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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党内干部的选举仍然流于形式，党内高层领导思想也不统一，党对具

体行政工作的干预并没有减少，雷日科夫、叶利钦因此与利加乔夫产生了尖锐矛盾。党的工作重

心也没转移到争取民众和进行党的建设上，对于社会上对苏共的攻击没有还手之力，苏共纠正了

历史上的许多错误，本可以甩开包袱轻装前进，但他们并没有注意消除历史的负面影响，树立起

苏共的新形象，最后为历史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总之，从传统、专制的政治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演进是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既需要有社

会政治经济基础作保障，更需要吸收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这是一个

复杂的工程，需要吸收各方的智慧，靠少数人教条主义地拍脑袋决策肯定是行不通的。 

 

【论  文】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苏联解体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左凤荣 

 

【内容提要】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并没有注意到苏联的民族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更多强调的

是给公民以民主权利，而没有想到改革不合理的联盟体制，错过了改革联盟的良机，使波罗的海

三国争权益的运动发展成要求独立的运动，戈尔巴乔夫没有找到好方法阻止这三国的独立。叶利

钦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所领导的俄罗斯联邦争主权和最终抛弃联

盟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苏联彻底解体。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  联盟   解体 

 

    苏联解体后，俄共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当成苏联解体的罪魁，甚至要审判他们。他们二

人对苏联解体的态度却有不同，戈尔巴乔夫强调自己一直是联盟的捍卫者，为苏联的解体感到惋

惜；叶利钦则强调苏联解体是人民的选择，俄罗斯联邦放弃帝国的道路，不让苏联这个帝国继续

存在，给各族人民以选择的自由，是一件好事。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作为领袖的个人自

然也起了作用。在苏联联盟国家解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

他们的作用显然是不一样的。 

 

一、戈尔巴乔夫行动迟缓，错过改革联盟的良机 

 

    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但随着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国家。在苏

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央集中了大量的权力，地方权限很少，各加盟共和国支配的工

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 10％。各共和国感觉没有平等地位，他们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

者，根本谈不上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这种单一性体制的权力不平衡潜藏着严重的中央与地方的

矛盾。 

    80 年代中期在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方面，在 1987 年 11 月出版的《改革

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

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我

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

会象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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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1但是，戈尔巴乔

夫的盲目乐观并不能消除民族问题，1988年 2月纳－卡问题尖锐化，在 2月 28日政治局会议上，

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应该给这些问题排排队。现在应该首先结

束亚美尼亚混乱的局势，我们已授权（中央）书记处：着手研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心平气和

地研究，也不要弄明白多少就公布多少。在此要让他们的人也参加，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应

该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由学者、知识分子组成，而不要只让党务和政工工作者参加。政工人员

总是过多地束缚于分析事实的工作上：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现在应该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委员会，

指定领导人，让他们去考察、访问、讨论。”2 

改革联盟体制，从实际上的单一制向联邦制过渡，扩大共和国和自治体的权力，扩大地方的

管理职能，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根本没意识到这一问题，没有对联盟

体制及时做出修正，没有想到改组联盟。1989年 5月 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

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我国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
3在 1989年 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划分联盟、共和国、自治

区的权限。苏共中央也终于决定在 1989 年 9 月召开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反映各地代

表不同要求的信件寄到了苏共中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党在目前条

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对苏维埃体制加以改造，用现实的政治和经

济内容加以充实；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权利和机会；保证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为自

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创造条件；加强各种保障，以杜绝根据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4但这个

决议并没有真正实施，也未能遏制分离主义，9 月 23 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

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 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 

虽然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首次提出了制订并签订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 1990 年苏共中央

二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 1991 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制定新联盟

条约的进程中来。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

求赋予他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

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

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5

他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波罗的海三国起初也未要求独立，他们只是要求扩大共和国的权力，在 1989 年 5 月第一次

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定了共和国

经济独立草案，他们还坚决要求调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情况，并对该条约的后果进行评估。

1989年年中“萨尤季斯”事实上获得了共和国的政权后，逐渐变成了主张国家脱离联盟的力量。 

1989年 8月 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 50周年，“萨尤季斯”组织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

