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经过二月革

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临时

政府，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社

会主义国家。30年之后，在东方的文明古国，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最终选择了社

会主义。 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具有旺盛的生命

力和辉煌前景，但是其发展道路又是坎坷曲折的。 由于种

种原因，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 曾经作

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中国在坚持

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不断进行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 强大

的苏联为什么瞬间解体？ 中国如何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

上取得更大的发展？ 笔者认为可以从中苏两国最基本的

国情入手，探讨两者的异同，希望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

点思路。
首先，有必要对中国、苏俄“建国初期”进行时间限定，

以增加两者的可比性。 笔者认为，苏俄经过战时共产主义

到1921年开始了实施新经济政策，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政策；中国经过三年恢复时期于1952年底提出了社会主义

过渡时期总路线，可以把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到1921年实

行新经济政策之前作为苏俄建国初期，而中国的建国初期

则可以界定为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52年实行过渡

时期总路线这三年时间。
一、苏俄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

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发动了反对沙皇

专制的斗争，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不久，还没有形

成统一的能够指挥协调全国的领导力量，没有和农民结成

巩固的联盟，最后以失败告终。 但从1917年1月起,俄国各

地的工人群众又积极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举行政治

罢工和斗争，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镇压，不得不采取武装斗

争的形式，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成立了“临时委 员

会”，宣布接管政权。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俄国末代沙皇

签署了退位诏书，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后却出现了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即以临时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专政和以工兵苏维埃为代表的工农政权并存。资产阶级政

府为了维护既得利益， 不仅没有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和

平、土地等问题，反而准备让末代沙皇的弟弟继位，同时还

镇压了群众的示威游行运动。 在发生了 “七月流血事件”
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得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

群众的支持，决定以武装形式夺取政权，并最终取得了十

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

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新建立的苏俄，不仅四面受敌，而且发展也面临种种

困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占优势，
封建自然经济成分占主导的国家。 据莫斯科高校出版社

1987年出版的《19世纪—20世纪俄国史统计》，1897年的俄

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较为集中的城市居民人口只占总人口

的13.4%，1914年上 升为17.9%，各 类工 人 为1780万，约 占

总人口的11%； 从俄国国民经济固定资产的构成看，1914
年农业资产占53.7%，工商贸、交通、通讯加在一起总共才

占46.3%；从国民收入构成看，农业占了53.6%，其余所 有

的收入占46.4%。 〔1〕当时的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

主的国家，且农奴制残余普遍存在。 这是苏俄建国前的重

要国情。
苏俄建立后于1918年春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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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使苏维埃政权得到了短暂的和平，开

始实施土地社会化、银行国有化、工人监督、大企业国有化

等措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改善了工农地位，
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苏俄人民正在准备开展社会

主义建设时，便发生了英、法、日等14国联合武装干涉苏俄

的事件。从1918年3月开始，国外武装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

相互勾结，“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占领了苏俄四分之三的

土地，形成了对新生政权的包围，于是苏俄除了建立战时

体制外，别无选择”。 〔2〕

苏俄政权为了应付战争，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实行

余粮收集制。 第二，实行广泛的工业国有化和工业管理集

中制。 工业管理和计划集中于最高经济委员会各部门的

总管理局。第三，限制市场流通和私人贸易。尽管国内贸易

国有化法令只规定对经营国家垄断品的私人商业实行国

有化， 但在实际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私人商业都国有化了。
经济关系迅速实物化，按阶级属性确定口粮标准，工业必

需品实行配给制，进行大规模的实物交换。 第四，为了保

证前线的胜利和工厂劳动力的供给，实行了劳动义务制和

劳动“军事化”，只有完成了一定劳动义务，才能领取到相

应的口粮。 苏俄建国初期的建设是在落后、封建性农奴制

残余普遍存在，农民占80%，文盲约占全国70%的人口的

基础上，在战争和动荡的环境中进行的。 战时共产主义政

策不仅保证了红军的给养，而且建立了工农国家对国民经

济的全面有力的领导，打击了城乡资产阶级的抵抗和投机

活动，保障了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 但它毕竟是作为

一项应急措施出现的，脱离了落后国家的客观现实，脱离

了广大农民的需要，随即被新经济政策取代。
二、中国建国初期的国情

中国人民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和农

民领导的农民革命均遭失败的情形下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在经历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

