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斯科的新老板戈
尔巴乔夫——年轻、
温和且令人敬畏。 

他说“俄国的悲剧，就在
于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
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
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
”。“共产主义是不可能
实现的口号”。 

——《苏共的领导集团》 



①苏俄人民生活水平从1917年的欧洲第5， 1985年跌至世界第88。

民用工业品技术非常落后，质量低劣。
②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干部任命制、职务终身制使苏联形成了
一个官僚精英集团……思想僵化，贪污受贿。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不
满的情绪日增。
③俄国靠扩张起家，民族众多，且发展极不平衡。苏联都对少数民

族实行同化的高压政策。斯大林时期采取镇压和强制迁徙的政策。
④ “二战”后出于与美国争霸的需要，以非理性方式进行军备竞赛，
致使军费开支达到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背上沉重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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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
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积累的弊端与矛盾日益严重，民
用工业品技术落后，质量低劣。苏联出现了社会动
荡、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的危机局面。



（1985-1991）

1、内容：
A．1985—1988年，经济改革，实施“加速发展战略” →片面发
展重工业；
B．1988年后，政治改革

①指导思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②改革方式：民主化、公开性，纵容自由化思想；

③改变党的地位：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总统制；

④1991年8月，公布《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

2、结果：

C．对外关系

经济改革失败导致经济衰退；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民族
分离倾向加剧；根本上动摇了苏共在国家的领导地位

“新思维”外交    缓和与西方关系    主动从东欧撤军     鼓励变革



东欧各国二战中多数被苏联解放，战后深受苏联的影响和控制

斯大林模式不符合东欧各国自身国情，妨碍自主发展

一些东欧国家进行改革，未取得显著成效，受到苏联指责干涉

80年代，大举外债，财政赤字剧增，危机加剧



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对
本国的不利影响，但由于政府政策不利，爆发了匈
牙利事件。

1988年初，背负外债160亿美元，人均外债1500美元，居

东欧国家之首。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严重。



捷克斯洛伐克改革



1．剧：

      变：

短时间内纷纷丧失权力

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化

3．剧变过程：

经济困难导致政治危机

执政党妥协退让，反对派势力大张

反对派夺权

4．夺权方式：
自由选举的和平方式
突发性事件和流血冲突（罗马尼亚）

2：时间： 1989年到1990年

实质:东欧各国的
资本主义制度取代
了社会主义制度



东欧剧变后的地图



1989年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暴发要求捷共领导人下台的游行

　　捷克斯洛伐克是1918至1992年存在的联邦制国家。1918年10月28

日，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60年通过新宪法，更国名为捷克斯
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90年4月，联邦议会决议更国名为捷克和
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1993年1月1日，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
立的主体共和国国家。



德国柏林墙被拆除

　　柏林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东德）于1961年8月12

日夜始建，用于隔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西德）。1989年
11月9日被推倒，促进了德国统一。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并入联
邦德国。统一后的德国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名、国旗、国歌、国
徽，首都设柏林。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存在于1963至1992年，位于巴尔干半岛。1992年解体，分别成立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后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1999年科索
沃战争后，解体为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
（波黑）和科索沃。



历史原因：

内部原因：

外部原因：

长期受制苏联，照搬苏联模式，产生许多错误和问题

经济方面（旧体制未根本改革，成效不大）
政治方面（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官僚主义滋生膨胀）

苏联因素（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推动）
西方因素（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

东欧剧变的原因：

         和平演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一
种"超越遏制战略"，以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瓦解。 “和平演变”
就是一种非暴力的衍生变化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利用武力侵
略不能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技术交流、文化 

交往等方式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心理、行为方式，进而使社会
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国家运行变成资本主义式的，从而在不动声
色中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部分加盟共和国独立

戈尔巴乔夫改革造成混乱局面

《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
公布（1991年）

“八一九事件”（1991年8月19—21日）



为了防止联盟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公布

了《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联盟变成了一个松散
的邦联。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对此强烈不满，发动八一九事
件。

大权落入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手中，
苏共产党彻底瓦解，国家政权发生质变。

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软禁了戈尔巴乔夫，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就是“八一九事件”。



在1991年“8·19”
事件中，叶利钦成为
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

1991年8月21日，戈尔巴乔
夫从克里米亚的别墅回到莫
斯科，1991年8月24日，宣
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这一事件实质是苏联“传
统派”为了挽救国家的完
整和统一，为了挽救社会
主义而采取的一场政变行
动。

19911991年年1010月月2323日，戈尔巴乔夫和叶日，戈尔巴乔夫和叶
利钦在议会中祝贺挫败八一九事件利钦在议会中祝贺挫败八一九事件

        但这种政变在西方国家

的强大压力和叶利钦等人的
猛烈反扑下，最后只能以失
败告终。因此反而加速了苏
联的解体。



    1991年12月21日，11

个共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
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发表
《阿拉木图宣言》，宣布
苏联不复存在。

    1991年12

月25日，戈尔
巴乔夫宣布辞
去苏联总统和
武装力量最高
统帅的职务。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下，

俄罗斯国旗缓缓升起，标志着苏联时代的结束。

苏联国旗 俄罗斯国旗 

http://hi.baidu.com/%E4%B8%AD%E5%8D%8E5000/album/item/fae75f238680545c9822eda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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