的政治活动，三国居民组成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三国有 1/5的

居民走上街头，“几乎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不接受斯大林于 1939年强加的这个强制性的联盟，渴

望独立。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已从戈尔巴乔夫保证国家统一的同盟者变成了敌人。改革首倡

者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要么是可保证群众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的深入，要么是保住联盟。”6戈

尔巴乔夫选择了民主。1990年 1月 11日，戈尔巴乔夫携夫人到立陶宛，同各方人士进行接触，

劝说他们留在联盟内，“分离会损害各族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重新划分权限、非集中化都是

                                                        
1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第 101 页。 
2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第 600 页。 
3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第 121 页。 
4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 122-123 页。 
5 （哈）努·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王沛译，《时代、命运、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60 页。 
6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第 233 页。 

http://www.bookuu.com/search/book_search.jsp?zz=Ã�Â�Â�Ã�Â¼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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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但是要保留合作和相互配合。批评联邦制没有意义，这一制度在我国从来没有过，我们至

今一直生活在单一制的国家中。让我们先在现在的联邦制中生活吧，以后再确定去向。我们可借

鉴世界联邦制国家的正面经验。”1 

但戈尔巴乔夫的劝说没起作用。面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要求，戈尔巴乔夫应对无策。在

1990年 3月 22日讨论形势时，瓦连尼科夫将军建议对立陶宛实行紧急状态、总统治理、派遣军

队等措施，戈尔巴乔夫不予考虑，他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4月 3日匆忙通过了退出苏联法，

实质上这是一个限制加盟共和国退出的法律。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迫使立陶宛屈服，4

月 15 日，宣布对立陶宛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提高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对许多重要商品禁运。

结果适得其反，损害了中央的形象，加剧了立陶宛反抗联盟的情绪，他们召回了苏联最高苏维埃

中的立陶宛籍人民代表，并宣布建立自己的军队。立陶宛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大部分人站到独立

力量一边，小部分转入地下。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苏联的宪

法和维护统一。“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促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领袖越走越远。”
2 

对于波罗的海三国不断发展的独立倾向，戈尔巴乔夫也曾倾向于用强力手段解决。1991年 1

月 10 日，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立陶宛恢复苏联宪法的效力，

立陶宛没有答复。立陶宛内部要求立陶宛留在苏联的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国

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认为局势可能失控，“萨尤季斯”

与救国委员会可能发生冲突，要求实行总统治理。1 月 11 日立陶宛“民族自救委员会”成立，

他们向常驻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卫戍区和波罗的海军区求援。军队于 1 月 12 日控制了维尔纽斯电

视台，当夜，坦克开进了维尔纽斯，13日凌晨 1时 30分，坦克包围了立陶宛电视台大楼，克格

勃特种部队强行占领了这座大楼，有 14 名立陶宛人和 1 名特种兵战士死亡；军队在进入议会大

楼时，遭到群众阻挡而停了下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基斯号召市民抵抗，保卫立陶宛

共和国，苏联其他共和国也声援，国际社会反响强烈，美国、欧洲许多国家、日本等都发表声明，

指责苏联在立陶宛用兵。在内外压力下，维尔纽斯卫戍区部队撤回了兵营。这次事件挽救了正在

丧失威信的兰茨贝基斯等民族分离势力，转移了人们对他们提价政策的不满，却损害了苏联的形

象，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民主受到暴力镇压的印象，立陶宛共产党以及一切被公众认为同这次事件

有关联的力量实际上被消灭了。 

叶利钦等民主反对派借立陶宛事件对戈尔巴乔夫等人进行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叶利钦飞到爱

沙尼亚，与波罗的海三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起商讨对策，表示相互支持，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

召集紧急会议。1月 20日“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组织 20多万人参加的游行，声援立陶宛，

要求苏联总统、国防部长辞职，要求俄罗斯有自己的总统和军队。戈尔巴乔夫声称发生在维尔纽

斯和里加的事绝对不是总统的路线，他要求政治组织通过法律途径获取政权，不要使用武力。3 

法律手段不起作用，军事手段行不通，戈尔巴乔夫只能听之任之，1991 年 2 月 9 日，立陶

宛举行全民公决，90％的公民投票支持国家独立。此后，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已成定局。波罗