大胜利。1949年9月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1949年10月1日新

中国的成立，并以政协签署的《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
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建国初期，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特别是美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胜利表示极端的仇视和恐惧，在政

治上采取不承认政策，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并利用国

民党残余势力进行各种破坏和扰乱，妄图扼杀新中国。 在

国内政治方面，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以及其在溃退时残

留在大陆的200万政治土匪、100万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势力

还在进行破坏、暗杀和暴乱，严重威胁着国家和人民的安

全。 经济方面，工农业极端落后。 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

吨， 比历史最高年产量1943年的92.8万吨下降了383%；铁

产量只有25.2万吨， 比历史最高年产量1943年的180万吨

下降了86.4%；煤产量3090万吨，比历史最高年产量1942年

的6100万吨下降了49.9%；电力43亿度，比历史最高年产量

1941年的60亿度下降了27.7%；棉布3000万匹，比历史最高

年产量1936年的4500万匹下降了32.9%； 全国铁路破坏将

近一半，能通车的仅11000公里；全国粮食产量比历史最高

年产量1936年的2700亿斤下降了25%； 棉花减少一半，加

上无力抗拒自然灾害，1949年全国受灾面积达12000万亩，
灾民约4000万人。 〔3〕再加上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通

货膨胀，致使物价飞涨，物资奇缺，工厂停工减产，到处可

见失业群众和流落灾民，经济困难巨大。
面临以上困难，建国初期的中国基本任务是完成民主

革命遗留任务，巩固新生政权，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生产建

设，改善人民生活。第一是要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建国第一

年，全国行政区划分为28个省、3个直辖市、8个行署区、1个

自治区（内蒙古）等，并号召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至1951年9
月，全国已有98.5%的县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是建

立国营经济。 除了原有的解放区公营经济外，主要是通过

没收官僚资本，征用外国在华企业建立起来的。 党中央指

示，接收官僚资本的企业，并不打乱原来的技术组织和生

产管理，先保证生产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是镇压反革命，
基本肃清了三大敌人在我国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使我

国社会秩序得到了初步安定。 第四是开展土地改革。 依靠

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

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第五是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

长久以来一直蓄谋通过侵占朝鲜，进而侵占中国。 美国于

1950年6月25日发动朝鲜战争并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为了保家卫国和保

卫和平反对侵略，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与朝鲜人民军

并肩作战。 抗美援朝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世

界上爱好和平国家的支持，这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 巩固了新生政权，

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1952年已

达446元， 比1949年增加了70%左右， 全国农民每户收入

1952年比1949年增长了30%以上，统一了全国财政，稳定

了物价，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4〕

三、中国苏俄两国建国初期的国情比较

中国苏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建立，对世界产生了不

可估量的影响。两国的经济、政治等有着相同的部分，也存

在很大的差异。 对于两国建国初期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

从经济条件、政治环境、民族传统、外交关系几个方面进行

较。
第一，从经济条件来说，建国初期的苏俄和中国都面

临经济困难。 尽管俄国在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有所发

展，但总的来说，苏俄和中国基本上都是由封建制度迈向

社会主义。 两国农业产值均占全国总产值的大部分，农村

人口均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且文盲人口比重大。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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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俄国和中国晚清政府以及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加上战

争的破坏，建国初期两国经济秩序混乱、物资奇缺、物价飞

涨、通货膨胀率高、货币贬值。 苏俄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
建立了国有工业，中国也接收了官僚资产，建立了国营经

