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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领导人。1953年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掌权，直至1964年因政变下

台。在这40年中，苏联在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和

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有很大的变化，涉及很多问题，

值得深入研究。

一、斯大林时期的经济

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到20
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有所恢复，但经济落后的

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仍然是旧俄国遗留下来

的国民经济技术结构。首先，苏联仍是一个以手工

劳动为主的落后的农业国。1926年，农村人口占总

人口的 82.1％，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6.6％，

农业产值超过工业产值。其次，虽然 1925年的工业

总产值已达到战前的73％，但机器制造、冶金、燃料、

航空、电力和建筑材料等主要工业部门很不发达。

实际上，到1925年苏联还没有汽车、拖拉机和航空等

重要工业部门。第三，工业设备如机器与机床基本

上是旧式的，而且多半磨损严重，同时苏联没有能力

生产现代化设备，很多机器设备要靠进口解决。

1927年苏联的机器设备进口额比 1924年增加 1.3
倍，其中金属加工设备进口额增加 3.9倍，动力设备

进口额增加 5倍。这严重影响了苏联经济的独立

性。第四，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运输业恢复较

慢，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面对经济落后的状况，斯大林在其执政的头几

年，一方面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努力恢复经济，另

一方面准备推行工业化，实施五年计划。在经济基

本恢复的基础上，从 1929到 1941年，苏联实行三个

五年计划，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

(一)大力推行工业化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 20年代中期的苏联，仍

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因此，联共(布)十分重视发

展工业，希望使苏联尽快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1925年 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

召开，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斯大林在

大会上强调：“我在报告中谈到我们的总路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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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途，意思是说要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

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的基础”。[1]293,294

这次大会提出了工业化方针，但并不意味着工业化

时期由此开始。因为工业化并不是大会讨论的重点

问题，会上也没有提出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政策、纲领

和任务。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工业化运动的全面开

展始于1928年，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为标志。①

至于工业化运动何时结束，斯大林在不同时期有不

同的说法。②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来讲，主要是在第

一、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展的。其中第一

个五年计划是用 4年完成的，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

1941年被德国入侵苏联的战争打断，这样，工业化运

动大体持续了13年。

斯大林时期工业化运动的主要特点有：首先，强

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其做法是高积累高投

入，把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

1939年 3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联共(布)第十

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提出，苏联要在10-15年内

在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并将工业产值年均增速定为 14％。

其次，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斯大林一再

强调，苏联不能走“‘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要“从发

展重工业开始实行工业化。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是可以克服的”。[2]496与此同时，斯大林指责布

哈林等人，称“右倾反对派”提倡的是“印花布”工业

化道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投入大量资

金。“一五”计划期间，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中，用于

重工业的投资占 32％。在整个工业化时期，这一比

重均在 30％左右，有时甚至达 40％。在整个工业投

资中，重工业的占比更高，“一五”计划期间高达

86％。再次，用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

化所需的资金。“一五”计划末的1932年，国民收入中

用于积累的资金占到了 27％。在整个工业化时期，

这一比例一直在30％左右。为了实现高速工业化和

片面发展重工业，苏联还实行榨取农民、靠农民“贡

税”来积累资金的措施。斯大林用强制手段，迫使农

民将一半收入交给国家。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

期间，从农业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的资金的

1/3以上。

从工业经济发展与工业现代化角度来看，在特

定历史条件下，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运动取得了成

功。对此，苏联后来的历届领导人都持肯定态度。

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时期苏联正是由于遵循“优先发

展重工业的总路线”，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改变了经

济落后的面貌”，“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变

成为强大的工业一集体农业的强国”和“坚如磐石的

社会主义堡垒”。 [3]18-20勃列日涅夫在评价实行工业

化的三个五年计划时说：“头几个五年计划的岁月离

开得越远，这段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时间在我们面

前也就显得越加宏伟”，“我们头几个五年计划是争

取社会主义的真正战斗”。[4]182-183戈尔巴乔夫说：“当

时不加快工业化进程是不行的。法西斯的威胁从

1933年起就开始迅速增长。”“我国人民用他们在

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力量粉碎了法西斯。如果没

有工业化，我们就会在法西斯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

境地。”[5]41长期以来，多数苏联学者对工业化运动的

评价与官方是一致的。

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运动，推动了苏联的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大提高了工业实力。“二五”计划结束

时，苏联的工业产值从欧洲第四位跃升为欧洲第一

位、世界第二位。苏联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

的比重从1917年的3％提高到10％。按斯大林的说

法，“三五”计划结束时，苏联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变成强大的工业国。

第二，基本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独

立性大大增强。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高速发

展，推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很多重要工业部门

建立起来。这一时期机器制造业处于特殊的优先发

展地位，1940年苏联全国的机床总数达到了 71万

台。这就使苏联工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二战前，

苏联能够依靠国产机器设备满足国内大部分需要，

特别是能保证军用生产部门的需要。

第三，带动了经济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要发

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不仅要投入大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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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以大量资源为支撑。苏联东部地区(西伯利

亚与远东)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资源。推动工业化，加

速了东部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1940年东部

地区的生产能力仅次于南部地区，居全国第二位。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东部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亦

高于全国的工业增长速度。194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

比 1913年增长了 11倍，而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分别

增长了13倍和28倍。

第四，增强了国家军事实力，为打败德国法西斯

创造了物质条件。大力发展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

重工业，是斯大林一直坚持的战略思想。可以说，苏

联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大力增强国防实力的过程。

工业化运动期间，苏联军事工业的核心是由一些骨

干军工企业组成的。1928年这类企业只有46家，到

1938年已经增加到200家。苏联军工生产能力发展

十分迅速，军工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而这正是苏联

最终战胜德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带动了教育与科技的进步。推动工业化，

必然要以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为支撑，而教育和科技

的进步又会反过来促进工业生产的现代化。第三个

五年计划的头几年，苏联劳动者的扫盲工作已基本

完成，9-49岁的居民识字率达 87.4％。学校教育内

容不断改进，在校学生数持续增加。1938-1940年，

共有32.8万名高等学校毕业生和67.8万名中等专业

学校毕业生。战争前夕，苏联高等学校在编人员有5
万人，从事教学活动的有5300名教授、13100名副教

授、31600名助教与其他教师。1940年底，全国共计

有 2359个科研机构，98315名科研人员。苏联在量

子力学、空气流体力学、微分方程、复变函数、数论、

概率论等理论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技术科学和

具体应用研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进步，如电气机械

制造、机床制造、化学机器与重型机器制造等工业

部门均研制出新型产品。化学工业方面的成绩更

为明显，1940年苏联在重要化学产品方面已实现完

全自给。③

第六，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1927-1940年，苏

联平均每年建成8座城市。城市建设速度最快的时

期是 1941-1945年，平均每年建成 9-10座新城市。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亦迅速增长。1926年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7.9％。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

开展，许多村庄变成了城市或市镇，农民大量涌入城

市，城市人口迅猛增长。1927-1938年，城市人口每

年增加 240万，到 1939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约为1/3。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苏联模式研究的不断深