的海三国的独立起了示范性作用，大大鼓舞了其他共和国民族主义的发展，1990 年以后苏联经

济状况恶化，苏共和联盟中央机关的瘫痪，为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二、叶利钦与联盟争主权，引发主权大检阅 

 

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实际上无法动摇苏联的根本，它们三国人口只占苏联人口总数的 2.8％，

                                                        
1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 123 页。 
2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第 15 页。 
3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АСТ.2007. С.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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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拥有重要资源。最后埋葬苏联的是俄罗斯的民族分离主义，因为俄罗斯是苏联的支柱，苏联

虽然是由 15 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力量并不平衡。苏联的面积是 2240.22 万平方公里，俄罗斯

的面积为 1707.54 万平方公里；1981年苏联的人口是 2.666亿，俄罗斯的人口为 1.39165亿。1在

自然资源、经济实力等方面，俄罗斯联邦都占有绝对优势，苏联可以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可以没

有外高加索三国，但不能没有俄罗斯。 

在苏联各地民族主义思潮奔涌、民族分离主义日益发展之时，作为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的俄

罗斯并没有站在联盟一边，叶利钦为了与戈尔巴乔夫争权，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是波

罗的海三国与联盟争权和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1990年 6月 12日，在叶利钦等人的鼓动下，

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903票赞成，13票反对和 9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宣布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在

俄罗斯全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这表明：“俄罗斯内部倾向获得主权

的情绪开始迅速发展。这种情绪是渴望与努力在本国疆域内团结起来，永远摆脱这样的状况：在

俄罗斯发号施令的同时，又在许多方面与苏联融为一体。在俄罗斯的许多地区-非黑土地带、外

乌拉尔、远东走向经济上荒芜和衰退的同时，俄罗斯仍是输血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满。”
2俄罗斯主权宣言发布后，其他共和国，包括自治共和国也相继通过类似宣言，开始了“主权国

家大检阅”，严重干扰了联盟中央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甚至把这

一天看成是苏联开始终结的准确日期：“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赞同了其主席鲍里

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的提议。这就是所有接踵而至的分立主义倾向的起点和开端，

这些分立主义分子先是断送了苏联，而后是俄罗斯。”3在俄罗斯的示范作用下，到 1990年 12月

又有 9个共和国：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发表了主权宣言。1990 年 10 月 24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重申联盟

法律优先于共和国法律，但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规定在俄罗斯境内共和国法

律高于联盟法律。 

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联盟体制、建立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提上了日程，1990

年 12月 24日，苏联第四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新联盟条约的总构想及其签署程序》的决议，决

定把现行联盟改组为“自愿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民主的联邦制国家”。决定由专门的委员会

负责条约的起草工作和决定签署的程序。为了取得民意的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于 1991 年 1 月

16 日通过决定，在 3月 17日就是否保存革新后的联邦举行全民公决。1991年初建立了起草新联

盟条约草案的专家小组，领导人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弗·尼·库德里亚夫采夫和总统的两个代表：

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参加这一小组工作的有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各加盟共和国的

领导人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参加讨论和做出决定。加盟共和国的对抗使中央名存实亡，为摆脱

危机，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通过签署新联盟条约来寻求出路。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加剧，在 1991 年初，莫斯科街头游行不断，矿工举行

罢工，不断提出让苏联总统和内阁辞职，1991 年 2 月 19 日叶利钦在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事

情已经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保留‘改革’这个词的同时，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他要保存

现有体制，保存强硬的中央集权，不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我完全不

同意总统的立场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辞职。”43月 9日叶利钦声明：“我们不需要现存的任何形

式的联盟，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心——庞大的、官僚化的，……我们应该摆脱它。改革已经进行

了 6年，一切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在破坏这个体制，我们事实上已经走上了民主的革新，原来这

