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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剧变 

 

 

东欧剧变（又称苏东剧变、东欧革命、东欧民主化、苏东波，西方社会称

之为1989年系列革命）指在1990年前后东欧和中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

生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急剧政治变化。1989年2月，波兰团结工会取得

合法地位后，剧变开始。 

 

剧变其后扩展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前

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现大范围反对当局执政的抗议活

动。1989年6月4日，波兰团结工会在议会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执政党

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月，匈牙利亦开始拆除其部分边境设防，大量东德居

民经由该国流入西德。这加剧了东德内部的不稳定情绪，莱比锡等地出现

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最终致使柏林墙倒塌，两德合并。而苏联在八一九事

件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 

 

东欧剧变最终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告终，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

束。1990到1992年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成为独

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1993年分裂。 

 

苏联域外的贝宁人民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莫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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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克人民共和国、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也门

民主人民共和国、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柬埔寨人民共和

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相继宣布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东

欧剧变后，西方许多左翼政党指导意识形态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亦向东欧扩张，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因而大大加

快。 

 

 

====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开始形成。早在1944年－1945年，苏

联红军解放了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波兰及捷克斯

洛伐克等前纳粹德国的东欧盟友或占领地，在苏联扶植下于战后令部分东

欧君主制国家放弃了君主制，成立共产政权。 

 

1949年，美国主导的北约成立。另一方面，苏联则加强其对东欧各国实行

军事占领，推行共产主义并扶植亲苏的共产党政权。1955年，华沙公约组

织成立，除了南斯拉夫外，所有东欧国家均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

阵营在东欧正式结成军事同盟。美苏两国之间的政治集团于欧洲展开全面

对峙，历史进入“冷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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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期，东欧各国在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内因上：在经济方面，

东欧袭用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片面发展重工业，人民生活水准仍然

很低；在政治方面，东欧各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因为缺乏监督和选举，贪污

腐败、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行为层出不穷。在外因上：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

台后推行的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推动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同时戈尔巴

乔夫采取“辛纳屈主义”减少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可以说，东欧剧变是东

欧各国在冷战期间长期积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

国家在这些地区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并协助其民主化。 

 

由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国家的媒体仅为执政党的宣传工具，完全被政府用以

控制资讯流通和人民思想，各种资讯的传播遭到当局严厉地控制，因为知

识的流通可能导致高压政权的党国体制瓦解。 

 

尽管共产党当局的强势管制，西方国家的媒体传播工具还是靠着各种管道

与媒介进入东欧的铁幕中，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反对者常借由地下秘密出

版的文宣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政治方面，东欧各国最高领导人大多为“终身制”，恩维尔·霍查、约瑟

普·布罗兹·铁托掌权时间达到惊人的40余年，托多尔·日夫科夫在位35

年之久，卡达尔·亚诺什执政超过31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统治他的国

家近25年，瓦尔特·乌布利希和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担任最高领袖有20

年，古斯塔夫·胡萨克和埃里希·昂纳克的时代都达到18年，就连安东

宁·诺沃提尼和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任职也都超过了14年，随之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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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严重的老人政治、个人崇拜、政治腐败和各种亲信政治、裙带关系。 

 

经济方面，东欧袭用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片面发展重工业，人

民生活水准仍然很低，日用品等产品严重短缺，在商店门前排队购物是很

常见的场景。 

 

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是社会主义国家非常普遍和严重的问题，而空气污

染、地下水污染、性能极差的托拉邦小车和切尔诺贝利事件已变成代表社

会主义的标志。 

 

经过 

 

东欧剧变前，东欧共有8个共产主义国家： 

 

主权国家 执政党 官方语言 

 波兰人民共和国 波兰统一工人党 波兰语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匈牙利语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国统一社会党 德语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保加利亚共产党 保加利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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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捷克语 

斯洛伐克语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罗马尼亚共产党 罗马尼亚语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塞尔维亚-克

罗地亚语 

斯洛曼尼亚语 

马其顿语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阿尔巴尼亚语 

 

 

这些国家在1940年代中后期都曾遭苏联强势镇压反对势力，且都在八十年

代时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政治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共产党或工人党

领导人被迫放弃社会主义的道路，把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其奋斗目

标，放松了对社会实施的高压统治，实行政治多元化，减弱了对反对派的

打压，反对势力大增，通过大选建立新政权。 

 

 

在德国的柏林墙倒下后，东西德经历45年的分裂后重新统一。位于巴尔干

半岛的南斯拉夫亦一分为五，包括斯洛曼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马其顿及南联盟（2003年改称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解体，

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实为一分为七），而捷克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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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克则于1993年分裂解体为捷克及斯洛伐克，最后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

哥”苏联亦于1991年12月25日解体，十五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成立，部分加入

独联体。 

 

波兰人民共和国  

 

波兰是第一个发生革命的国家，1980年11月，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成

立，这是东欧国家第一个独立的工会。1981年底至1983年7月，全国实行战

时状态，取缔团结工会。1988年5月再度爆发大规模工潮，1989年2月，波

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达成了团结工会合法化、改行总

统制和议会民主等重要协议。 

 

1989年6月4日举行大选，改选议会的部分议席，团结工会在众议院和参议

院分别获得改选的35%和99%的席位，选举首位非共产党总理。12月29日，

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并更改国徽。1990年1月，波

兰统一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告该党停止活动，该党后来演变为今天

的民主左翼联盟。同年的总统选举，瓦文萨成为首位民选总统。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1989年匈牙利政治局面发生剧烈变化，极不稳定，就在当年的2月，匈牙利

社会主义工人党公开宣布：放弃执政位置，开始多党政治。接着，党内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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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开始逐步进入公开化，导致党的最终彻底分裂。 

 

1989年10月6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提前召开的第十四次（非常）代

表大会上，决定将社会主义工人党易名匈牙利社会党，并且把党的意识形

态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体制意向。 

 

1989年10月23日，新的民选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匈牙利人民共和

国”易名“匈牙利共和国”，决定取消为集体国家元首的共和国主席团，开始

总统制；确立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的法治国家；取消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政

党在国家机构中领导作用的原规定。虽然如此，原宪法不少条文仍然适

用，直至2011年4月18日颁布新宪法为止。 

 

东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9年民主德国（东德）政局严重变化。自当年5月开始，利用匈牙利开放

奥匈边境之机，民主德国大批公民移至联邦德国（西德）。10月份，多城

市爆发了规模不一的游行，要求放宽出国旅行和新闻自由的限制。 

 

10月18日，东德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宣布辞职。11月9

日，柏林墙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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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提出关于两德实现统一的十点计划。12月，德国

统一社会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后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派系合

并，演变为今日的左翼党。 

 

1990年2月13至14日，东德总理莫德罗首次访问西德。3月18日，东德人民

议会举行首次自由选举，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德梅齐埃任总理，两德统

一的步伐急剧加快。 

 

5月18日，两德在波恩签署“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

8月31日，双方又在柏林签署两德统一条约。 

 

9月24日，东德国家人民军退出华沙条约以及相关若干组织。10月3日东德

加入西德。民主德国的宪法、人民议院、政府自动取消，前14专区为了适

应西德建制改为5州，一并进联邦德国，分裂40多年的两德至此统一。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1980年代后期在苏联开始的新思维也给保加利亚带来了影响。保加利亚共

产党和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都逐渐无法抵抗要求改革的呼声。1989年11

月，在索菲亚发生了关于环境问题的示威，示威后进一步扩大至要求全面

政治改革。保加利亚共产党一些人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对此反应迅

速。1989年11月10日，日夫科夫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90年2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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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自行宣布放弃一党专政体制，党名也改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同年6月，