入，人们对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

变化。完全肯定斯大林工业化政策的观点已不多

见，更多的是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其严

重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战前苏联的工业化运

动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包藏着深刻矛盾，积累了大

量尖锐问题。苏联学者卡普斯京指出：“从历史上

看，不惜任何代价的超工业化策略是否站得住脚

呢？是否还有别的、非斯大林的实现工业化选择？

选择是有的，存在过!”他认为，这种选择就是列宁提

出的建立工业与农业正常经济联系的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因1929年秋天斯大林突然提出“大转变”而

停止了，苏联转向了“迅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④

苏联学者麦德维杰夫在1972年指出：“应该直截了当

地说，我国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工业发展过程

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有一个更明智的计划和领导，

就不会这么大，在这方面斯大林的领导所起的作用

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我们的人民为了工业化

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同工业化初步结果比较的

话，那么应该承认，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我们的成

就可能会大得多。”斯大林“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和空

想家”，在许多情况下，他的领导“不是引向胜利，相

反，在我国制造了多余的困难”。[6]182,172麦德维杰夫对

斯大林在工业化运动中所起作用的评价，是较为客

观的。

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运动存在的主要问题，突

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征收“贡税”榨取农民，对农业造成极

大破坏，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与平衡发展。工业化

运动期间，斯大林不断增加农畜产品征购量，同时不

断压低农畜产品收购价格。为了保证高速工业化所

需资金，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仅形成了，并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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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比其成本低得多的情况

长期没有改变。下面的材料足以说明这一点：在

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粮食价

格是成本的13.2％，马铃薯价格是成本的7.5％，牛肉

价格是成本的 5％。1940年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卖给

国家99吨小麦就能买一辆“吉斯-5”汽车，1948年则

要卖出 124吨小麦，到 1949年就必须卖出 238吨小

麦。对此，戈尔巴乔夫说：“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

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

的破产来实现的。”[7]35-36

第二，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结构

严重畸形。苏联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工业过

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而农业长期落后，

也制约了轻工业的发展。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是

以牺牲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代价的。如果1928年
苏联农业人口平均收入为100，那么1932-1933年只

有53，1936年只有60。从1928年到1938年，苏联农

民的人均收入降低约 20％。⑤居民住房条件长期未

得到改善。1913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为 7平方米，

1928年降至 5.8平方米，1932年为 4.9平方米，1940
年为4.5平方米。由于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苏联经济

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市场供应紧张，排队抢购商

品是苏联社会生活中的常见图景。

第三，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造成资源的极大浪

费。苏联重工业高速发展，依靠的是大量投入人力、

物力与财力。这种粗放型工业生产，必然造成资源

浪费大且经济效益低。工业化运动期间虽有大量企

业投产，但经济效益长期上不来。1928年苏联开始

实行“一五”计划，到1935年才有第一家新建的重工

业企业成为盈利企业。1950年，苏联的工业劳动生

产率还不到美国的30％。

从经济管理体制角度来看，斯大林时期的工业

化运动，对苏联形成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

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实践表明，这种体制

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的。

(二)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

如何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与落后的农业引上社

会主义道路，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政策对待农民与农

业，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一个重

要问题，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一个中心

问题。不论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

期，还是在斯大林时期，农民和农业问题都是苏联党

内各派斗争的焦点。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农

民和农业问题更加突出，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更加

尖锐。列宁在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理

论与实践进行批判性总结后，对农民问题看得更清

楚与深远了。他指出：“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

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

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

阶级群众的政策。”[8]539然而，农业集体化“这个原来

就是异常复杂的关键性转折由于斯大林的无能的冒

险主义领导更加复杂化了”。[6]141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到 20世纪 20年代中

期，苏联农村的形势出现明显好转。1926年苏联农

业总产值达到 1913年水平的 118％，其中种植业产

值为 114％，畜牧业产值为 127％。[9]412农业的恢复，

与受农民欢迎的、主要从事商品流通活动的农业合

作社的迅速发展有关。在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农

业集体化运动前夕，农业合作社联合了全国 5570以
上的农户。这些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较为简单，主要

局限于消费与流通领域，但它符合当时苏联生产力

水平低和人民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在采用尽

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

新制度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8]768这种合作社遵循

自愿参加和退出的原则，是按商品生产规律与市场

规律进行活动的。如果继续坚持发展合作社，并按

照列宁的合作制思想不断修正与完善政策，那么苏

联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农村的康庄大

道。应该说，1928年之前斯大林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在总体上与列宁是一致的，对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的作用基本上是肯定的。他曾说：“基本农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的”，“这

些共同利益就是工农联盟的基础”。[10]372,336但从1928
年开始，斯大林对农民的看法及采取的政策发生了

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粮食收购危机。

当时党内领导层围绕粮食收购危机展开了激烈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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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派的看法是，粮食收购危机是由压低粮食收

购价格所导致的，是人为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

差的结果。而另一派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完全是

阶级敌人主要是农村富农的破坏与捣乱所引发的，

因此应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从农民特别是富裕农

民手中夺取粮食。1927年底1928年初，斯大林不断

地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向各级地方党组织发出紧

急指示，要求限期完成粮食收购任务。仅在 1928年
春季，就有3万多名城市工人和党政干部下乡征粮。

这些征粮工作队在农村用挨家挨户搜查、设路卡强

行拦截售粮农民、关闭市场等办法完成征粮任务。

然而这种强制手段进一步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到1929年4月，收购到的粮食比上年同期还要

少，连莫斯科的面包供应都出现了问题。在这种情

况下，斯大林对农民问题的看法有了重大变化，列

宁的合作制思想与政策已不再符合他的口味了。

斯大林决心加速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实行农业全盘

集体化，即在农村建立相当强大的集体农庄并消灭

富农对商品粮的垄断，以便把粮食牢牢地控制在国

家手里。

1929年中，每 25户农民中只有 1户参加集体农

庄。到了下半年，斯大林及其助手们提出高速发展

集体化的方针，用各种办法催促地方机关加速集体

化进程。在斯大林普遍集体化思想的指导下，在强

大的政治压力下，1929年底1930年初出现了暴力强

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的情况。许多州提出了“谁不

加入集体农业，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口号。

其后虽然政策有所纠偏，但在整个农业全盘集体化

过程中，强制与暴力手段实际上一直存在。

按苏联公布的材料，1932年底即“一五”计划结

束时，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

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 70％以上；在主要产粮

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比例为80％-90％；“新的集

体农庄制度建立起来了”。[11]6171933年1月，联共(布)
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

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12]325

斯大林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目的是多方面

的。第一是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建立集体农庄可

以为取得粮食、向农民征收“贡税”提供组织上的保

证。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而

加速推行农业集体化可以为工业化所需资金提供保

证。第二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斯大

林看来，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社会主义有了牢固的经

济基础。1934年，由于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都取得

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苏联已成为整个

国民经济的绝对统治力量。社会主义工业已占苏联

全部工业的 99％。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农庄与国营

农场)的谷物播种面积已占全部谷物播种面积的

85.5％。第三是消灭作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

的个体农民。斯大林为什么把个体农民作为“最后

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他解释说：“因为在构成我

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

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

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

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2]142

他认为，通过农业集体化把人口众多的农民当作“最

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消灭了，也就“在国内消灭了

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13]337第四是形成完整的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

