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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原创性的学术著作。
作者两次卦俄罗斯拜访社会和历史学顶级学者和著名学者，收集了一万余页俄文文献，充分肖取了俄
罗斯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对1917～1991年苏联社会史进行了新的社会学阐释——苏联社会划分为拥有职位权力资源的管理
者集团与拥有知识或劳动技能的劳动者集团，在两个社会集团内部，依据权力规模和知识、劳动技能
水平，划分为十一个社会阶层。
分析了各个社会阶层与经济、政治体制的利益关系、矛盾与冲突，并从社会阶层行为与制度变迁互动
的视角，探讨了苏联社会结构嬗变以及苏联的剧变。
该书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苏联社会史的学术专著，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评价“该书是一部拓荒性
的学术著作，对苏联剧变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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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立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
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苏联政治社会史和苏联计量史学研究。
独著、主编、合著著作7种，译著（合译）1部。
主要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模式的历史考察》、《苏联兴亡史纲》、《苏联史学理论的发展》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　　一　研究任务与研究对象　　二　苏联社会阶层发展与苏联剧变相互关系的主线　　三　研
究方法和研究特色　　四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第一编　十月革命后第一、二次社会资源再分配：苏
联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章　苏联社会结构的理论　　第一节　苏联社会结构的理论来源      一
　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设想      二　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无阶级社会途径的论述      
三　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无阶级社会阶段的论点　　第二节　苏联领导人关于苏联社会结构的理论      
一　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四大贡献      二　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结构理论的创见      三　赫
鲁晓夫关于苏联社会结构的理论      四　勃列日涅夫关于苏联社会结构的理论      五　安德罗波夫关于
苏联社会结构的理论  第二章　十月革命后第一、二次社会资源再分配：苏联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十月革命后第一次社会资源再分配：“单一性”社会结构的初步形成      一　消灭剥削阶
级      二　向城乡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分子全线进攻      三　工业化与“单一性”社会结构的雏形　
　第二节　社会结构“单一性”的发展      一　赫鲁晓夫时期：单一性社会结构的形成      二　勃列日
涅夫时期：社会单一性的发展      三　社会结构单一性的扩展　　第三节　第二次社会资源再分配：社
会结构“两极性”的形成与深化      一　从“工人监督”到“总管理局制度”      二　指令性计划经济
体制的建立与社会结构两极性的形成      三　社会结构两极性的深化第二编　苏联社会分层、社会结构
及其与集权体制关系的分析  第三章　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分析　　第一节　关于阶
级与阶层的概念和分析方法      一　阶级与阶层的概念      二　基本阶级和非基本阶级      三　社会分层
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第二节　影响苏联社会分层的因素      一　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      二　与生产
资料管理权的关系：影响苏联社会分层的本质因素      三　劳动方式和教育水平：苏联社会集团内部分
层的基本因素　　第三节　苏联的社会分层与基本社会结构      一　生产资料支配、管理权在苏联社会
中的分配      二　苏联社会的分层与基本社会结构      三　对管理集团内部的分层      四　根据权力规模
对决策层内部纵向的分层      五　根据权力系统对决策层横向的划分      六　对劳动集团内部的分层　
　第四节　苏联各个社会集团、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结构      一　管理集团成员的经济地位      二　
劳动集团成员的经济地位      三　两个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与苏联的社会结构　　第五节　社会结构两
极性的深化      一　列宁至斯大林时期：从工资水平相当到差距扩大      二　赫鲁晓夫时期：利益集团
的出现和贪污贿赂的转折点      三　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形成，以权谋私盛行 　　 附录  第四章
　苏联的社会流动　　第一节　苏联劳动集团成员的社会流动      一　社会流动与社会流动类型的概念
     二　苏联的社会位差与社会流动的两种类型      三　劳动集团成员流动的渠道      四　劳动集团成员