保加利亚举行了1931年以来首次自由选举，保加利亚成为多党制国家。同

年11月，国名改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发生举世瞩目的天鹅绒革命。超过

九成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在全民公决中要求开放言论自由，组党结社自

由，释放政治犯等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强大压力下，捷克斯洛伐

克共产党被迫答应举行选举。选举的结果是，由社会不同人士组成的公民

论坛大获全胜，刚刚出狱才42天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

新总统。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遭受惨败，无力继续操纵军队警察和其它

国家机构，被迫交出政权，在选举半年后停止一切活动，宣布解散。捷克

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此之前已组成斯洛伐克民主左翼党和捷克和

摩拉维亚共产党。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重镇蒂米什瓦拉发生匈牙利人骚动，即蒂

米什瓦拉事件。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曾一度以武力镇压手段平息了骚动，

并有传蒂米什瓦拉死伤人数近万的传闻，纵使如此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当

时还出访伊朗，事实上局势并未有因此而平息，反而一发不可收拾。在12

月21日当齐奥塞斯库总书记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总部讲话时突然有民众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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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随后台下原本被动员到场支持罗共政权的民众也大喊“打倒齐奥塞斯

库！”口号，这场面被罗马尼亚电视台意外拍摄下来，又被全国观众看到，

画面随即被中断（呈红色画面）。局势逐渐失控并引起全国国民参与反齐

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革命。独裁统治多年的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终在12月22

日倒台。曾表示军队属于人民的国防部长米列亚突然死亡，这导致罗马尼

亚人民军队与齐奥塞斯库决裂，随后双方军队不断爆发激烈枪战。此时齐

奥塞斯库曾乘直升机逃亡，但场面已被倒戈的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TVR）

全部拍摄。随后在布加勒斯特北郊降落时即被救国阵线成员围捕。最后在

圣诞节当日下午被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军队缉拿审问和判处死刑，其后齐奥

塞斯库与其夫人埃列娜于罗马尼亚南部登博维察县一个军营空地枪决，罗

共政权正式消亡。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塞尔维亚人抗议者在前往斯洛曼尼亚时被克罗地亚阻止一事，使得1990年

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会议上出现了政治危机。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

联盟总书记、后来的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支配下的塞尔维亚强烈主张

塞尔维亚人在联盟的特权，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会议上要求实施党员一人

一票的制度。 

 

由于塞尔维亚人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实施一人一票制度将对塞尔维亚非常

有利，并使塞尔维亚长期支配南斯拉夫。斯洛曼尼亚和克罗地亚反对这一

方案，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代表对斯洛曼尼亚施压，威胁将对所有斯洛曼尼

亚提出的改革案投反対票，试图使其赞成新的投票方式。斯洛曼尼亚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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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地亚的代表们拒绝了要求，宣布退出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此之后，共产

主义者联盟崩溃，南斯拉夫所有的构成国都实施了多党制。 

 

1990年之后，南斯拉夫的各加盟共和国都举行了基于多党制民主选举，共

产党未能在选举中取胜，失去了执政地位。在几乎所有的共和国，代表民

族主义势力的执政党都取而代之掌握了政权。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后来

也改组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 

 

1991年年初，和克宁危机进展的同时，波黑、马其顿、克罗地亚、斯洛曼

尼亚都通过选举选出了倾向独立的共和国政府。斯洛曼尼亚根据公民投票

的结果，要求独立。1991年5月，在克罗地亚实施了决定是否独立的公民投

票。大多数克罗地亚人支持从南斯拉夫独立，而居住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

亚人抵制投票。斯洛曼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都在1991年6月25日宣布独立。

其后南斯拉夫发生多次独立战争，包括克罗地亚战争、波黑战争及科索沃

战争。战争进行逾十年才结束。 

 

 

================================== 

 

 

南斯拉夫各国解体事件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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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会员国 引发独立事件 独立战争 独立时间 首个

承认独立国家 

 

 

1980年代 

 斯洛文尼亚 1990年斯洛文尼亚独立公投 十日战争 1990年12月

23日（公投） 

1991年6月25日（正式独立）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90年代 

 克罗地亚 1991年克罗地亚独立公投 克罗地亚战争 1991年5月19

日（公投） 

1991年6月25日（正式独立）  欧盟 

 奥地利 

 

 

 马其顿 1991年马其顿独立公投 马其顿纷争（2001年显现）

 1991年9月8日（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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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9月17日（和平独立）  斯洛文尼亚 

 

 

 波黑 1992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独立公投 波斯尼亚战争 1992

年2月29日（公投） 

1992年4月6日（美国承认独立）  保加利亚 

 

 

 塞族共和国 1992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独立公投 波斯尼亚战争

 1992年2月9日（首次独立） 

1995年12月14日（回归波黑；代顿协议）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2000年代 

 

 

 黑山 2006年黑山独立公投 不适用 2006年5月21日（公投） 

2006年6月3日（正式独立）  爱沙尼亚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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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索沃 2008年科索沃独立公投 科索沃战争 2008年2月17日（宣

布独立） 

2008年2月17日（正式独立）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 

 

 

1991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阿利雅也宣布开始

实行多党制，国家走上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的道路，放弃“社会主义专

政”，军队、公安、司法、外交等重要部门实行非政治化和非党化。同年发

生三次阿国公民大规模出逃到意大利、希腊等西欧国家的事件，总人数达

15万，占全国人口的5%。3月31日举行首次多党民主选举，产生了第一个多

党议会，更改国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原执政党也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改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并作出改组，而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员也集

体退党。但实行民主化初期并不顺利，阿尔巴尼亚政局仍然动荡不安，犯

罪率高企，而执政党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也有操控选举行为。1997年因执政

党阿尔巴尼亚民主党领袖萨利·贝里沙主导的庞氏骗局令不少阿尔巴尼亚

人积蓄一日间蒸发，结果发生内战，令非法枪械一度广泛流出市面（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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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政府成功收集大部分非法枪械并销毁）。直至2000年后至今阿

尔巴尼亚政局和社会才转趋稳定，近年阿尔巴尼亚犯案率大减，民主制度

已趋于完善，经济和社会也持续稳健发展。 

 

 

================================= 

 

从东方到西方 

 

如欲改善与西方世界的政治及经济关系，要面对最大的障碍仍然为东欧的

铁幕，只要苏联军队会从中干涉的阴影还存在，便很难从西方吸引经济支

持和资助国家重建。戈尔巴乔夫力求东欧各国模仿他的改革开放。当匈牙

利和波兰的改革派在自由化的激励之下变得更活跃，但其它东欧集团的国

家仍然公开对改革表示疑虑而规避，过去经验已表示虽然苏联的改革是可

受到控制的，但东欧国家内部求变的压力可能会剧烈到让改革失控。这些

政权从产生到生存都完全依赖于苏联的军力和援助以支撑，而产生类似苏

联的集权统治。部分东欧的共产党统治者们认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不长

命，如波兰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匈牙利的卡达尔·亚诺什、东德

的埃里希·昂纳克、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古斯

塔夫·胡萨克，特别是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都顽固地忽略了要

求变革的呼声。前东德政治局的一位成员宣称道：“你的邻居换新墙纸，并

不意味着你也要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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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也门统一 

 

80年代末，由于苏联从南也门撤军以及东欧共产政权的相继垮台，实行多

年社会主义的南也门迫于经济形势和外交孤立局面，最终寻求和亲美的北

也门统一。90年4月南北也门元首在阿拉伯也门的塔兹签署《统一协定(草

案)》。1990年5月22日也门共和国宣告成立，由北也门总统萨利赫担任总

统。 

 

1990年蒙古民主革命 

 

1990年1月12日发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一起政治事件。这起

事件最终使得蒙古修订宪法，实行政治民主化。 

 

对国际共运影响 

 

法、意、西等国的共产党自苏东剧变至今，党员人数逐步减少，在议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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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中的选票不断下降，党报发行量也大幅下降。不少原共产党支持者转而

支持社会民主党。 

 

冷战结束 

 

1989年12月3日，美苏两国领袖在马耳他的高峰会上宣布结束冷战。1990年

7月，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说服戈尔巴乔夫不反对德国在北约组织下实

现统一，以作为德国持续经济援助苏联的回报，清除了两德统一的最后障

碍。 

 

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在布拉格的会议中宣布正式解散。在同月的

高峰会上，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老布什建立美苏战略伙伴关系，使冷战

走向终结。布什总统称在波斯湾战争中，实现美苏合作，从而在处理双方

及世界问题上打好基础。 

 

苏联解体 

 