中，苏联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而这正

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开展，集体农庄交售的

粮食不断增多。1932年集体农庄交售给国家的粮食

占其收获量的 1/4多一些，1933-1934年则是 1/3强，

1935年几乎达到 40％。[6]163斯大林用强制和暴力手

段，用高征购的办法使国家控制更多粮食，而悲剧也

就由此发生了。未完成交粮任务的农庄领导被撤

职、开除党籍，有的甚至被枪毙。在库班地区，16个
未完成交粮任务的村镇被迁徙到极北地带。由于高

征购，农民连口粮都上交了。农村严重缺粮，造成大

量农民死亡。据有关材料，1931-1933年，饿死的农

民达 300万-500万人。由于不顾客观条件、过于急

迫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农业遭到极大的破坏。如以

1928年的农业产值为100，那么1929年为98，1930年
为 94.4，1931年为 92，1932年为 86，1933年为 81.5。
1933 年的畜产品产量只相当于 1913 年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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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40 年粮食年均产量为 45.63 亿普特，而

1913年为 47.7亿普特。到 1953年，牛、马、绵羊的

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

低于 1913年。

(三)卫国战争时期的经济

1941年 6月 22日，德国入侵苏联，苏联卫国战

争由此开始。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苏联在经济方

面作出了根本性的调整，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与

措施。

第一，改变全国的经济领导体制。苏联于 1941
年 6月 30日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它集中了国家的所

有权力。全体公民、党、苏维埃、共青团和军事部门

的所有机关，都必须绝对履行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与

指示。国防委员会拥有全部生产、计划工作的最高

领导权，对全国经济实行全面、严格的集中控制。

第二，将生产力快速转移至东部地区。战争初

期(1941年11月以前)苏联西部地区经济蒙受巨大损

失，苏联不得不把主要工业企业快速向东部地区转

移。在农业方面，苏联迅速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与

机器拖拉机站的物资从靠近前线地区运到东部地

区，同时还加快收割粮食作物。

第三，加速民转军。为了使整个经济转入战时

轨道，国防委员会利用对经济的高度控制权，快速将

民用生产部门转向军用产品生产。由于快速实行转

产，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生产的全部工业产品中，按

实物形态划分，65％-68％都是军需物品。

第四，动用大量财政资金保证战争需要。苏联

通过财政体系的分配与再分配，把大量国民收入集

中在国家预算中。国家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从 1940年的 15％急剧上升至 1942年的 55％。在整

个战争期间，苏联的直接军费支出为5824亿卢布，占

同期国家预算支出总额的50％以上。

第五，对居民消费品实行配给制。战争初期，由

于一些重要产粮区被占领，农产品的生产量与收购

量均大幅度减少，居民与士兵的粮食及食品供应，主

要靠战前建立起来的国家储备来解决。为了缓解供

需矛盾，苏联在1941年7-10月基本上改为实行居民

凭证供应制度。凭证供应的主要食品有粮食制品、

糖、糖果点心、油脂、肉品和鱼品，非食品类商品有棉

织品、麻织品、丝织品、缝纫品、针织品、袜子、皮鞋、

胶鞋、肥皂等。战争结束时，由国家统筹供应粮食与

其他产品的人数为7680万。

第六，发展农副业。战争期间，农业生产遭到严

重破坏，食品供应严重短缺。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

放松了对工业企业、机关以及个人从事农副业生产

的管制，以缓解食品特别是蔬菜与马铃薯等供应不

足的状况。

战争给苏联造成巨大灾难：1710座城市和 7万

多个村庄被完全或部分破坏和烧毁，约 2500万人无

家可归，31850家工厂及其他工业企业被毁。侵略者

破坏了长达 6.5万公里的铁路、4100座火车站，炸毁

1.3万座桥梁，洗劫并完全破坏了9.8万个集体农庄、

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而最严重

的损失是 2000万人死亡。 [14]211战争期间，苏联的经

济损失达25690亿卢布。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1941年 6月-1942年 6月)，
苏联经济十分困难。1942年苏联工业产值仅为1940
年的77％，特别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下降，生铁

减产 72％，钢减产 62％，轧材减产 66％，煤减产

55％，石油减产28％。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1942年 7月-1945年 5月)，
苏联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指标不再大幅

下降，转而逐步回升。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苏德战场

局势不断好转有关。如果以 1942年苏联工业产值

为100，那么1943年为117，1944年为135，1945年的

工业产值仅比战前低 8％。战争期间，苏联的机器

制造业加速发展。如果以 1940年苏联机器制造业

产值为 100，那么 1943年为 142，1944年为 158，1945
年为 129。这里要指出的是，机器制造业内部不同

部门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民用机器与设备产量

大幅下降，如 1945 年纺纱机、织布机的产量仅为

1940年的1％。⑥

农业的恢复状况远不如工业。1943年苏联农业

产值仅为战前的 37％。1940年的谷物产量为 9560
万吨，1945年仅为4730万吨。畜牧业的恢复要好于

种植业，1945年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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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时期，原本已经高度集中的苏联经济

体制变得更加集中了。

(四)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二战结束后，苏联面临的形势是：从国内来看，

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恢复经济的任务十分紧迫与复

杂；从国际来看，在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人民民主

国家，后来又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已不再处于

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苏联利用有利的国际环

境，全力以赴开展经济恢复工作。这里主要论述苏

联“四五”计划与“五五”计划期间即1946-1955年的

经济。在此期间，苏联经历了最高领导人的更迭，但

主要还是斯大林执政。因此，论述和分析的重点仍

是斯大林推行的经济政策。

苏联“四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使工农业恢复

到战前水平，然后再大大超过这个水平。“为此，必须

保证首先恢复与发展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必须

使农业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达到有可能超过战前国民

收入和人民消费水平的那种高度”。[15]11

为了完成“四五”计划，苏联迅速从战时经济轨

道转入和平时期的正常轨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

织军人复员，吸收退役军人参加生产，对他们进行生

产技能培训；将战时疏散到东部地区的居民迁回原

住地，为他们创造工作、学习的条件；组织工业企业

转产民用产品；加速战争期间德军占领区的经济恢

复工作；进行农业恢复工作；商业方面由定额配售向

敞开的商业销售过渡；广泛培养专家与熟练工作人

员；发展科技、文化和艺术；进行币制改革。[15]15

“四五”计划期间，乙类工业(消费资料工业)产值

的年均增长率(15.7％)第一次超过了甲类工业(生产

资料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12.8％)。这主要是因

为战后人民生活急需改善，必须更快地增加消费品

的生产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重工业的发展。“四

五”计划期间重工业发展迅速，且带有明显的军备竞

赛意图，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四五”计划期间苏联用于工业部门的基

本建设投资额为 171.64 亿卢布，其中甲类工业为

150.84亿卢布，乙类工业为 20.8亿卢布。用于甲类

工业的投资占整个工业投资的87.9％。苏联坚持发

展与军事密切相关的重工业，一些主要的重工业产

品产量迅速增长。1950年，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

业的产值比 1940年增长 115％，在工业总产值增长

72％的情况下，机器制造业的产值增长了135％。与

1940年相比，1950年的生铁产量增加 29％，钢产量

增加49％，钢材产量增加59％。采煤量在1947年即

已超过战前水平。除巴库和乌克兰外，各油田的石

油产量也在1950年超过了战前水平。[15]63,108,98

第二，“四五”计划期间，生产资料的生产量增加

105％，而消费品的生产量增加23％，分别是1940年
的204％和122％。[15]63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虽有提高，但由于农业、轻

