变了这种为了国库需要和少数人利益的私有化立场，使私有化面向提高企业效率，吸引直接投
资，扩大税收基础，维持和增加就业。
同时，对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制股份、联邦不动产、未完建筑工程和国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六）克服对外经贸政策的盲目性和片面性，注重发展民族经济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一直实行对外
贸易自由化方针，为了保证市场供应，鼓励外国商品自由输入，结果商品供应得到了补充，市场却被
外国所占领，消费市场上的商品（包括食品）一半以上是外国商品。
这是转轨以来俄罗斯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尤其是轻工、食品和耐用消费品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最
主要原因之一。
针对过去的教训，普里马科夫指出，政府将优先发展民族工业，支持本国的生产者和出口企业，对经
济进行结构改革。
为此，实行保护国内市场，支持民族工业的政策。
同时，依旧对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吸引外资，发展生产”仍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
俄罗斯既需要贷款，也欢迎证券投资，但是更欢迎直接投资。
普里马科夫政府对转轨以来的经济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对经济政策进行全面调
整，所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有助于解决尖锐的社会问题，有利于金融和财政状况的稳定，特别是宏观政
策的方向转为刺激经济发展，使经济出现了稳定的趋势。
但是，由于多种危机的交织、INIF的制约、总统的干涉，政策的调整又具有明显的有限性。
同时，政策的实施也要有个过程。
这决定了普里马科夫政府时期，在取得经济危机程度缓解的同时，依然存在着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斯捷帕申政府和普京政府基本继承上届政府的主要政策。
在宏观政策的方向上，斯捷帕申政府坚定地实行刺激经济发展，活跃民族工业的方针；普京政府则把
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并提出新的改革道路和发展战略。
两届政府执政时期，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实现了从普里马科夫政府的经济趋于稳定，到斯捷帕申政
府的经济走向增长，再到普京政府的经济加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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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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