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软禁了当时正

在黑海畔度假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试图收回下放给

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同时终止不成功的经济改革。但是在人民、军队和大

多数苏共党员的联合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虽然戈尔巴乔

夫在政变结束后恢复了职务，但联盟中央已经无法控制在平息政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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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大加强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势力。俄罗斯总统叶尔钦下令宣布苏共和

俄罗斯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并“建议”苏共中央委员

会自行解散，让下属各党组织自寻出路。很多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或自行

解散，或更改党名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这就标志着立国69年的

苏联解体。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volutions_of_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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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革命 

 

 

============================= 

 

 

东欧剧变是发生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一系列革命，导致中欧和东欧的

共产党统治的结束，以及冷战的结束；东欧与西欧之间的铁幕消除。这一

时期通常也被称为共产主义的衰落。 

 

 

这些革命始于1988 年的波兰， 4 月 21 日的波兰工人群众罢工运动；随

后，革命也发生在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

并在柬埔寨于 1993 年 9 月 24 日颁布新宪法时结束；其中，柬埔寨放弃

了共产主义。 

 

 

大多数的这些革命发展都有一个普遍的共同特点，即广泛的公民和平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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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此反对一党专政和促进变革。罗马尼亚和阿富汗是仅有的公民和反

对派势力使用暴力推翻其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

（1989 年 4 月至 6 月）未能激发中国大陆的重大政治变革，但抗议期间

勇敢反抗的有影响力的形象有助于促成全球其他地区的事件。 

 

 

1989 年 6 月 4 日，波兰团结工会在波兰的部分自由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

利，导致该国共产主义于1989 年夏天和平垮台。同样在 1989 年 6 月，

匈牙利开始拆除其实体铁幕部分。 

 

 

1989年8月19日，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边界被开放，开始了“泛欧野餐”运

动（在此期间大量东德公民逃往西德）；此运动导致了和平的连锁反应，

最终使得东德与西德统一，并于年底导致东方集团（即苏联与东欧的共产

主义国家集团）解体。 

 

 

由于东欧统治者在“泛欧野餐”事件上的不一致行动，东欧集团的架构被打

破了。通过媒体知情的东方集团公民知道铁幕不再严密；当局的权力越来

越遭到挑战和面临崩溃。这导致了莱比锡等城市的大规模示威，随后导致

1989 年 11 月柏林墙倒塌，它成为1990 年德国统一的象征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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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从 1990 年 3 月成为多党制、半总统制的共和国；直到1991 年 12 

月解体，产生了 11 个新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

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在这一年中宣布脱离苏联独立；而波

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于 1991 年 9 月在“歌唱革

命”之后也获得独立。1991 年 12 月，苏联的其余部分成立俄罗斯联邦。 

 

 

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在 1990 年至 1992 年间放弃了共产主义。到 1992 

年，南斯拉夫分裂为五个新国家，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

马其顿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后于2003 年更名为塞

尔维亚和黑山，以及最终在 2006 年分裂为两个国家，塞尔维亚和黑山。

随着2008年部分承认的科索沃国家的脱离，塞尔维亚进一步分裂。 

 

 

捷克斯洛伐克在共产主义政权结束三年后解体，于 1993 年 1 月 1 日和

平分裂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 

 

 

这些事件的影响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感受到了。在随后的几年中，迅

速地，马列主义在以下国家都被放弃：——埃塞俄比亚（1991）、南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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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统一与北也门）、安哥拉（1991）、贝宁（1990）、刚果-布拉柴

维尔（1991）、莫桑比克（1990）、索马里（1991）、阿富汗（1992）、

安哥拉（1992）、蒙古（1992）和柬埔寨（1993）。 

 

 

政治改革各不相同，但只有四个国家的共产党能够继续保持对权力的垄

断，即中国、古巴、老挝和越南。朝鲜从2009年开始转变为“主体”主义。 

 

 

西方许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将其指导原则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

社会主义。意大利共产党和圣马力诺共产党遭受衰落；意大利政治阶层在 

1990 年代初期发生改革。 

 

 

相比之下，稍晚一些，在南美洲，1999 年委内瑞拉开始出现“粉红潮”，并

在 2000 年代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大陆其他地区的政治。 

 

 

欧洲政治格局发生较大改变；一些前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导致它们

与西欧和美国合众国之间建立其更强的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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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 

 

 

波兰团结的兴起 

 

 

1980 年波兰的劳工动荡导致独立工会组织“团结工会”的形成；该工会由瓦

文萨领导；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工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1981 年 12 月 

13 日，波兰总理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宣布戒严、暂停工会并暂

时监禁其所有领导人，开始镇压团结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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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尽管自 1950 年代以来，几个东方集团国家尝试了一些失败的、有限的经

济和政治改革（例如，1956 年的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但

具有改革意识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 1985开始尝试实行真

正的自由化改革。 

 

 

1980 年代中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年轻一代苏联官僚开始倡导根本性改

革，以扭转勃列日涅夫多年停滞不前的局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苏联现

在正面临经济严重衰退的时期，需要西方的技术和信贷以弥补其日益落后

的局面。维持其军队与克格勃运转的巨额费用、对外国附庸国的补贴的成

本，进一步使垂死的苏联经济面临愈发紧张的局面。 

 

 

重大改革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 1986 年，当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出了

glasnost（开放）政策，并强调了改革（经济重组）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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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9年春天，苏联不仅经历了激烈的媒体辩论，而且在新成立的人民代

表大会中举行了第一次多候选人选举。虽然 glasnost 表面上提倡开放和

政治批评，但这些批评只被允许在国家规定的狭窄范围内。东方集团（东

欧与苏联的共产主义极权国家集团）的公众仍然受到秘密警察和政治镇压

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敦促他的中欧和东南欧国家领导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效仿苏联

实行改革和开放。然而，虽然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派受到东方自由化力量

的鼓舞，但其他多数东方集团国家仍然公开持怀疑态度并表现出对改革的

厌恶。那些顽固的东欧共产主义统治者们相信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举措

将是短命的；——这些顽固而强硬的东欧共产主义领导人包括，东德的埃

里希昂纳克、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古斯塔夫胡萨

克、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些强硬派政治人物顽固地忽视了变

革的呼声。“当你的邻居贴出新墙纸时，并不意味着你也必须这样做，”一

位东德政治局成员宣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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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共和国 

 

 

到 1980 年代后期，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

宛）的人民要求莫斯科给予更多自治权；克里姆林宫正在失去对苏联某些

地区和要素部分的控制权。1988 年 11 月，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发表了主权声明，最终导致其他国家也发表了类似的自治声明。 

 

 

1986 年 4 月的切尔诺贝利灾难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催化或至少

部分地引发了 1989 年的革命。这场灾难的政治结果之一是苏联新的公开

政策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很难确定灾难的总经济成本。根据戈尔巴乔夫的

说法，苏联在遏制灾后伤害蔓延和净化污染方面花费了 180 亿卢布（相当

于当时的 180 亿美元），几乎使自己破产。 

 

 

===================== 

 

 

团结工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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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 1980 年代中期，波兰团结工会仅作为一个地下组织持续存在，得

到天主教会的支持。然而，到 1980 年代后期，团结工会变得强大到足以

挫败雅鲁泽尔斯基的“改革”尝试；1988 年的全国性罢工迫使波兰政府与团

结工会展开对话（“波兰圆桌会议”于1989年2月6日至1989年4月5日举

行）。1989 年 3 月 9 日，双方同意成立一个名为国民议会的两院制立法

机构。已经存在的“瑟姆”将成为下议院。参议院将由人民选举产生。波兰

国家总统职位在波兰共产主义政权传统上是一个礼仪性的办公室职位，但

在波兰圆桌会议以后，总统职位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 

 

 

1989 年 7 月 7 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含蓄地放弃对其他苏联集

团国家使用武力。戈尔巴乔夫在对欧洲 23 国委员会成员发表讲话时没有

直接提及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根据该主义莫斯科声称有权使用武力阻

止华约成员离开共产党的阵营。他说：“任何干涉内政和任何限制国家主权

的企图——朋友、盟友或任何其他人——都是不可接受的”。该政策被称为

Sinatra Doctrine。波兰成为第一个摆脱苏联统治的华约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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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政权垮台 

 

 