工业的发展远不及重工业，因此市场供应仍然紧张，

日用消费品与食品仍然十分短缺。1950年苏联农业

产值只相当于1940年的99.8％。1950年的谷物产量

为 8120万吨，而 1940年为 9560万吨。1950年肉和

奶的产量分别为1940年的100.8％和84.6％。⑦

“五五”计划期间，苏联继续贯彻开展经济建设

与文化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生产与人民福利的方

针。在此期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1％，工业总

产值年均增长13.2％。计划五年内达到的工业生产

总值，只用了四年零四个月就完成了，特别是重工业

部门的计划任务超额完成。

“五五”计划也强调要加强农业，但农业发展状

况远不及工业。1953年的谷物产量为8250万吨，低

于 1940年的 9561万吨，甚至低于 1913年的 8600万

吨，而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也没有大的提高。

二战结束后，苏联仍然把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

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上，这与斯大林对世界形势的

错误估计和其根深蒂固的扩张思想有关。在二战尚

未结束的 1945年 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

团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

时讲：“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

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也不敢!”“所以斯拉夫人

应该团结起来。”他接着说：“战争快结束了，再过15-
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16]89斯大林大

力推行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使得苏联的农业、

农民与农村一直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然而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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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不但没有改变农业政策，反而加强了对农民的

榨取。1949年成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与斯大林提出

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使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

趋于封闭。斯大林模式被移植到东欧国家，而苏联

又不允许东欧国家进行改革，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

末90年初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垮台的重要

原因之一。

二、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斯大林生前没有

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也没有明确指定接班

人。因此，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中

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能也不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

接班人。在这一背景下，赫鲁晓夫克服了一个又一

个障碍，最终成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⑧

然而，他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

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

“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

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

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

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

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

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 [17]584亚·尼·雅科夫列夫

在分析赫鲁晓夫上台时的苏联经济社会状况时写

道：“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

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

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

活，战后完全荒芜。每天晚上集体农庄的作业队长

总是沿着村里的街道一户一户地给成年人派明天的

任务。他这种派工也是吃力不讨好，因为那些由于

繁忙的家务变得凶狠的婆娘们都给他做嘲弄的手

势，而留在农村的男子汉则一边骂娘一边诅咒为‘工

分’、为工作日去干活。”“儿童们拎着粗麻布袋在收

割过麦子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每

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

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斯大林爱好历

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

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20世纪中叶，俄

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

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18]15

以上的一些论述是十分概括和简要的。当时苏

联的实际情况与存在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要解决这

些难题，就必须更新政策，实行根本性的改革。赫鲁

晓夫对此是有深刻理解的，调整政策特别是经济政

策、进行经济改革确实是他的本意。尽管他有时表

现得反复无常，但一直到他下台前，改革从来没有停

止过。推行政策的前提是站稳脚跟，掌握权力。赫

鲁晓夫上台后，围绕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生

活这一主要目的，在政治领域进行严肃的整顿与清

理。他指出：“在我们苏维埃国家的生活中，斯大林

逝世后的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整顿和清理的时期。”⑨

他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清除贝利亚，为在政治领域

进行整顿和清理创造前提条件；进行大规模的平反

冤假错案工作；改组国家安全机构，健全司法制度；

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通过一系列斗争，赫鲁

晓夫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很快，他开始调整经

济政策并着手进行经济改革。

(一)着力解决农业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后面临的农业问题是十分尖锐

的。二战结束后，苏联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与人民生

活密切相关的农业问题上，而是集中精力抓城市重

建与工业恢复。战争期间参加红军的大量农民，在

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回乡，而是去工厂做工了。此外，

苏联在农业制度特别是集体农庄制度方面存在严重

弊端，战后也没有及时进行改革。这些因素导致斯

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业处于严重落后状态。

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作报告，宣

布苏联已经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他说：“今年(1952
年)，谷物的总收获量达 80亿普特，而最主要粮食作

物——小麦的总收获量比 1940年增加了 48％。以

前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问题——谷物问题——就

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无可改变地解决了。”⑩作

为苏共最高领导层内的农业问题专家，赫鲁晓夫出

于各种考虑，特别是在自己地位尚不十分巩固的情

况下，并没有对马林科夫关于粮食问题的这一不符

合事实的结论进行批驳。但他站稳脚跟之后，就用

大量材料揭示了粮食问题这一与苏联经济发展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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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真实情况。1954年1月22
日，赫鲁晓夫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题为《解决

粮食问题的途径》)中集中表达了他的看法。信中

说：“进一步研究农业和粮食收购的状况表明，我们

曾经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不完全符合国内

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的。”“粮食生产现在还保证不

了需求，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全部需要，而国家的粮食

储备量又不允许我们普遍进行数量充足的谷物产

品、特别是优质谷物产品贸易和米粮贸易。由于粮

食不宽余，我们只得限制粮食的出口量。”“许多州、

边疆区和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后

剩下来的粮食，不能满足集体农庄在公共经济的一

切需要。留给农庄的谷物饲料尤其少，而没有谷物

饲料，畜牧业就不可能急剧发展。”“1940年共收购粮

食 22.25亿普特，而 1953年只收购 18.5亿普特，即减

少了3.75亿普特。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的普遍发展，

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实际工资的提高，国内的粮食消

耗量正在逐年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数量同粮食需

求量的增长不相适应。”1953年的粮食收购量同

1948年的粮食收购量大致相等，可是消费却增加了

50％以上。这样，1953年的收购量满足不了国内粮

食的必需消费量，使得苏联政府不得不动用1.6亿普

特国家储备粮。苏联的“农业产量需要大幅度提高，

农产品的匮乏已经严重到即使农业以每年10％的速

度增长，也难于解决城市的粮食供应，因为城镇人口

的增长过于迅速”。[19]59

斯大林逝世后，如果再不抓农业，苏联就可能发

生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饥荒。赫鲁晓夫执政后，

为了解决农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1.推行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