                                                        
1 《苏联百科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1、671 页。 
2  Примаков Е. Годы в большой политике. М.：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1999.С.76. 
3 （意）朱利叶托·基耶萨，徐葵等译：《别了，俄罗斯！》，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第 118 页。 
4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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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谎言。”1叶利钦摆出了一副要与联盟中央对着干的架式。 

叶利钦想阻挠和破坏全民公决，他认为：“全民公决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赋予全国范围内的

紧急状态以合法性质，其二是为了取得同俄罗斯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利’。”21991 年 1 月

26-27 日在哈尔科夫召开“主权共和国民主力量大会”，有来自 11 个加盟共和国的 40 多个政党

和运动参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民主俄罗斯运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

号召对 3月 27日举行的是否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说“不”。32月 7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

过决议，决定在全民公决票上加上第二个问题：“您是否同意设立全民投票选出的俄罗斯联邦总

统职位？”目的是巩固自己在与联盟中央关系中的地位。在 3 月 17 日全民公决中，俄罗斯联邦

有 76％的公民参加了全民公决，表决的结果很奇怪：一方面有 71.3％的参加者赞成保留革新后

的联盟，另一方面有 70.8％的人赞成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而这实际上是反对联盟的。俄联

邦参加投票的人和赞成保留联盟的人在共和国中占倒数第一和第二，在俄联邦的中心地区，赞成

保留联盟的人很少。 

在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时，根据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决议，也加上了一个问题：您是否同意

在组成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的宣言的序言中写明乌克兰的国家主权？有 80.17％的人回答是肯定

的，高于赞成保留联盟者（70.2％）。这确定了乌克兰法律高于联盟法律的思想基础，在事实上

排除了建立新的联邦制国家时乌克兰完全合乎要求加入的可能性。4在地位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

兰的哈萨克斯坦，89％的公民参加了投票，对于全民公决的问题，94％的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土库曼斯坦赞成保留联盟者的比例分

别为：82.7％、93.7％、94.6％、93.7％、96.2％和 97.9％。5从全民公决的结果可以看到，对

保留联盟的最高支持度来自中亚各共和国，而最低的竟然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格鲁吉亚、立陶宛、

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爱沙尼亚这六个共和国没有参加全民公决，联盟中央对他们

没有办法，这实际上意味着它们已经分离出去了。 

全民公决后戈尔巴乔夫忙于制定新联盟条约，叶利钦则忙于与其他共和国加强双边联系，以

增强与戈尔巴乔夫讨价还价的资本。积极推动苏联解体的布尔布利斯回忆道：“还在 1991年 4月

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团多次举行会晤，在此之前就与这些共和国签订了双边协

议。这些协议能够成为新联盟条约（没有当局竭力保留的具有极权主义内容的联盟中心）的基础，

但是，卢基扬诺夫和戈尔巴乔夫注意到这样做对他们的危险后果，依靠新奥加廖沃进程轻易阻止

了我们。”61991年 5月 5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决定建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 12 日，

俄罗斯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以 57.3％的得票率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巩

固了自己作为俄罗斯主人的地位。叶利钦当选总统是对中央政权、苏共、俄共的打击，“设立俄

罗斯总统，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家大厦下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地雷。

在俄罗斯即将出现一个新的，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基本不依赖于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

的权力中心，出现一个与苏联竞争的国家。”7戈尔巴乔夫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由苏联人

民代表选出的，叶利钦则是被民意推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使他这个“小总统”比戈尔巴乔夫

这个“大总统”更加强有力，同时，波波夫当选莫斯科市长，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长，实

际上苏共在俄罗斯联邦已失去了执政地位。 

叶利钦当上总统后便开始自行其是，他访问美国，表示要独立自主地与美国发展关系，声明

俄罗斯不执行苏联政府制定的下一年的经济计划，禁止各政党和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和组织在俄罗

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军队和企业中设立基层组织和进行活动。对叶利钦针对联盟中央和苏

                                                        
1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АСТ.2007. С.212. 
2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第 26 页。 
3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АСТ.2007. С.203. 
4 БарсенковА.С.,ВдовинА.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38—2002.  .М.,2003. С.374. 
5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АСТ. С.215—216. 
6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АСТ.2007. С.220. 
7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 46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0 