1986年2月，菲律宾和平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人民力量革命”），通过

和平的方式，推翻了独裁者马科斯的政权，并导致阿基诺成为总统。 

 

 

1989 年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影响了其他政权。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

方撤出了他们的资金和外交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智利的皮诺

切特军事独裁统治，逐渐解体。 

 

 

加纳，印尼，尼加拉瓜，韩国，苏里南，中华民国（台湾）和南北也门，

等等国家地区，实行了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统治。 

 

 

民主国家的确切数量因评估标准而异，但根据某些衡量标准，到 1990 年

代末，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已超过 100 个，在短短几十年内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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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政治运动 

 

 

====================== 

 

 

波兰 

 

 

1988年4月21日，罢工浪潮在波兰兴起；此次罢工一直持续到5月。同年8月

15日，第二次罢工浪潮再次兴起；这次罢工浪潮起源于亚斯琴别-兹德鲁伊

煤矿工人的“七月宣言”；工人们强烈呼吁政府允许波兰团结工会的合法化

存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其他 16 座矿山罢工，随后还有一些造船厂工

人罢工，包括 8 月 22 日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该造船厂以1980 年工业动

乱中心而闻名，该动乱催生了波兰团结工会在1980年代初期的成立）。

1988年8月31日，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被波兰共产党当局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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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华沙，最终同意会谈。 

 

 

1989 年 1 月 18 日，在执政的统一工人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书记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设法获得党内的支持，与团结工会进行正式

谈判，最终将其合法化。 1989 年 2 月 6 日，正式的圆桌讨论在华沙的

政府大厅开始。1989 年 4 月 4 日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圆桌协议，使团

结工会合法化，并把部分自由的全国议会选举定于 1989 年 6 月 4 日举

行（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天安门广场对中国抗议者进

行午夜镇压的第二天）。 

 

 

团结工会的胜利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一场政治地震随之而来。团结工会

候选人获得了他们被允许在下议院竞争的所有席位，而在参议院，他们获

得了 100 个可用席位中的 99 个（剩下的一个席位由独立候选人占据）。

与此同时，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候选人甚至未能获得为他们保留的席位所需

的最低票数。 

 

 

1989 年 8 月 15 日，共产党的两个长期联盟伙伴统一人民党（ZSL）和民

主党（SD）打破了与 PZPR （波兰执政的共产党政权）的联盟，并宣布支

持团结工会。波兰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将军表示，他

将辞职以允许非共产党人组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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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团结工会是唯一可能组建政府的其他政治团体，因此团结工会成员几

乎一定可以成为总理。1989 年 8 月 19 日，在一个令人惊叹的分水岭时

刻，马佐维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反共主编、团结工会支持者、

虔诚的天主教徒，被提名为波兰总理。苏联没有表示抗议。 

 

 

五天后，即 1989 年 8 月 24 日，波兰议会结束了 40 多年的一党统治，

任命马佐维茨基为二战后期以来该国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在紧张的议会

选举投票中，马佐维茨基获得 378 票，4 票反对，41 票弃权。 1989年9

月13日，议会批准了一个新的非共产主义政府，这在东欧集团中尚属首

次。1989 年 11 月 17 日，契卡的波兰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 Felix Dzerzhinsky)的雕像和共产主义压迫的象征，在华沙银行广场被

拆除。 

 

 

1989年12月29日，下议院修改宪法，将国家的正式名称从波兰人民共和国

改为波兰共和国。共产主义波兰统一工人党于 1990 年 1 月 29 日解散，

并转变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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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雅鲁泽尔斯基辞去波兰总统职务，由瓦文萨继任，瓦文萨在11月

25日和12月9日两轮举行的1990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瓦文萨于 1990 年 12 

月 21 日就任总统。这被许多人视为波兰共产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结束

和现代波兰共和国的开始。 

 

 

华沙条约组织于1991年7月1日解体。1991年10月27日，自1945年以来第一

次完全自由的波兰议会选举发生了。这完成了波兰从共产党统治到西方式

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过渡。最后一批俄罗斯军队于 1993 年 9 月 18 日离

开波兰。 

 

 

====================== 

 

 

匈牙利 

 

 

继波兰之后，匈牙利接下来将转向非共产主义政府。尽管匈牙利在 1980 

年代实现了一些持久的经济改革和有限的政治自由化，但重大改革只是在 

1988 年 5 月 23 日由卡罗利·格罗兹( Károly Grósz) 取代雅诺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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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 János Kádár)担任共产党总书记之后才发生。 

 

 

1988年11月24日，米克洛斯·内梅特被任命为总理。1989 年 1 月 12 

日，匈牙利议会通过了“民主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工会多元化；结社、

集会和新闻自由；新的选举法；以及对宪法等条款的彻底修订。 

 

 

1989 年 1 月 29 日，执政的政治局成员伊姆雷·波兹盖( Imre Pozsgay)

与共产主义政府的30 多年来的官方历史观点相矛盾，正式宣布，匈牙利 

1956 年的叛乱是民众起义，而不是外国煽动的反革命企图。 

 

 

1989 年 3 月 15 日国庆日的群众示威游行，使得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开始

与新兴的非共产主义政治力量进行谈判。圆桌会谈于 4 月 22 日开始，一

直持续到 9 月 18 日签署圆桌协议。会谈涉及共产党（MSzMP）和新兴的

独立政治力量Fidesz、自由民主党联盟（SzDSz）、匈牙利民主论坛

（MDF）、独立小农党、匈牙利人民党、Endre Bajcsy-Zsilinszky社会和

科学工作者民主工会。在圆桌会谈的后期，自由工会民主联盟和基督教民

主人民党（KDNP）也被邀请进来参加政治协商。在这些会谈中，出现了一

些匈牙利未来的政治领袖，包括László Sólyom、József Antall、György 

Szabad、Péter Tölgyessy 和Viktor Orb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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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5 月 2 日，当匈牙利开始拆除其与奥地利240 公里（150 英里）

长的边界围栏时，欧洲的共产主义铁幕出现了第一个明显的裂缝。 

 

 

在夏季和秋季，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越来越不稳定，因为成千上万的公民

通过匈牙利-奥地利边境非法越境到西方。 

 

 

1989 年 6 月 1 日，匈牙利共产党正式承认，前总理伊姆雷·纳吉（他因

在 1956 年匈牙利人民起义中的角色而被以叛国罪处以绞刑）所受到的处

决是非法的。 

 

 

1989 年 6 月 16 日，匈牙利政府在布达佩斯最大的广场上为纳吉举行了

隆重的国家追悼仪式，至少有 100,000 人参加；随后是对他进行国家英雄

一般的国葬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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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8 月，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铁幕边境大门最初不显眼地打开，

随后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东德不复存在，东方集团（苏联和东欧共产主

义国家集团）解体。这是自 1961 年柏林墙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东德人民

逃亡运动。开放边界的想法来自奥托·冯·哈布斯堡( Otto von 

Habsburg)，由他把这一建议带到米克洛斯·内梅( Miklós Németh ) 那

里，后者推动了这一想法的实现。 

 

 

当地的组织 Sopron 接管了匈牙利民主论坛，其他联系是通过 Habsburg 

和Imre Pozsgay 进行的。在针对匈牙利的东德渡假旅行者中，散发了许多

海报和传单，为计划中的“野餐活动”做了大量广告。 

 

 

当时由卡尔·冯·哈布斯堡( Karl von Habsburg)领导的泛欧洲联盟的奥

地利分部分发了数以千计的小册子，邀请他们到索普伦边境附近野餐。在

泛欧野餐开始之后，东德统治者埃里希·昂纳克在1989 年 8 月 19 日向

《每日镜报》口述了事件的发生过程：——“哈布斯堡散发了许多传单（传

单甚至发到了波兰），邀请东德度假者前来参加野餐。当他们来野餐时，

他们得到礼物、食物和德国马克，然后他们被说服来西方。”  

 

 

但随着泛欧野餐的大规模人民外流，东德统一社会主义党随后的犹豫行为

和苏联的不干预彻底打破了水坝。现在，数以万计的、从媒体报道而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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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德人前往匈牙利，而匈牙利已不再准备关闭边境或迫使其边防部队使