斯大林时期，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得过死，

如分配给集体农庄的耕作业和畜牧业方面的任务有

200-250个。这极大束缚了农庄、农场的自主性。因

此，赫鲁晓夫执政后，率先对农业体制进行改革。

1955年开展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

是大大减少给农庄、农场的计划指标，即只下达农产

品采购量这一项指标，其他生产计划均由农庄、农场

根据农产品采购任务与自己内部需要来确定；二是

改变农业计划制订程序，农庄、农场不再从上级机关

领任务，而是自己制订计划。三是改变计算方法，即

把按种植作物的公顷数与饲养牲畜的头数计算改为

按农产品、畜产品数量计算。

2.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

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的农产品采购制度严重

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其主要问题在于采购价格低于

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价格不能反映用于生产各

种农产品的劳动消耗的实际比价。许多农庄生产 1
公担马铃薯的成本是40卢布，而它的收购价格仅为

3卢布。1952-1953年，生产谷物、牛肉、猪肉和牛

奶都是赔本的。生产 1公担肉的劳动耗费比 1公

担谷物大 14-15 倍，而 1952 年肉的采购价格仅比

谷物价格高 5-7 倍。此外，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合

理，还反映在其与工业品、食品零售价格之间的不

协调上。与 1940年相比，1950年的工业品与食品

零售价格提高了 86％，而农产品收购价格则基本

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这自然使工农业产品价

格剪刀差日益扩大。以上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

农庄、农场的物质利益，从而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

的发展。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调动农庄、农场的

生产积极性，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在农产品采购制度

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提高农畜产品收购价格。从 1953年到

1963年，农畜产品共提价6次。与1952年相比，1964
年全部农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 2.54倍，其中粮食

收购价格提高了 7.4倍，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 15
倍，牛奶收购价格提高了3.55倍。

第二，逐步放宽农产品义务交售的定额并逐渐

取消义务交售任务。根据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

决议，苏联降低了集体农庄和庄员个人副业义务交

售畜产品、马铃薯、蔬菜的定额。1954年，免除了拥

有个人副业的庄员、职工、渔业和手工业劳动组合成

员的谷物义务交售任务。从1958年1月1日起，完全

取消了庄员、职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

第三，实行统一的国家收购制度。1958年6月，

苏联取消义务交售制和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

实行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这种价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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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交售价格提高了2倍。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从

而使农庄收入大大提高。1952-1962年间，苏联全国

集体农户的收入增长了2.9倍。

3.改革个人副业管理制度

苏联农村的个人副业，是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过

程中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个人副

业主要是指农庄庄员、农场职工和农村其他居民耕

种宅旁园地与自养牲畜、家禽等家庭副业。长期以

来，个人副业在苏联农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

位。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在斯大林去世的 1953
年，个人副业生产的农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是：

肉为52％，奶为67％，蛋为85％，粮食为3％，马铃薯

为72％，蔬菜为48％。农庄庄员家庭收入来源中，个

人副业占26％。[20]166

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明确提

出，苏联农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反了物质利

益原则”，其中包括违反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中“每

个集体农户都有权拥有小规模的经济作为个人财

产”这个“最主要的原则”。会后，他采取了一系列鼓

励发展个人副业的措施，主要包括：免除庄员和农场

职工的欠款；先降低庄员、职工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

品、马铃薯和蔬菜的定额，最后废除针对个人副业的

义务交售制度，并取消1953年1月1日以前的向国家

义务交售的私人牲畜的积欠；实行新的农业税法，按

固定税率计算税额，使个人副业的税率降低了80％；

要求各级领导人协助居民购买牲畜和家禽，保证他

们私养牲畜所需的饲料与运输饲料的工具；等等。

以上措施，使个人副业迅速恢复和发展。与 1953年
相比，1958年的个人副业农畜产品产量有较大幅度

的提高：马铃薯、蔬菜产量提高 14.3％，牛的头数提

高 25.3％，肉、奶产品产量分别提高 33％和 27％，水

果产量提高46％。[20]167-1681953年时，2000万农户中，

有 1/4的家庭不养奶牛。到 1959年，几乎每家农户

都养了奶牛。[19]39应该说，在 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

在个人副业方面采取的改革措施，产生了不可低估

的积极影响。当时，有人称之为一种使私人生产受

益的“新经济政策”。“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

即国家不再直接干预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允许他

们自己决定怎样使用实际上多少是租借来的那四分

之一公顷土地。希望得到一小片菜地或果园的要

求，很快超出了小镇和城郊工人的范围。大城市的

机关被允许在乡村的路边、树林及铁路沿线寻找荒

地，作为菜地或果园分给其工作人员，一般为1000平
方米。这就是所谓工人集体园地的开端，工人们可

以在业余时间和工休日来这里劳动。”[19]39

但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

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并转而对个人副业采取一定

程度的限制政策。1958年，苏联农业丰收。在这一

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指出：

“党解决了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最重要的经济问题。”

苏联“在短期内克服了农业生产的落后状态”。“在

经济方面最强大的集体农庄目前就已经能够满足

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对马铃薯、蔬菜，甚至是牛奶的

需要。”个人副业“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俄罗斯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

命令，从1959年10月1日起，禁止城市公民个人饲养

牲畜。

由于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采取限制措施，个人

副业农畜产品产量明显下降。与 1958年相比，1964
年个人副业的播种面积、私养牲畜头数、产肉量和产

奶量一般都减少了13％-15％。[20]168

4.改组机器拖拉机站

斯大林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后，苏联政府却无

力向农庄提供它们所需的农业机器。即使有农业机

器，这些农庄也没有经济能力去购买。在这种情况

下，如何向农庄提供生产技术服务的问题就显得十

分迫切。斯大林的办法是把有限的农业机器集中起

来组建机器拖拉机站，让其为若干个农庄提供技术

服务。很快，苏联大规模展开机器拖拉机站的建

设。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机器拖拉机站与农庄的关

系，绝不限于前者为后者提供生产技术服务，后者向

前者支付报酬。实际上，机器拖拉机站一直起着政

治领导作用，党和政府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对农庄进

行控制。

到 1957年下半年，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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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为苏联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人们普遍认为，将

机器拖拉机站的农业机器出售给农庄是可能的，也

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机器设备，提高农

业劳动的质量，同时也简化了经营管理。赫鲁晓夫

也认为，不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就改变不了充满矛盾

的苏联农业制度。1958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

通过了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

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报告。同年2月26日，

苏共中央通过相应的决议；3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

埃通过相应的法律。这些文件对机器拖拉机站的历

史作用作出评价，并决定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其主

要内容是，改变为集体农庄进行生产技术服务的现

行制度，逐步把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并

逐渐过渡到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苏共中央的

决议指出，采取这一措施，“势必可以大大改善利用

现代化技术设备，加速农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

产率，增加每百公顷农业用地的平均总产量和商品

量，并降低其成本”。[21]412

5.改革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

自 1931年起，苏联集体农庄一直实行按劳动日

计酬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农庄在年终缴纳所得

税、偿还银行贷款、提取公积金和扣除其他必要的支

出之后，把收入的剩余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基金，按劳

动日数和劳动日值，向庄员发放以实物为主的劳动

报酬。这一制度有明显缺点。首先，庄员一般要等

到一个经济年度结束时，才能获得按劳动日计算的

报酬。也就是说，在一年内庄员没有任何固定收

入。另外，劳动日值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波动的，因

此，庄员不清楚一个劳动日能拿到多少报酬，更不知

道一个经济年度结束时总共能获得多少收入。这种

付酬制度，减弱了农庄庄员对劳动结果的物质兴趣，

他们不会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农业的发展。其次，

由于各种农活繁多，十分复杂，劳动日记分的标准很

难定得合理与科学。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

水平的提高，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在总结了许多农庄

已采用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的基础上，苏联于 1956
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的全部劳动日发给