分派安置机关的类型和职能　　第二节　苏联管理集团成员的社会流动      一　“官册”制度：苏联党
、国家和社会组织领导干部的任命制      二　等额选举制：苏维埃代表的选拔制度      三　学位—学衔
制：科学干部晋升管理制度　　第三节　单一性：苏联社会流动的特点      一　社会流动主体、客体与
社会流动驱动力的单一性      二　社会流动渠道的单一性      三　社会流动方向的单一性      四　社会资
源分配体制的相对封闭性  第五章　苏联社会结构与集权体制　　第一节　单一性与两极性社会结构
对苏共集权政治体制的双重影响      一　社会结构单一性：苏共集权政治体制的社会基础      二　社会
结构单一性、两极性对苏共集权政治体制的负面冲击　　第二节　社会流动方向单一性对集权政治体
制的双重影响      一　社会流动方向单一性对集权体制的保障      二　懒惰、保守：社会流动方向单一
性对工人的消极影响      三　保守、官僚主义、腐败：干部职务任命制与终身制的消极影响　　第三节
　社会流动渠道单一性对集权体制的影响      一　青年工人与工人技能等级制度的矛盾      二　科学工
作者与学位—学衔制度的矛盾      三　青年干部、社会下层精英与官册干部制度的矛盾　　第四节　集
权体制与单一性、两极性社会结构濒临危机      一　保守意识、社会消极性弥漫，无序流动渐成趋势     
二　体制边缘阶层扩大      三　不满情绪向社会各阶层蔓延第三编　戈尔巴乔夫改革：十月革命后社会
资源第三次再分配与苏联社会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动  第六章　苏联社会结构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方针选
择的影响与制约　　第一节　苏联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对改革方针第一次调整的影响      一　确定“经
济社会加速发展战略”      二　转向经济分权改革的方针　　第二节　经济分权改革与社会各阶层利益
的变动      一　改革对管理集团干部既得利益的触动      二　经济改革以后工人利益的得失      三　在经
济改革中知识分子利益的得失　　第三节　保守社会力量的凸现      一　管理集团内部的改革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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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人内部的改革派别      三　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态度      四　改革的社会力量对比　　第四节　苏
联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对改革方针第二次调整的制约      一　自上而下庞大保守力量对改革的抵制      
二　经济改革在空转      三　以政治资源补偿经济损失：选择政治改革的方针  第七章　经济改革与社
会阶层的经济分化　　第一节　经济资源再分配与社会流动的多元化      一　经济资源再分配与多种经
济形式的发展      二　社会流动渠道和流动方向的多元化　　第二节　自发市场的出现与社会资源价值
的变化      一　自发市场的出现      二　职位权力资源的变化      三　知识技能资源的升值与开发　　第
三节　自发市场的发展与社会阶层的经济分化      一　资本原始积累与财富精英的崛起      二　小商人
群体的扩大      三　广大群众经济状况恶化      四　社会的经济分化与边缘阶层的出现  第八章　政治改
革、政治资源再分配与政治边缘阶层萌芽　　第一节　政治体制改革对社会资源价值的颠覆      一　苏
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与分权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二　政治职位权力资源的贬值      三　知识技能资源
的升值　　第二节　竞争性差额选举与政治资源向社会下层转移      一　激进民主派知识分子在群众中
做了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准备      二　平民上台与权贵落马      三　谁是竞选的赢家　　第三节　政治
资源从苏共向苏维埃转移与政治边缘阶层的萌芽      一　向苏共集权政治模式的挑战      二　新政治中
心的形成      三　民主政治精英崛起与政治边缘阶层萌芽第四编　十月革命后社会资源第四次再分配：
集权体制终结与苏联社会结构的嬗变  第九章　新社会群体的发展、搏击与自下而上进行的社会资源
再分配　　第一节　新经济力量争取发展的奋力搏击      一　新型经济组织的扩展与传统经济势力和社
会观念的矛盾      二　非国有经济社会组织的建立和搏击　　第二节　新政治群体争取制度保障的运动
     一　民主派争取“保障反对派权利”的斗争      二　非正式组织与争取撤消“宪法第六条”的运动　
　第三节　自下而上：社会资源的第四次再分配      一　多党制的确立与地方政权向民主派的转移      
二　《所有制法》的颁布与非国有化、自发私有化的发展　　  附录  第十章　集权体制的终结与苏联
社会结构的嬗变　　第一节　改革后期政治资源的再分配与“八一九”决战前夕的政治力量对比      一
　苏联政治精英的迅速衰落      二　民族精英政治资源迅速扩张      三　“八一九”决战前夕的政治力
量对比　　第二节　“八一九”政治决战与新政治精英阶层的诞生      一　“八一九”政治决战      二
　苏共解散与苏联政治精英阶层开始消亡      三　苏联解体与新政治精英阶层的诞生　　第三节　私有
化法令的颁布与苏联社会结构的瓦解      一　《私有化法》：彻底砸碎苏联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的历史性
文件      二　自发私有化的疯狂发展与生产资料关系的新格局      三　苏联社会结构的瓦解：新社会结
构雏形出现在俄罗斯的地平线上结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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