用武力。尤其是东柏林的东德领导人再也不敢完全封锁自己国家的边界。 

 

 

9 月 18 日的匈牙利圆桌协议包括六项法律草案，内容涉及宪法的全面改

革、宪法法院的设立、政党的运作和管理、国民议会代表的多党选举、刑

法和刑事诉讼法（最后两个变化代表了党与国家机器的进一步分离）。选

举制度是一种妥协：大约一半的代表将按比例选举，而另一半则由多数制

选举产生。还商定了一个相对薄弱的总统职位制度，但在谁应该选举总统

（议会或人民）以及选举何时进行（议会选举之前或之后）方面没有达成

共识。 

 

 

1989 年 10 月 7 日，匈牙利共产党在其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把自己确立

为匈牙利社会党。在 10 月 16 日至 20 日的历史性会议上，匈牙利议会

通过了立法，规定多党议会选举和总统直接选举于 1990 年 3 月 24 日举

行。该立法将匈牙利从一个“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政权国家）转变为匈

牙利共和国，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并创建了一种制度结构，确保政府的

司法、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离。 

 

 

1989年10月23日，在1956年革命33周年之际，匈牙利共产党政权被正式废

除。自二战以来一直持续的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占领于 1991 年 6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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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束。 

 

 

====================== 

 

 

东德 

 

 

1989 年 5 月 2 日，匈牙利 开始拆除与奥地利的铁丝网边界。该边界仍

然戒备森严，但它是一个政治符号。 

 

 

1989 年 8 月的“泛欧野餐”终于掀起了东欧统治者无法阻挡的大规模人民

迁徙运动。这是自 1961 年柏林墙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东德逃生运动。“泛

欧野餐”的发起者，奥托·冯·哈布斯堡( Otto von Habsburg)和匈牙利国

务部长伊姆雷·波兹盖 (Imre Pozsgay)，将计划中的野餐活动视为测试米

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和东方集团国家的政治态度的

一个重要机会。他们期望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能够最终开放自由边境，

包括飞行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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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泛欧野餐的大规模人民外流，东德统一社会主义党随后的犹豫行为和

苏联的不干预，终于彻底打破了政治水坝。现在，数以万计的、从媒体知

情的东德人民前往匈牙利，并从这里前往奥地利、进而迁徙到西德；而匈

牙利已不再准备完全关闭边境或迫使其边防部队使用武力。 

 

 

东德统治者埃里希·昂纳克 (Erich Honecker) 在 1989 年夏天开始逐渐

失去了控制。 

 

 

到 1989 年 9 月末，在东德政府关闭东德人前往匈牙利的通道之前，已有

超过 30,000 名东德人逃往西方。东德与匈牙利之间的边境被关闭以后，

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东德人可以逃往西德的唯一邻国。成千上万的东德人试

图通过占领位于中欧国家和东欧国家首都的西德外交设施来到达西方，特

别是西德驻布拉格大使馆和西德驻匈牙利大使馆。从 1989年 8 月到 11 

月，数千人在那里扎营，期待东德政治改革。 

 

 

东德于 10 月 3 日关闭了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从而将自己与所有邻国

隔离开来。由于失去了最后的逃生机会，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参加了9 月 4 

日、11 日和 18 日在莱比锡举行的星期一示威活动，每次都吸引了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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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500 名示威者。许多人被逮捕和殴打，但人们拒绝被恐吓。9 月 25 

日，抗议活动吸引了 8,000 名示威者。 

 

 

10 月 2 日在莱比锡连续第五次星期一示威吸引了 10,000 名抗议者后，

东德共产主义执政党、社会主义统一党(SED) 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

( Erich Honecker )向军方发出了开枪镇压抗议活动的命令。东德共产党

准备了大量的警察、民兵、斯塔西和工作战斗部队；有传言称，针对下周

一的 10 月 9 日示威活动，政府正计划进行中国天安门广场式的大屠杀。 

 

 

10月6日至7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东德，纪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即东德）成立40周年，并敦促东德领导人接受改革。他的一句名言在德

语中被翻译为“Wer zu spät kommt, den bestraft das Leben”（“太晚的

人将受到生命的惩罚。”）。然而，昂纳克仍然反对内部改革，他的政权甚

至禁止发行它认为具有颠覆性的苏联出版物。 

 

 

尽管有传言说东德共产党计划在 10 月 9 日进行大屠杀，但周一还是有 

70,000 名公民在莱比锡示威，地方政府当局拒绝开火。接下来的星期一，

10 月 16 日，有 120,000 人在莱比锡街头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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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曾希望华沙条约组织驻扎在东德的苏

联军队能够帮助恢复共产主义政府统治权威、并镇压平民抗议活动。但

是，到 1989 年，苏联政府认为苏联继续保持对东欧集团的控制是不切实

际的，因此对东德发生的事件采取了中立的立场。驻扎在东欧的苏联军队

在苏联领导人的严格指示下不得干涉东欧国家的政治事务，并留在他们的

军营里。 

 

 

面对持续的内乱，SED （东德共产党）于 10 月 18 日罢免了昂纳克，取

而代之的是政权二号人物埃贡·克伦茨( Egon Krenz)。然而，示威活动不

断增加，10 月 23 日星期一，莱比锡的抗议者人数达到 300,000 人，并

在接下来的一周保持如此规模。 

 

 

东德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于 11 月 1 日再次开放；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很

快就让所有东德人直接前往西德，无需通过官僚主义的审核手续，从而在 

11 月 3 日解除了他们部分的铁幕。11 月 4 日，东德当局决定授权在东

柏林举行示威。在亚历山大广场示威的50 万公民聚集在首都要求自由，这

是东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由于无法阻止随后的难民通过捷克

斯洛伐克向西流动，东德当局最终屈服于公众压力，于 1989 年 11 月 9 

日允许东德公民通过现有边界点直接进入西柏林和西德，而无需通过官僚

审核手续向边防人员通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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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政权发言人君特·沙博夫斯基( Günter Schabowski)在电视新闻发布

会上作出了古怪言辞的声明，声称计划中的变化将会“立即、毫不拖延”地

生效。这触发了数十万东德人利用了这个机会。越来越多的东德人要求越

过柏林墙的封锁而进入西柏林；柏林墙的卫兵很快就被压垮了。 

 

 

在没有得到上级的反馈后，不愿使用武力的卫兵心软了，打开了通往西柏

林的大门。很快，人们就在柏林墙上强行打开了新的过境点，部分墙体实

际上被推倒了。当东德人用锤子和凿子冲到墙上时，守卫们不知道发生了

什么，他们站在一边。 

 

 

11月7日，整个Ministerrat DER DDR（东德的国务院），包括其首席官员

维利·斯多夫辞职。一个新东德政府在更加自由的共产党人汉斯·莫德罗

的领导下成立。12月1日，Volkskammer（东德议会）从东德宪法中取消了

SED（东德共产党）的领导作用。12 月 3 日，克伦茨辞去了 SED 领导人

的职务；三天后他辞去国家元首职务。 

 

 

12 月 7 日，SED 与其他东德政党之间的圆桌会谈开始。198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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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SED 解散并重新成立为SED-PDS，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民主

社会主义政党。 

 

 

1990 年 1 月 15 日，斯塔西（东德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的总部遭到抗议

者的袭击。莫德罗成为东德事实上的领导人，直到1990 年 3 月 18 日举

行自由选举——这是自 1932 年 11 月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 

 

 

SED（东德共产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在这次自由选举中惨败。

1990 年 4 月 4 日，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洛塔尔·德迈齐埃，在提出积

极主张与西德迅速统一的竞选政见中，成为总理。两个德国于 1990 年 10 

月 3 日重新统一为一个国家（这是自1945 年 8 月 1 日波茨坦协定签署

以来 45 年以来的第一次）。 

 

 

在东西德国统一的过程中，苏联克里姆林宫愿意放弃东德这样一个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的盟友（东西德国在统一过程中，承诺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和

利益），这标志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所采取的一个根本性的、戏剧性

的政策变化模式；这也标志着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直到1989年以前，在

国际关系中，柏林墙所象征的东西方集团（美国、西欧国家为主的西方集

团，与苏联、东欧国家集团为主的东方集团）之间的鸿沟、以及冷战，一

直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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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9 月 1 日，最后一批俄罗斯军队离开了前东德的领土；这里现在