预付款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为单位对

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

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从 1957年

起，集体农庄开始逐步改发货币形式的报酬。到

1960年，货币在苏联农庄庄员报酬中的比重己提高

到62％。[15]527

这次改革虽然有利于克服按劳动日年终支付报

酬的一些缺点，并对促进农庄庄员关心劳动成果也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改革之后的集体农庄劳动报

酬制度的基础仍是劳动日。因此，它并没有根本解

决庄员劳动报酬不稳定和无保障的问题。

6.推行垦荒

赫鲁晓夫决心搞垦荒，其基本思想或主要出发

点是：第一，在实行农业计划体制改革与农产品采购

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后，苏联农业发展状况有所

改善，而要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和畜产品产量，就必须

走捷径，这个捷径就是垦荒。第二，垦荒投资效益

高，回收期短。赫鲁晓夫的结论是：“用于开垦新土

地的基本投资，实际上一年之内就能收回”。[22]819第

三，赫鲁晓夫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通过集约

化耕作来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增加粮食产量。当

时，莫洛托夫等人提出苏联应当集中精力提高现有

耕地的生产效率，极力主张集约耕作，反对粗放耕

作。赫鲁晓夫反驳说，集约耕作意味着为将来而发

展苏联农业，但苏联今天就需要面包，而不是明天。

他接着指出：“原则上，我赞成农业的集约发展，但是

这需要非常先进的农业劳动力和巨大的物质资源。

这两者我们都没有。”

赫鲁晓夫排除各种阻力，全力以赴地推行他的

垦荒计划。1954年春夏两季，这项工作在全国范围

内展开。这一年开垦了1900万公顷，1955年又开垦

了1400万公顷，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1954年获

得好收成，全国粮食产量增加1000万吨，但其中大部

分是老农业区增产的，新开垦区只收获了300万吨，

这是因为垦荒工作才刚刚开始。1955年遭遇干旱，

新开垦区的春小麦全枯死了。到了冬天，粮食与其

他食品供应十分困难，导致成千上万来到新垦区定

居的人们纷纷离去。这让赫鲁晓夫面临艰难处境。

莫洛托夫等人借此指责他的垦荒政策是飞跃式的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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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的冒险。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动摇，反而进一步扩

大垦荒面积。[19]62-631956年是关键的一年，如果再次

出现 1955年的情况，赫鲁晓夫的执政地位将会动

摇。但这一年，因气候好和垦荒区肥力充足，苏联农

业获得了空前的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1.25亿吨，其

中垦荒区的产量为6300万吨，占总产量的51％。国

家收购的粮食为 5410万吨，其中从垦荒区收购了

3680万吨，占总收购量的68％。这样，垦荒政策的批

评者暂时失去了批评的理由。1957年 4月，苏共中

央主席团决定授予赫鲁晓夫列宁勋章和第二枚“镰

刀、锤头”金质奖章，对其在垦荒工作中的功绩予以

表彰。

自推行大规模垦荒后，苏联农业收成依然不稳

定，有丰收年也有歉收年。关于如何从总体上评价

垦荒，争论焦点是：把物力、财力用来提高原有耕地

的肥力和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是不是比把它们

用于垦荒更好？笔者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正如前面

谈到的，当时苏联没有条件搞集约化农业生产，即不

可能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迅速提高粮食产量。

第二，实际情况表明，垦荒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1954-1960年，苏联垦荒面积达到4180万公顷，播种

面积扩大 29％，谷物播种面积扩大 67％。1954-
1959年，苏联用于垦荒的投资总额为440亿卢布，而

同一时期垦荒区生产的商品产品使国家预算进款

760亿卢布。国家从垦荒区净得320亿卢布，这还不

包括垦荒区新增加的生产基金(约 350亿卢布)和建

造的大量住房在内。1953-1958年，苏联农业产值

提高了 50％以上，年均谷物产量超过 1亿吨，比此

前 6年增加了 39％以上。1958年，农庄庄员的平均

劳动报酬比 1953年增加 82％。 [23]289-290垦荒的主要

问题是，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持生态平衡的措

施，单一产品的连续耕作，使新开垦的土地上长期

积蓄的养分很快被消耗殆尽。赫鲁晓夫没有接受

在垦荒地上留出 18％休闲地的建议，并对提这个建

议的人说：“只有蠢货才会要休闲地!”一个研究所所

长因为留了 25％的休闲地竟被撤了职、开除了党

籍。[24]111这种违背科学、单凭主观意志的做法，造成

大量土地遭到风沙侵蚀。从1955年到1960年，已有

几十万公顷土地被风沙侵蚀，但并未引起注意。然

而 1962年夏季大旱，风化侵蚀波及了几百万公顷土

地，“仅在巴夫洛达州一地，就有150万公顷土地被风

‘刮走了’”。[19]116由此，苏联农业生产也就仍然处于

不稳定状态。

7.扩种玉米

在 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提出

应提升玉米在畜牧业饲料中的比例。他认为，苏联

今后必须更多地种植玉米，它是有价值的饲料作物，

许多畜牧业发达的国家都广泛利用玉米来作饲料。

1955年5月，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一次讲话中强调：

“在目前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增产玉米是发展农业的

根本问题之一。不增产玉米，要保证急剧增加肉类、

牛奶的产量，那是不可思议的。”1959年 9月赫鲁晓

夫访美时，看到了生长良好的玉米和用玉米喂养的

长得膘肥体壮的牛群。这使他下决心进一步推动玉

米扩种工作。1960年，玉米播种面积达到2800万公

顷，1962年又扩大到3700万公顷。

应该说，赫鲁晓夫力图通过扩种玉米来提高谷

物产量和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思路，并没有错。问题

在于，他不顾具体条件，违背因地制宜这个农业生

产中最重要的原则，通过运用政治压力搞运动的办

法，让那些根本不适合种玉米的地区去种植这一作

物。1961年 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对

种植玉米不积极的地方领导人提出批评：“在那些

没有长出玉米的地方，存在着不能促使它生长的

‘因素’，这一‘因素’应当在领导干部中寻找……应

当撤换那些本身使玉米这种作物干旱枯萎、但却没

有为它恢复生机提供机会的领导者。”强制推行扩

种玉米运动的不良后果有：一是由于玉米产量不

高，其经济效益比其他饲料作物要差。据 1958-
1962年的统计，种植和收获 100饲养单位的多年生

饲料，如三叶草、梯牧草、牧场草等，成本为 1至 3卢
布，而种植和收获 100饲养单位的玉米的成本是 5
至 6卢布。 [19]120二是由于扩大了玉米播种面积，冬

小麦的播种面积下降，影响了谷物增产。赫鲁晓夫

在 1955年提出的在 1960年之前每年谷物总产量至

少要达到 1.65亿吨的指标根本没有达到，到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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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 1.255亿吨。三是在一些特别不适合种玉米的

地区，青饲料供应大大减少。在立陶宛，1960年为每

头奶牛购买的青饲料量为 6吨，1961年降为 4.5吨，

1962年不到1吨。[19]120

后来，赫鲁晓夫对不顾条件扩大玉米播种面积

的错误也有所认识，承认玉米并不适合在所有地区

种植。但他在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同时，亦常常把责

任推给别人。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我开始为种植玉

米开展宣传运动时，我真诚地相信——并且我仍然

相信——这是做得对的。但有些干部想迎合我。说

得粗一点，他们好像一群马屁精。他们不首先为农

民作好适当的准备，就坚持大面积种植玉米。结果，

农民根本不懂得如何正确地种植和收割玉米。最

后，人们对玉米可以作为青贮饲料作物产生怀疑，而

我作为第一个推广种植玉米的倡议入的声誉也受到

了损害。”