共的这些命令与决定，戈尔巴乔夫无力进行改变。为了争取叶利钦能够签署新联盟条约，戈尔巴

乔夫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联盟中央只保留了制定安全、外交、社会政策以及协调经济活动等

权力。1991年 7月 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的决议，7 月 23

日，各共和国领导人再次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会晤，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总理、外交部长、国

防部长均到会。卢基扬诺夫说，最后一次讨论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最后文本的会议上仍是非建

设性的。有人建议从条约中删除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主权联邦国家的内容，他们拒

绝它有财产权，坚持只有一套税收系统。乌克兰代表在会谈中宣布，乌克兰将不会在 9月中旬前

决定自己与联盟条约的关系问题。15 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 8 个准备签署条约。11991 年 8 月 16

日苏联各大媒体也争先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按照新公布的条约文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将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称仍为苏联。2新条约规定，“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

盟为平等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联邦制主权民主国家”，“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结成联

盟的各共和国保留独立决定涉及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在国际关系中苏联为一个主权国

家，但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联盟成员国的相互关

系原则是：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合作互助、诚实履行根据

联盟条约和共和国间协议而承担的义务。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作为主权的联邦制的民主国家，

但主权共和国是第一位的，条约规定，在联盟职权范围内，联盟法律至高无上；在共和国职权范

围内，共和国法律在本共和国境内至高无上。土地、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均为各共和国所

有。联盟没有税收权，联盟的财政预算要取决于共和国提供多少，条约中没有新的宪法通过的期

限，也没有确定参加者的义务。条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后，1922年的联盟条约即同时失效。 

1991年 7月 29—30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秘密会晤，戈

尔巴乔夫建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总统不是在 9-10月，而是在 8月 20日开始签署条约。共和国

的领导人同意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们明白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不会通过这样的条约，而 8月

份人民代表们正在休假，是签订条约的好时机。在交换意见中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共和国领导人关

于在财政预算中实行单一的税收体系的建议。戈尔巴乔夫还同意解除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

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副总统亚

纳耶夫的职务，他们三人商定由纳扎尔巴耶夫任总理。叶利钦在谈到新奥加廖沃条约时说：“我

同戈尔巴乔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这些角色让我俩完全

满意。戈尔巴乔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则保住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决

策。”3  

认为万事大吉的戈尔巴乔夫于 1991年 8月 5日去克里米亚休假，计划 8月 19日回来，莫斯

科准备好在 20日的签约仪式。8月 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强硬派发动了政变，他们本

意是挽救联盟，但政变不得人心，只坚持了三天。8·19事变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个是使

戈尔巴乔夫离开了权力，大大加强了叶利钦的权力，很多人站到了叶利钦一边；另一个是社会发

生了深刻变化，使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激进力量得到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不再起作用。俄罗

斯实际上已经顶替联盟中央，这让许多共和国不满，也促进了独立浪潮的发展。8·19事变后，

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独立的浪潮，各国纷纷发表独立声明，确定总统选举日期，起草宣言。拉脱

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于８月 20—21 日宣布独立，恢复 1940 年以前的宪法。8 月 24 日，俄

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8 月 24 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

是独立的民主国家，将于 1991年 12月１日就乌克兰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在别洛韦日协定签

订前只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没有宣布独立。 

 

三、叶利钦决定抛弃联盟，苏联解体 

                                                        
1 转引自 Барсенков А.С.，Вдовин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38-2002.  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2003. С.375. 
2 在俄文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的缩写一样，都是“СССР”。 
3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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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8·19事件后许多国家宣布独立，但只要俄罗斯联邦不独立，中亚国家也不会真正独立，