已经是重新统一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 

 

 

====================== 

 

 

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 

 

 

“天鹅绒革命”是捷克斯洛伐克从共产主义政府到议会制共和国的非暴力权

力过渡过程。 

 

 

1989 年 11 月 17 日，捷克斯洛伐克的防暴警察在布拉格镇压了一次和平

的学生示威；一天前，在布拉迪斯拉发，曾经发生了类似的示威活动，没

有受到任何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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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1989 年 11 月 17 日那天晚上是否有人死亡的争议仍在继续，但

这一事件引发了从 11 月 19 日到 12 月下旬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 

 

 

到 11 月 20 日，聚集在布拉格的和平抗议者人数已从前一天的 20 万人

增加到估计的 50 万人。五天后，莱特纳广场的抗议活动聚集了 80 万

人。11月24日，包括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在内的整个共产党领导层，辞

职了。11 月 27 日，捷克斯洛伐克全体公民参加了为期两小时的总罢工。 

 

 

随着其他共产党政府的垮台和街头抗议活动的增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于 1989 年 11 月 28 日宣布放弃权力并解散一党制国家。去年 12 月

初，西德和奥地利边境的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被拆除。12 月 10 日，古斯

塔夫·胡萨克总统任命了自 1948 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个主要是非共

产主义的政府，然后自己辞职。1989年12月28日，Alexander Dubček 当选

为联邦议会发言人。1989年12月29日，Václav Havel 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

总统。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了自从1946年以来的首次自由民主选

举。1991年6月，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撤离了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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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利亚 

 

 

1989 年 10 月和 11 月，索非亚举行了关于环境生态问题的示威游行，也

有人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示威活动被镇压，但在 1989 年 11 月 10 日

（柏林墙开始被推倒后的第二天），长期任职的保加利亚领导人托多

尔·日夫科夫被他的政治局罢免。他的继任者是一位更加主张政治自由的

共产党人，前外交部长彼得·姆拉德诺夫。莫斯科显然批准了领导层变

动，因为日夫科夫一直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新政权立即废除了对言论

和集会自由的限制，这导致了 11 月 17 日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以及反共

运动政治团体的形成。 12 月 7 日，其中九个政治团体联合为民主力量联

盟(UDF)。UDF对日夫科夫的下台并不满足，要求进行额外的民主改革，最

重要的是取消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宪法规定的领导角色。 

 

 

姆拉德诺夫于 1989 年 12 月 11 日宣布，共产党将放弃对权力的垄断，

次年举行多党选举。1990年2月，保加利亚立法机关删除了宪法中关于共产

党“领导作用”的部分。最终，决定于 1990 年举行关于波兰模式的圆桌会

议，并于 1990 年 6 月举行选举。圆桌会议于 1990 年 1 月 3 日至 5 

月 14 日举行，会上就向民主过渡达成了协议。1990年4月3日，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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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1990 年 6 月，保

加利亚社会党赢得了自 1931 年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 

 

 

====================== 

 

 

罗马尼亚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于 1989 年 12 月 10 日辞职，标志

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使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成为华沙

条约组织中仅存的强硬共产主义政权。 

 

 

在1987年镇压了Braşov叛乱之后，齐奥塞斯库于1989年11月重新当选为罗

马尼亚共产党（PCR）的领袖，可以继续任职五年。齐奥塞斯库的重新当选

表明，他决心继续采取铁拳统治，镇压罗马尼亚国内的、此时已经席卷东

欧的、反共产主义的民主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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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齐奥塞斯库准备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时，他的安全部门于 12 月 16 日

下令逮捕并流放当地的匈牙利加尔文主义基督教牧师László Tőkés，因为

他的布道冒犯了该政权。Tőkés 被抓获，但只是在爆发严重骚乱之后才被

抓获。蒂米什瓦拉是 12 月 16 日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城市，内乱持续了五

天。 

 

 

从伊朗返回后，齐奥塞斯库于 12 月 21 日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总部外下

令举行支持他的群众集会。然而，令他震惊的是，当他讲话时，人群中发

出嘘声和嘲笑他的声音。多年来被压抑的不满情绪在罗马尼亚民众中、甚

至齐奥塞斯库政府的成员中浮出水面，示威活动蔓延到全国各地。 

 

 

起初，安全部队服从齐奥塞斯库的命令向抗议者开枪。然而，12月22日上

午，罗马尼亚军队突然变阵。这是在宣布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利亚在被揭露

为叛徒后自杀之后发生的。罗马尼亚军队士兵们相信，米利亚其实是被谋

杀了；因此，普通士兵们几乎集体都参加了革命。 

 

 

陆军坦克开始向中央委员会大楼移动，人群蜂拥而至。暴徒强行打开中央

委员会大楼的门，企图抓住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琳娜；他们在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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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距离这对夫妇只有几米之遥。然而，齐奥塞斯库与妻子设法通过在

建筑物屋顶等待他们的直升机逃脱。 

 

 

尽管罗马尼亚人民在齐奥塞斯库逃跑以后兴高采烈，但是，国家的命运却

充满了不确定性。圣诞节那天，罗马尼亚电视台播放了齐奥塞斯库面临仓

促审判，然后被行刑队处决的画面。由Ion Iliescu领导的临时民族拯救阵

线委员会于1990 年 4 月接手政权并宣布即将举行选举，这将是自 1937 

年以来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一次自由选举。 

 

 

这些选举被定于 1990 年 5 月 20 日举行。罗马尼亚革命是 1989 年东欧

的系列革命中最血腥的一次：超过 1,000 人死亡，其中100人是孩子，最

小的只有一个月大。 

 

 

与其在华沙条约组织中的其他同类政党不同，PCR （罗马尼亚共产党）简

单地消失了。 

 

 

自从罗马尼亚制度改变以来，没有任何现在的罗马尼亚政党自称是罗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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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共产党PCR的继任者。然而，前 PCR 成员在 1989 年后的罗马尼亚政治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2014年克劳斯Iohannis当选罗马尼亚总统之前，

在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中当选的每一位总统都曾经是一名前罗马尼亚共产党

成员。 

 

 

处决齐奥塞斯库之后的几年当中，罗马尼亚并非没有冲突。不满的九谷矿

工组织了一系列抗议政治组织。1990年6月之前，大学生在数月之中进行集

会，抗议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成员、以及前罗马尼亚政府秘密警察组织成员

参加罗马尼亚的国家大选。随后，1990年6月，九谷矿工组织引发了暴力抗

议行动。伊恩·伊利埃斯库总统将抗议者称为“流氓”，并呼吁矿工“捍卫罗

马尼亚民主”。超过 10,000 名矿工来到布加勒斯特进行抗议示威；在随后

的冲突中，七名抗议者死亡，数百人受伤；但媒体估计，实际伤亡数字要

高得多。 

 

 

====================== 

 

 

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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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不是华沙条约组织的一部分，而是在铁托的

曾经领导下，追求它自己的版本下的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铁

托通过南斯拉夫“兄弟团结”的爱国主义信条得以维持。然而，随着1970 年

至 1971 年“克罗地亚之春”、争取克罗地亚更大自治权的运动被南斯拉夫

政府镇压，南斯拉夫境内的种族之间的紧张局势开始升级。 

 

 

1974 年进行了宪法修改；1974年的南斯拉夫宪法将一些联邦权力下放给组

成的共和国和省。1980 年铁托去世后，种族紧张局势加剧，首先是在阿尔

巴尼亚人占多数的SAP 科索沃；1981 年在科索沃发生了抗议活动。 

 

 

与同一进程并行的是，斯洛文尼亚于 1984 年启动了逐步自由化的政策，

有点类似于苏联的改革。这激起了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联盟与中央南斯拉

夫党和联邦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 

 

 

1984 年，在贝尔格莱德建造圣萨瓦大教堂的长达十年的禁令被解除；共产

主义精英的退缩；以及 1985 年 5 月 12 日的 10万名基督教信徒在废墟

墙内庆祝礼拜的民众集会，——标志着二战以后、基督宗教的信仰回归南

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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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80 年代后期，在南斯拉夫的许多民间社会团体正在推动民主化，同