济。 但是，中国的官僚资本更为集中，不仅控制着轻重工

业，而且有国民政府的“四行二局一库”(中央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

局、中央合作金库)控制着全国的金融。 新生政权接管了官

僚资本，基本上奠定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基础。 中国接收官

僚资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官僚资本完整地接收下来，先

实行监督生产，再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基本上

保证了生产的连续进行并使原来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基本上都保留下来，继续为生产服务。
第二，从政治环境来看，新生的苏俄和中国都面临着

战争的威胁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总的来说是政治

环境极不稳定。在苏俄，1918年春，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

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并勾结本国反动势力，形成了对新

生政权的包围，形势极其严峻，关系到新生政权的存亡。由

于苏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存在72天的巴

黎公社的一些经验之外， 其余全靠在本国的实践中摸索。
列宁认真分析了苏俄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

用到俄国革命的实践中， 成功打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

涉，巩固了新生政权。 但是苏俄当时的一些政策是应付战

事，还不能作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必须对本国

国情加以分析，结合实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路线。新中国

成立初期，西南地区以及一些岛屿尚未解放外，在广大解

放区， 主要任务是消灭土匪和特务分子以及国民党残余，
这是局部的战争，没有爆发全国战争，且在大陆范围内没

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 总之，建国初期的苏俄政治局势十

分严峻，中国则由于特务分子的破坏多有伪装，斗争也极

其艰难。
第三，从民族传统因素来看，苏俄和中国都是一个多

民族的国家。 苏俄有100多个民族。 从公元882年建立基辅

罗斯公国到1261年建立莫斯科公国，俄国的政治形式一般

以某个城堡为中心，包括周围一些地方和地区。 沙皇俄国

“似乎有一种扩张领土的嗜好，为了扩疆增土，并用各种手

段”。 〔5〕沙皇俄国的疯狂扩张，却忽视统治，只要求扩张后

领土的统治者臣服纳贡即可， 各个政权之间相互独立，民

族关系也相对独立。 而在中国，56个民族之间融合交流较

多，特别是统一的思想深入人心。早在1945年，内蒙古自治

区就已经成立。 新中国建立后，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的成功

经验， 决定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公布《民族区域自治实

施纲要》。 因为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群众，居住

地区广大，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0%到60%，所以新中国不

仅有自治区，还有自治州、自治县等；到1953年3月，县及县

以上的自治区达47个， 自治区内少数民族人口达1000万

人。 〔6〕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

的一个创举，成为全世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
第四，在国际环境方面，新生的苏俄作为唯一的社会

主义国家出现，开创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但是资本主义

国家联合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公然发动战争。 1918年苏

俄退出了沙皇俄国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积极同受

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国家取得联系，支持世界无产阶级的

革命。 苏俄成立后就曾支持中国的革命，并主动废除了一

些侵略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成立时也遭到帝国主义

的仇视，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禁运等，
并企图通过侵占朝鲜而侵略中国，还操纵联合国阻挠恢复

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的合法代表席位。但是中国

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首先

照会中国政府，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

系。 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

交国书，中国派王稼祥为首任驻苏大使。另外，新中国建立

时，全世界都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 随苏联之

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印

度、丹麦、瑞典、印度尼西亚等国相继承认新中国并建立了

外交关系；英国、挪威、荷兰、芬兰等国同我国进行建交谈

判。 〔7〕此外，我国还与许多国家恢复和发展了通商贸易关

系及人民的友好往来。
中国、苏俄两国的基本国情有所不同，其所采取的措

施也必然有所差异，不能以简单的对错划分，但有两条基

本原则必须遵守：一是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二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政

策、方针以利于本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上世纪80年

代末90年代初，曾经作为世界第二强国的苏联已经宣告解

体，作为后起者中国却展现了勃勃的发展生机，因此，我们

要从苏联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使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展现出更强大的发展前景。

注释：
〔1〕陆南泉、姜 长 斌 等 主 编：《苏 联 兴 亡 史 论》，人 民 出 版 社，2002

年，第151页。

〔2〕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3〕〔4〕〔6〕〔7〕李茂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广播电视

出版社，1991年，第30-31、63、34、75页。

〔5〕白建才著：《俄罗斯帝国》，三秦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3页。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

生 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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