就算不能保持原来的大苏联，保持小苏联还是有可能的，关键是叶利钦的态度。为了争取俄罗斯

的支持，戈尔巴乔夫不断向叶利钦让步。叶利钦等人认为应该先签署经济联盟条约，这比签署政

治协议简便易行，因此在 1991 年 9 月至 10 月初做的主要是这一工作。该工作由亚夫林斯基具体

负责，亚夫林斯基认为主要任务是加强主权国家的团结，以建立共同的市场经济，以利于克服经

济危机，他强调加入经济联盟并不一定以签署主权国家政治联盟条约为条件。 

经济共同体协定草拟的工作进展顺利，到 10 月初已经基本完成草案，10 月 12 日在阿拉木

图敲定所有条款，10 月 18 日在克里姆林宫有 8 国签署“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协定”，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缺席，乌克兰派来的是没有被授权的代表。《协定》由十二章 59 条组成，

从苏联已经被破坏这一事实出发，建议分割国家的财产，取消统一的中央银行，允许各共和国有

自己的货币，为了使这一协议得以实施，还需再签署 20 项具体经济领域的补充协议，而这需要

至少 4 个月的时间。戈尔巴乔夫并不想止步于经济共同体协定，他也在加紧拟定新政治联盟条约

的工作。但这一进程不断遭到叶利钦等人的阻挠。10 月 28 日，叶利钦在俄罗斯第五次人代会上

表示要独立行事，11 月 2 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进行了一次谈话，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说：“让

我们按男人的方式谈谈。你改变了政策，从所有谈妥的协议后退了。既然这样，国务委员会、经

济协议都失去了意义。既然你想把缰绳抓在自己一个人手里，我提出辞职。我将不参加。我要告

诉所有人：看看，朋友们，15 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我把你们引向独立，现在你们好象不再需要

联盟了，那么你们好自为之吧，用不着我了。”叶利钦竭力争辩说自己并没有打算改变政策。111

月 4 日又召开了国务委员会会议，8 个共和国的总统和乌克兰与亚美尼亚的总理参加，戈尔巴乔

夫说准备联盟条约进展困难，他希望各国领导人理智和负责任地行事，尽快签署联盟条约，挽救

联盟的命运，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戈尔巴乔夫的话讲到一半时叶利钦才到会，也没有表态。纳

扎尔巴耶夫说：“我们已经原则上表示了支持，现在需要讨论具体细节……应该一起走向市场经

济，如果我们是在经济协议的框架下行事，我没有问题。如果不是，则是另一码事。”2戈尔巴乔

夫努力促使新的联盟条约早日签署，11 月 5 日向苏联国务委员会成员分发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

草案，未来的联盟定名为主权国家的联盟（ССГ），这是具有全权、自愿参加的民主国家的联盟。 

11 月 14 日，在新奥加廖沃召开了国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新联盟条约草案，俄罗斯、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参加，戈尔巴乔夫表

示不能允许联盟解体，但叶利钦马上说舒什克维奇反对统一国家的形式。于是，这些领导人首先

讨论联盟的形式。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应该确定，今天集中到这里的人，至少也应该建立一个

有统一的军队、领土和边界的政治联盟的愿望。”戈尔巴乔夫坚持应该有统一的国家，舒什克维

奇说“这个邦联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军队”。叶利钦补充说还应该有统一的交通、空间和生态。戈

尔巴乔夫则说：“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机构，为什么需要总统和议会？如果你们这么决定，我就

离开。”叶利钦说他太情绪化。最后叶利钦向记者表示达成了协议，建立的联盟将是民主的邦联

国家。3所有领导人都说会有联盟，会议确定 1991 年 11 月 25 日草签联盟条约。 

11 月 25 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提交签署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4实际上满

足了叶利钦的要求，条约规定：联盟的每个参加者都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联盟为邦联制民主国

家，在协议参加国自愿赋予它的权限内行使权力。参加联盟的各国有独立决定自身发展一切问题

的权利，独立决定自己的民族—国家和行政结构、国家体制、权力机构和管理体制。在国际关系

中主权国家联盟是“主权国家、国际法的主体—苏联的继承国”。联盟拥有一支集中统一的武装

                                                        
1 АГФ.Фонд №10.опись №2.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 М.：АСТ.2007.С.366. 
2 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т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 Вадима Медведева, 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 (1985 – 