时拓宽文化多元化的空间。1987 年和 1988 年，新兴的公民社会与共产党

政权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以所谓的“斯洛文尼亚之春”—— 一场争取民主改革

的群众运动而告终。成立了“保卫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成为所有主要非

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的平台。 

 

 

到 1989 年初，几个反共政党已经公开运作，挑战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霸

权。很快，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在本国公民社会的压力下与塞尔维亚共产党

领导层发生冲突。 

 

 

1990 年 1 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召开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以解

决其组成党之间的争端。面对寡不敌众的局面，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共

产党人于1990年1月23日退出代表大会，从而有效地结束了南斯拉夫共产

党。这两个西部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共产主义政党都与自

己境内的反对派运动组织进行谈判，试图实现自由的多党制选举。 

 

 

1990年4月8日，倾向于民主制度的、反南斯拉夫的“DEMOS联盟”在斯洛文尼

亚赢得政治选举。而1990年4月22日，在克罗地亚的自由选举中，图季曼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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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民族主义的、“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 

 

 

1990 年 11 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马其顿的自由选举结果更加平

衡。而1990 年 12 月在塞尔维亚与黑山举行的议会和总统选举，巩固了米

洛舍维奇及其支持者的权力。在整个南斯拉夫境内，从未进行过联邦层面

的自由选举。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领导人开始准备脱离联邦的计划，而克罗地亚的一

部分塞尔维亚人发起了所谓的“木头革命”（这是一场持续一年的骚乱；骚

乱从1990年8月17日开始；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用木头等材料

堆积起来，形成路障，堵塞交通，使得该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克罗地亚其余

地区的交通被中断），这是由塞尔维亚组织的一场叛乱，将导致建立SAO 

Krajina分离区。 

 

 

在1990 年 12 月 23 日的斯洛文尼亚独立公投中，88.5% 的居民投票支持

独立。在1991年5月19日的克罗地亚独立公投中，93.24%的人投票支持独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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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升级的民族间紧张局势因争取独立而加剧，并导致了以下南斯拉夫战

争： 

 

斯洛文尼亚战争(1991) 

克罗地亚独立战争（1991-1995） 

波斯尼亚战争（1992-1995） 

科索沃战争（1998-1999），包括北约（因南斯拉夫军队占领科索沃并发生

屠杀）轰炸南斯拉夫。 

 

此外，也发生了普雷舍沃河谷的叛乱（1999-2001）和马其顿共和国的叛乱

（2001）。 

 

 

====================== 

 

 

阿尔巴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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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阿尔巴尼亚长达四十年的霍查，

死于1985年4月11日。他的继任者，拉米兹阿丽亚，开始逐步实施自上而下

的政治开放制度。 

 

 

1989年，第一波反抗浪潮开始在斯库台地区发生，并在其他城市传播。最

终，现有政府政治制度引入了一些自由化措施，包括 1990 年提供的出国

旅行自由的措施。政府开始努力改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1991 年 3 月的选举——阿尔巴尼亚自 1923 年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

也是该国历史上的第三次自由选举——让前共产党人掌权；但总罢工和城

市反对派导致组建了包括非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内阁。由于经济崩溃和社

会动荡，阿尔巴尼亚的前共产党人在 1992 年 3 月举行的全国选举中落

败。 

 

 

====================== 

 

 

蒙古 



Page | 60  

 

 

 

蒙古在1911年清朝灭亡期间宣布独立。1921年，蒙古人民党在蒙古上台；

该党随后改名蒙古人民革命党。在随后的年月里，蒙古与苏联关系密切。 

 

 

Yumjaagiin Tsedenbal于 1984 年被解除职务后，Jambyn Batmönkh领导下

的新领导层实施了经济改革措施，但未能吸引那些在 1989 年底想要进行

更广泛变革的人的支持。“蒙古革命”是一场民主、和平的革命，始于示威

和绝食。它结束了70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蒙古最终走向民主制度。它

由在首都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上示威的大多数年轻人带头。它以专制

政府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辞职而告终。一些主要政治行动组织者是

Tsakhiagiin Elbegdorj、Sanjaasürengiin Zorig、Erdeniin Bat-Üül和

Bat-Erdeniin Batbayar。 

 

 

1989年12月10日上午，在乌兰巴托首都青年文化中心前举行了第一次公开

示威。在那里，额勒贝格道尔吉宣布成立蒙古民主联盟；蒙古的第一次民

主运动开始了。 

 

 

抗议者呼吁蒙古采用经济改革和公开的政治改革措施。异见领导人要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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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由选举和经济改革，但要在“人类民主社会主义”的背景下进行。 

 

 

抗议者使用蒙古传统文字为抗议活动注入民族主义元素；大多数现代蒙古

人无法认识那些蒙古传统文字；1921年以来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强行推

行了西里尔字母的文字系统；1989年代的抗议者对此表达反抗。 

 

 

1989 年 12 月下旬，当苏联国际象棋冠军、政治活动家和评论员、加

里·卡斯帕罗夫在《花花公子》杂志接受采访的消息传来时，蒙古人民的

示威活动增加了。在接受《花花公子》的访谈时，卡斯帕罗夫暗示，苏联

可以通过向中国出售蒙古来改善其经济状况。 

 

 

1990年1月14日，蒙古抗议者从300人增加到1000人左右；他们在乌兰巴托

列宁博物馆前的一个广场集会；该广场从此被命名为自由广场。随后于1 

月 21 日（-30 摄氏度的天气）在苏赫巴托尔广场举行了示威。抗议者们

举着暗示称颂成吉思汗的横幅（在此之前，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府统治

下，蒙古实行亲苏联的教育体系；该教育体系刻意忽视成吉思汗的历史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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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0 年随后的几个月里，激进分子继续组织示威、集会、抗议和绝

食，以及教师和工人罢工。首都和农村的政治活动组织家们越来越多地得

到蒙古人的支持；工会的活动在全国引发了其他人对民主的呼吁。 

 

 

1990年3月4日，经过首都和省中心成千上万人的多次示威，MDU和其他三个

改革组织举行了联合户外群众大会，邀请政府参加。政府没有派代表参加

这场超过 100,000 人要求民主变革的示威活动。 

 

 

这场活动在1990年3月9日达到了高潮；在这一天，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

治局主席Jambyn Batmönkh宣布，决定解散政治局，随后自己辞职。 

 

 

1990 年 7 月 29 日，蒙古举行了两院制议会的首次自由的、多党制选

举。政党们在大呼拉尔（即，上议院）竞选 430 个席位。反对党未能提名

足够的候选人。反对派为大呼拉尔（上议院）的 430 个总共席位仅仅提名

了 346 名候选人。原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赢得了大呼拉尔的357个席

位，以及小呼拉尔（下议院；后来被取消）的53个总席位中的31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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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RP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农村地区享有强大的政治支持力量。1990年9

月3日，蒙古大呼拉尔举行第一次会议；他们选举了总统职位（来自

MPRP），副总统职位（来自社会民主党）（副总统还担任下议院主席），

总理职位（来自MPRP），以及下议院的50名成员。 

 

 

1991 年 11 月，大呼拉尔开始讨论新宪法，该宪法于 1992 年 2 月 12 

日生效。此外，新宪法对政府立法部门进行了重组，创建了一院制的立法

机构，即国家大呼拉尔（SGH）（取消了下议院）。MPRP 保留了多数席

位，但在 1996 年的选举中落败。自从1966 年以来驻扎在蒙古的最后一批

俄罗斯军队于 1992 年 12 月全面撤出。 

 

 

=============================== 

 

 

中国 

 

 

虽然中国在 1989 年没有经历导致新政府形式的革命，但一场全民运动引

发了支持民主改革的大规模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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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前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推行地方市

场经济改革，但政策停滞不前。 

 

 

最终导致 1989 年北京抗议的第一次中国学生示威于 1986 年 12 月在合

肥举行。学生们呼吁进行校园选举、允许出国留学的机会以及更多地了解

西方流行文化。他们的抗议利用了当时松散的政治气氛；他们举行了认为

改革步伐过于缓慢的抗议集会。 

 