8.推行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的政策

在 195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赫鲁晓

夫提出了与 1954年相比 1960年全国主要畜产品产

量的增加幅度。其中，肉类和各种油脂、奶品要增加

100％ ，蛋 类 要 增 加 120％ ，各 种 羊 毛 要 增 加

80％。 [25]28可见，这一目标定得相当高。然而，赫鲁

晓夫在垦荒和扩种玉米方面一开始所取得的成绩影

响下，已不满足于上述主要畜产品产量的增加幅度

了。1957年 5月，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一次

农业工作者会议上，提出了惊人的计划：要在三四年

内(即到 1960或 1961年)在按人均计算的肉类、牛奶

和黄油产量方面超过美国。1957年按人均计算的主

要畜产品产量情况如下：苏联肉类产量为32.3公斤，

美国肉类产量为 102.3公斤；苏联牛奶产量为 245公
斤，美国牛奶产量为343公斤；苏联黄油产量为2.8公
斤，美国黄油产量为 3.8公斤。[26]332根据苏联公布的

材料，1955-1957年，苏联肉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不

到 10％。如果按这个已经不算低的速度来计算，要

使苏联人均肉类产量赶上美国 1957年的水平，约需

要15年。赶超计划的执行结果是，苏联人均肉类产

量到1964年提高到40公斤，而美国1961年的人均肉

类产量为 100公斤。可见，赫鲁晓夫在 1957年提出

的在三四年内赶超美国的计划是多么不现实。

赫鲁晓夫提出赶超政策，成为反对派计划在

1957年把他赶下第一书记位子的一个重要原因。他

事先并没有与党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商量，在头脑发

热、一时冲动的情况下提出了冒险计划。这是赫鲁

晓夫的一大失误。

(二)力图通过大改组推动工业加速发展

赫鲁晓夫在大力调整农业政策、实行一系列农

业改革措施的同时，也着手探索调整和改革工业管

理体制。

赫鲁晓夫曾长期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工作，熟知斯大林时期那套过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看到了中央与加盟共和国之间

存在的矛盾及部门管理原则的严重弊端。所以，他

一上台，就集中力量处理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限的

问题。此外，当时苏联计划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完

成按人均计算的产品产量赶超美国的任务。但苏美

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大，在短期内完成这一任务是很

难的。而赫鲁晓夫把赌注押在了工业和建筑业的大

改组上。1957年3月8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

一旦实现二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一旦发挥出自己的

组织力量，工业就将突飞猛进，工业方面的成就不会

小于我们在农业方面由于开垦荒地而取得的成

就……改组工作，将在我国工业中开拓出真正的生

荒地。”赫鲁晓夫认为，如果不对工业与建筑业进行

大改组，就不可能调动各加盟共和国与企业的积极

性，也就难以使整个工业加快发展并在短期内实现

赶超战略确定的目标。

赫鲁晓夫对工业与建筑业的调整和改革大体上

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在1957年之前的局部性调整；

第二步是 1957年的大改组。1957年之前的局部性

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权限和

企业经理在生产与经营管理方面的独立性和机动

性。应该说，在工业部门推行的这些局部性调整，对

调动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起了一

定的作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1956年苏联的经济

形势是令人振奋的，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1％，谷物

总收获量比上年增加了 20％。可以说，1956年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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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十分得意的一年。在此基础上，他决心对

工业与建筑业进行大改组。

这次大改组的主要内容是，针对部门管理体制

存在的弊端，变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部门原则为地

区原则，即将“条条”部门管理改为“块块”地区管理，

以便把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

通过大改组要达到的目的是，在消除因部门管理原

则而产生的管理过分集中等问题和扩大地方经济管

理权限的同时，使国家的集中领导与地方经济机关、

党的机关和工会组织的作用结合起来，使全国(联
盟、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经济协调发展。

为了实现上述改组目标，苏联采取的主要措施

有：第一，撤销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部。

第二，在全国建立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个经济行政

区建立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

各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受加盟共和国部长

会议和加盟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双重领导。第

三，改变部的工作性质和职能。改组后保留的一些

部，其主要任务是制订本部门的发展计划并保证生

产技术水平，编制科研和设计工作计划并监督执

行。这些部的职能是通过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实现

的，它们不再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第四，改组中央

经济管理机构。根据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的要求，

苏联决定撤销原来负责短期计划的国家计委，把原

来作为部长会议职能机构的国家经济长期规划委员

会改组为国家计委，负责全国长短期计划的综合平

衡工作。在改善计划工作方面，从1959年起，苏联不

再实行制订和批准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办法，而是

分别按年度、部门、加盟共和国、各经济区企业和建

筑机构编制长期规划。另外，苏联还大大减少了计

划指标。1958年的计划指标比1956年减少了一半，

1959年确定的“七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比1958年又

减少2/3。[27]275-276

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大改组的一个重要意图，

是克服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的严重弊病，克服部门

本位主义，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限，提高其积极性与

主动性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大改组很快取得

了效果，具体表现在：1959年，按经济行政区成立的

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的工业 (产值)占全国工业的

72％，地方管辖的工业占22％，而中央管辖的工业所

占比例急剧下降到 6％。联盟预算与加盟共和国预

算以及地方预算的关系也有了大的变化。1955年联

盟预算占全国预算支出的 73％，到 1960 年降至

41.2％。同期，加盟共和国预算和地方预算分别从

12.5％和14.5％提高到39.1％和19.7％。[28]637大改组

在促进各地区经济综合发展和同一个地区内不同部

门之间协调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旨在克服

部门本位主义的大改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部

门的条条分割状态，使很多跨部门的综合性重要问

题较容易获得解决。另外还应看到，由于实行了地

区管理原则，在一个经济区范围内政府可以较合理

地组织产销关系，互通有无，充分利用本地区物资，

从而节约了运费、降低了成本。

但是，这次大改组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从提高经

济综合效益的角度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突

出的问题有：

第一，在克服部门本位主义的同时，导致以地区

本位主义为基础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泛滥，部门

“割据”被消除的同时又导致了地方“割据”。

第二，地区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的泛滥，必然影

响国家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从而在全

国范围内造成了经济混乱。

第三，搞乱了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影响了统一

技术政策的有效执行。大改组后，绝大部分的企业

和科研组织被下放到了各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

委员会，这“开始使它们仅仅适合于地方的需要，忘

记了全国统一的技术政策，忘记了生产的专业化和

协作”。

第四，管理机构重叠，比原来更加臃肿。大改组

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精简机构和提高工作效率，但实

际结果是，工业和建筑业中的管理机构不仅没有减

少，反而大量增加。到1963年，管理机构的数量比大

改组前几乎提高了3倍。机构重叠、平行和责任分散

等问题，导致一方面短缺产品更多了，另一方面仓库

里却堆满了卖不出去的过时产品。

对于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苏联自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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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不能算是一次改革，而“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