1991)»，2-е изд., исправ. и доп. М.:Горбачев-Фонд,2008. С.742. 
3 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т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 Вадима Медведева, 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 (1985 – 

1991)»，2-е изд., исправ. и доп. М.:Горбачев-Фонд,2008. С.746—747. 
4 1991 年 11 月 27 日《真理报》登载了这个《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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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条约参加国有权建立自己的军队。1戈尔巴乔夫要求与会者草签条约，没料到叶利钦又变

卦了，“戈尔巴乔夫关于草签的声明迫使各共和国领导人对条约内容进行根本修改，主要是使剩

余的权力从中央向各共和国转移。苏联总统起初起跟与会者好言相商，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急躁，

越来越激动。不管他说什么，就是没有人听。各共和国领袖执拗地要求中央授予更大的独立权，

已尝到自由甜头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真是软硬不吃，使戈尔巴乔夫无能为力。每当戈尔巴乔夫

试图坚持自己的某个提法时，我们就异口同声地否定他的提法。”2叶利钦的精彩描述反映了当时

戈尔巴乔夫的困境，也说明起决定作用的是叶利钦，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保留联盟国家的努力看

成是“拯救戈尔巴乔夫的联盟”。 

俄罗斯代表团建议再次回到新联盟条约，取消“邦联制的民主国家”，而用“独立国家的邦

联”，声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还没准备好批准先前达成的方案。此外，叶利钦宣布，签署“没有

乌克兰的条约，是无益的事”，他建议要“等乌克兰”，而在 12 月 1 日前乌克兰不会举行全民公

决。3这次会议达成折衷协议，条约将送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审议，征得它们赞同后，再由各

共和国首脑和苏联总统正式签署。但是，叶利钦实际上并不想签署任何有戈尔巴乔夫政治地位的

条约，11 月 28 日，叶利钦签署《关于改组俄罗斯联邦中央国家管理机关》的命令，使存在了近

70 年的联盟的部和局都转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实际上叶利钦已决意埋葬苏联。 

1991年 12月 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是赞成乌克兰独立，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首任

总统，12 月 3 日叶利钦率先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 月 7 日叶利钦率领一班人马，撇开戈尔巴

乔夫来到白俄罗斯，与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会晤，决定了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为苏联

的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 

曾参与起草别洛韦日协定的沙赫赖认为，1991年 12月 1日乌克兰的全民公决为这一解体进

程画上了句号，“起先鲍里斯·叶利钦和斯塔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还希望说服列奥尼德·克拉

夫丘克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然而乌克兰总统甚至不愿听到‘联盟’这个词，最后找到了‘联

合体’这一形式作为各国在同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方式。”4 

这种说法并不能推卸叶利钦的责任，如果俄罗斯不选择独立之路，苏联不会彻底解体，没有

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苏联都可能存在，但是没有了俄罗斯，苏联便不可能存在了。正如美国俄罗

斯问题专家所说：“恰恰俄罗斯的利益和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主要角色。”5 雷日科夫在

谈到叶利钦的作用时也说：“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

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以此作为同国家中

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一旦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关头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别洛韦日森林去

有意识地展开了搞垮国家的行动。”6 

1991 年 12 月 8 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的领导人发表声明，并签署建

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停止存在，苏联作为一个国家

的历史结束了。12 月 21 日，原苏联 11 个加盟共和国（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在阿拉

木图签署协定，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通知戈尔巴乔夫苏联总统的设置被取消。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苏联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改革之初没有注意到民族问题，

没有及时革新联盟，使苏联长期积累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他过早推行以民主化、公开性为

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地方分离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尽管他后来竭力保住联盟，不惜

                                                        
1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 М.：АСТ.2007.С.395—405. 
2（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第 129 页。 
3 转引自 БарсенковА.С.,Вдовин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2002. М. 2003. С.391. 
4 沙赫赖：《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载杨新宇、谢尔盖·沙赫赖、阿利克·哈比布林，《变动中的法与宪法》，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318 页。 
5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杨烨等译，《俄罗斯史》（第七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版，第 593 页。 
6 （俄）尼·伊·雷日科夫著，徐昌翰译，《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 386-38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