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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苏联败亡的根本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见

解，只要认真加以比较，不难辨明真相。一种见解是从浅层次强调近因，认为主要是从末任总书记戈

尔巴乔夫或者再上推至赫鲁晓夫起推行的右倾错误路线，造成了恶果；另一种见解是从深层次强调远

因，认为主要是从斯大林起长期推行过左错误路线和过度集权体制，埋下了病根与祸根。还有人把这

病根与祸根上推到列宁甚至马克思，这未免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苏共领导人自己也对苏共失败的浅层

原因和深层原因分别作了不同的分析，这值得我们首先参考。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认为：斯大林时期虽然有缺点和错误，但成就

是主要的，苏联的解体始于赫鲁晓夫时期，完成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激进”改革。这种观点没有看到

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之间的继承性和一致性，因而是肤浅的，无法令人信服。而1990年俄

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则从苏联整个历史和整个体制来探究问题。他在1995年8月10日和

10月24日回答记者提问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

垄断，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直接出卖民族利益。”这里所指明的“三垄断”，道出了苏联模式社

会主义的主要弊病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全面过度集权，这个见解是很有深度的。叶利钦则认为

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是错误的。这种极端观点是无法解释苏联74年的历史的。 

  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不在列宁，更不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创造性地运

用马克思主义，首先在比欧美落后的俄国领导工农大众取得了政权，初步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逐步建设

社会主义之路。列宁虽也犯过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但是他有民主思想，党内有民主体制，所以能

够及时改正错误。如在1921年他就提出以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取代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战

时共产主义政策。 

  而斯大林缺乏民主思想，破坏党内民主，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

制”明显带有沙皇君主专制体制的特征，以致他推行的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左”的错误路

线，好几代领导人都无法改正。他还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起培植了一个党政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这个

集团为维护其特殊权益拒不进行体制内改革，它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真正掘墓人，党的几任领导人

无非是这个官僚集团的首脑。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使苏联社会的生产力难以持续发展，过度集权的

体制使苏联社会长期缺乏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 

  苏联自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起，就一直存在三大矛盾：过左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

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自由的矛盾；党政官僚集团同人民大众的

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民族人民的矛盾。斯大林培植的官僚集团、形成的三种党政领导体制、

 



社会出现的三种矛盾，都是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苏联的灾难就是这样形成

的。正是这三大社会矛盾的深化和激化导致经济、政治和民族三种危机的全面爆发，终于造成“三个

灭亡”（亡党、亡国、亡制）。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头三年依然推行过左路线，1988年7月以后才转向右

的方面。苏联是长期“左”、后期右，右是对“左”的惩罚和反动，再加上外部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

催化，结果是先“左”后右、内外夹攻，合葬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其中既有近因更有远因，既有外因

更有内因，内因和远因更带根本性。（选自高放《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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