验”。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苏联《真理报》发表的社

论批评1957年的大改组是“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

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

(三)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1964年10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解除了

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他在农业和工业领域采取的政策，并没

有真正改善苏联的经济发展状况：在他执政后期，苏

联经济呈恶化趋势并出现了混乱局面。

第一，一些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不断下降。苏联

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在 1951-1955年为 10.8％，

1956-1960年为9.1％，1961-1965年为6.5％；同期工

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3.1％、10.4％和

8.6％。 [28]30,126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材

料，从 1956年到 1963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速

降低了一半，国民收入年均增速降低了2/3。
第二，一些重要的质量指标不断恶化。在“七年

计划”的4年中，整个国民经济中固定资产的利用指

标降低了9％，而农业中固定资产的利用指标甚至降

低了 21％。劳动生产率也不断下降。1950-1955
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7.8％。而在“七年计

划”的数年内，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下降到

5.6％，其中 1962年为 5.5％，1963年为 5.2％。工业

中“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更加失调，

到 1963年这种比例失调达到了创纪录的程度。当

年，“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为10％，比“第二部类”的

5％高出1倍。

第三，农业生产形势严峻。按照“七年计划”，

1959-1963年农产品产量年均增速应为 8％，而实际

上，前 4年的年均增速为 1.7％，1963年则为负增长，

按价值计算的农产品产量低于1958年的水平。5年
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理应降低 2.1％，实际上

却提高了 24％。严重缺粮和缺饲料，导致大量牲畜

被屠宰，结果是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

1964年，苏联各地出现了肉类产品长时间脱销的情

况。而在前一年即 1963年，苏联国内甚至连面包供

应都出现了问题。为此，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实行粮

食凭卡供应制度。最后，苏联动用860吨黄金从加拿

大和美国进口粮食，同时还动用了国防储备粮，才避

免实行粮食凭卡供应制度。

赫鲁晓夫本想通过农业改革激发农业工作人员

对物质利益的关心，然而这一目的并未实现。1958
年，集体农庄单人每日劳动报酬(货币和实物)合计为

1.56卢布，到 1963年仅增加到 1.89卢布，5年共增加

33戈比，即每年才增加不到7戈比。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经济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

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在上面提到的解除赫鲁晓

夫职务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苏斯洛夫在发言中

指出：赫鲁晓夫所犯的严重错误是背离列宁主义集

体领导原则，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但又不

善于正确地运用这一权力。这样就造成以下情况：

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内外政策问题，中央集体无法

进行自由、切实的讨论。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和政

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

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

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家与实践家；他把一切

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到执

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

作中，不尊重别人，只要别人谈谈自己的看法，立即

就被打断；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

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对赫鲁晓夫

的个人迷信虽未最后形成，但正处在形成过程中，处

于复发阶段……一句话，在苏共中央“形成了一种令

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

行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

得不下决心让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赫鲁晓夫上台后就把很大

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揭露其独裁政治造

成的严重弊端上，但后来他为什么在不少方面又走

了斯大林的老路呢？斯大林的一些特质为什么又在

赫鲁晓夫身上再现了呢？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主席

团委员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对此作了一些分

析。事情的发生是有个过程的。斯大林去世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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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一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面遵循列宁的

警告，并没有立即委托给赫鲁晓夫同志无限的权

力。初期他仅仅领导苏共中央，担任中央第一书

记。在这一时期，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总的

说来还是相当谨慎地使用权力，尊重领导人集体的

意见。因此，当1957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

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方面也会正

确地使用权力。他当时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担

心。此外，当时允许这种权力集中还出于一些国内

和国外形势的考虑”。“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推

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

会议主席之后，不断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能够出色

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使他

的威望不断提高和巩固。的确，由于苏共中央委员

会和全党的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小的威望。”“应当承

认，赫鲁晓夫同志在初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

相，对自己的威信所以不断提高似乎还有自知之

明。”“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警惕在某种程度上放

松了。”“当时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个问题的发展。我

指的是派别活动分子——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拥护

者向党发动进攻的那个时期。当然，他们也向赫鲁

晓夫同志发动了进攻。我们在反击的过程中，按照

斗争的逻辑，不得不说许多赞扬赫鲁晓夫的话，而且

那时又不能批评他。看来，他由此得出关于他本人

的、完全不正确的结论。”这里可以看到，在高度集权

的政治体制没有被触动的情况下，在党内缺乏民主、

对最高领导缺乏监督机制的条件下，起初沿着正确

路线前进的赫鲁晓夫，最终背离了这条路线，“这首

先是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结果”。“权力集

中在一个人手中，势必潜伏着产生严重危险的可能

性。”对此，亚·尼·雅科夫列夫的评价是：“人是脆弱

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18]18

总之，赫鲁晓夫在执政后期，已处于极其困难

的境地。“当时许多人都已感觉到赫鲁晓夫及其政

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空转打滑、毫无作为的地步，

虽然他离开了习惯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无论

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换句话说，他失掉了人们对

他的信任和个人的声望，原因是他奉行的是虎头蛇

尾的、半途而废的政策……因此，在关键时刻到来

时，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几乎引起了所有人

的忿怒。”[29]139

同时，我们亦应历史地与客观地指出，赫鲁晓夫

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他在对斯大林时期过

度集中的体制弊端有所认识的基础上，破除对斯大

林的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政策调整与改革，

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注释：

①日本著名苏联经济问题专家佐藤经明教授也认为苏联

的工业化是从1928年开始的。参见陆南泉、张文武编：《国外

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

②斯大林的第一种说法是1932年即“一五”计划结束时，

工业化运动或工业化时期就结束了。1933年1月7日，他在联

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了题为《第

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的报告。报告指出：“这一切就使我国

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

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提

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一九三二年)末的百分之七十。”参见

《斯大林全集》第 13卷，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 164页。但

到了1946年，斯大林在谈到苏联“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

业国变成工业国”的“飞跃”时，称“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

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三个五年计划期

间实现的”。他还进一步明确说：“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

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参见《斯大林选集》下

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5页。

③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

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7-208页。

④参见[苏]《十月》杂志，1988年第4、5期。

⑤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8页。

⑥参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第342-343页。

⑦参见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5页。

⑧从 1953年 3月 5日斯大林去世到 9月赫鲁晓夫在苏共

中央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的这段时间中，马林科夫主

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工作。

⑨参见[苏]《共产党人》杂志，1961年第7期。

⑩转引自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人民出版社

··4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2023.2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2007年版，第140页。

参见《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140页。

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产品收购价格严重扭曲，相关情

况可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

第6卷，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21-522页。

参见《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151页。

参见《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167页。

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
年10月17-31日)》第1卷，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80页。

参见《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172页。

参见《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183页。

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提出，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其

重要的时期——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这一时

期，要解决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根据这一精神，大会修改

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最后两年的任务，并通过了“七年计划”

(1959-1965年)。
参见[苏]《真理报》1957年4月29日。

参见[苏]《真理报》1964年11月8日。

引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3号全宗，67号目录，223
号案卷。

引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3号全宗，67号目录，223
号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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