 

1987 年 1 月，邓小平的门生和改革的主要倡导者胡耀邦被指责为对于学

生抗议活动过于软弱，并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在“反资产阶级自由

化运动”中，胡将进一步受到谴责。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到胡的国

葬前夕，大约有 10 万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旁观；然而，没有任何政

治领导人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与学生对话。学生运动持续了七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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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大学生的天安门民主抗议活动期间，于 5 月 

15 日访问了中国。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访问，将许多外国新闻机构工作人

员们带到了北京。他们对天安门广场抗议者的同情描绘和实时报道，帮助

激发了那些观看电视、收听广播、阅读报纸的中欧、东南欧和东欧人民的

解放精神。 

 

 

中国领导层，尤其是比苏联更早开始彻底改革经济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对政治改革持开放态度，但不愿以可能重返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为代价。 

 

 

这场运动从胡耀邦于 4 月 15 日去世一直持续到1989 年 6 月 4 日，—

—那时，坦克和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活动。 

 

 

在北京，中国政府对抗议活动的军事镇压行动导致许多平民死伤。确切的

伤亡人数尚不清楚，存在许多不同的估计。然而，这一事件确实带来了一

些政治变化。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开始开放经济。这使得国家能够引入

大量资金，也开始了从中国西部农村到中国东部城市的大规模移民潮。大

规模移民的问题在于，它现在已经开始加深农村穷人和城市富人之间的鸿

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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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耳他峰会 

 

 

马耳他峰会于1989 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在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和苏

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之间举行。这就在柏林墙倒塌几周后；这

场会议促成了冷战的结束；部分原因是更广泛的民主运动。 

 

 

这是他们继 1988 年 12 月在纽约与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会面之后的第

二次会面。当时的新闻报道指出，马耳他峰会是自 1945 年以来最重要的

一次美苏峰会；1945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苏联总理约瑟夫·斯

大林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曾经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欧洲战后计划

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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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欧和东欧以及中亚的选举年表 

 

 

1989 年 6 月至 1991 年 4 月，中东欧和中亚的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或前

共产主义国家——以及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每个组成共和国——数十年来首

次举行竞争性议会选举。 

 

 

一些选举只是部分自由的，而另一些则是完全民主的。下面的年表提供了

这些历史性选举的详细信息，日期是投票的第一天，因为几场选举在几天

内进行了决选： 

 

波兰– 1989 年 6 月 4 日 

土库曼斯坦- 1990年1月7日 

乌兹别克斯坦- 1990年2月18日 

立陶宛- 1990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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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 1990 年 2 月 25 日 

吉尔吉斯坦- 1990 年 2 月 25 日 

塔吉克斯坦- 1990年2月25日 

白俄罗斯– 1990 年 3 月 4 日 

俄罗斯– 1990 年 3 月 4 日 

乌克兰– 1990 年 3 月 4 日 

东德– 1990 年 3 月 18 日 

爱沙尼亚– 1990 年 3 月 18 日 

拉脱维亚– 1990 年 3 月 18 日 

匈牙利– 1990 年 3 月 25 日 

哈萨克斯坦– 1990 年 3 月 25 日 

斯洛文尼亚- 1990年4月8日 

克罗地亚– 1990 年 4 月 22 日 

罗马尼亚– 1990 年 5 月 20 日 

亚美尼亚- 20 1990年5月 

捷克斯洛伐克– 1990 年 6 月 8 日 

保加利亚– 1990 年 6 月 10 日 

蒙古– 1990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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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 1990 年 9 月 30 日 

格鲁吉亚- 28 1990年10月 

马其顿——1990年11 月 11 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0年11月18日 

塞尔维亚– 1990 年 12 月 9 日 

黑山- 9 1990年12月 

阿尔巴尼亚- 1991年3月31日 

 

 

=================================================================

================= 

 

 

苏联解体 

 

 

1991 年 7 月 1 日，华沙条约组织在布拉格的一次会议上正式解散。在同

月晚些时候的一次峰会上，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宣布美苏战略伙伴关系，决

定性地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布什总统宣布，1990 年至 1991 年海湾战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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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美苏合作为解决双边和世界问题的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 

 

 

随着苏联迅速从中欧和东南欧撤军，1989 年动荡的溢出效应开始在整个苏

联国内产生反响。民族自决的鼓动首先导致立陶宛，然后是爱沙尼亚、拉

脱维亚和亚美尼亚，宣布从苏维埃共和国中独立。然而，苏联中央政府要

求上述地区撤销独立声明，并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和经济制裁。 

 

 

1991年1月，苏联中央政府甚至派遣苏军部队前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在

那里的街道上镇压分离主义运动；苏联的军事行动造成立陶宛14人死亡。 

 

 

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等其他苏维埃共和国地区的不满得到了中央政府关于

进一步分权的承诺。更开放的选举，导致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候选人在选举

活动中赢得胜利。 

 

 

Glasnost（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公开化”政策）无意中释放了多民族

苏维埃国家境内的所有民族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情绪。苏联经济的迅速恶

化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其基础随着共产主义铁拳纪律的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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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暴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未能改善经济；旧的苏联指挥结构因而完

全崩溃。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一一创建了自己的经济系统，并投票决定让苏维埃法律

服从当地法律。1990年，最高苏维埃废除了苏联宪法中保障其唯一统治权

的条款。苏维埃共产党被迫放弃了长达七十年的政治权力垄断。戈尔巴乔

夫的公开化政策导致共产党失去对媒体的控制。苏联过去的历史细节很快

就被解密了。这导致许多人不信任“旧制度”并推动更大的自治和独立。 

 

 

在1991 年 3 月的公投确认了苏联的保留、但形式较为宽松之后，以副总

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为代表的一群苏联强硬派于 1991 年 8 月发动政变，

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 

 

 

当时的俄罗斯SFSR（苏维埃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鲍里斯·叶

利钦，团结了人民和大部分军队，抵制政变。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失败

了。尽管重新掌权，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已经无可挽回地受到了破坏。政变

发生并失败后，戈尔巴乔夫辞去了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最高苏维埃解散

了共产党，并禁止其在苏联领土上进行任何共产主义活动。仅仅几周后，

苏联中央政府于 9 月 6 日允许波罗的海国家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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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一个又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宣布独立，主要是出于对

另一场政变的恐惧。同样在此期间，随着新的俄罗斯政府开始接管其剩余

部分（包括克里姆林宫），苏联中央政府变得毫无用处。 

 

 

1991 年 12 月 1 日，当时第二强大的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的选民在全

民公决中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脱离苏联。这结束了让苏联继续团结在一

起的任何现实机会。 

 

 

12月8日，叶利钦会见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了别拉维扎协

议，宣布苏联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谴责这是非法的，但他早已失去了影

响莫斯科以外事务的能力。 

 

 

两周后，苏联其余 12 个共和国中的 11 个（格鲁吉亚除外）签署了《阿

拉木图议定书》，该议定书确认苏联已被有效解散，并由一个新的自愿性

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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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可避免的情况，戈尔巴乔夫于 12 月 25 日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次

日，最高苏维埃批准了《别拉维扎协定》，合法地解散了自己；苏联作为

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再存在。到1991年底，少数未被俄罗斯接管的苏联机

构已经解散。苏联正式解散，分裂成十五个组成部分，从而结束了世界上

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这个位置留给了中国。随后，俄罗

斯发生了宪法危机；俄罗斯军队被召入莫斯科重建秩序；宪法危机在莫斯

科化为暴力。 

 

 

============================== 

 

 

波罗的海国家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实行民主改革，脱离苏联独立。 

 

 

1987年至1991年之间，波罗的海国家发生了“歌唱革命”事件，导致了爱沙

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恢复独立为历史传统上的国家。“歌唱革命”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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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由爱沙尼亚活动家和艺术家海因茨·瓦尔克（Heinz Valk）在 1988 

年 6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塔林歌曲节的场地自发的大规模夜间歌唱表演一

周后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创造的。 

 

 

1988 年 11 月 16 日，爱沙尼亚宣布其主权脱离苏联。立陶宛随后于 

1989 年 5 月 18 日和拉脱维亚于 1989 年 7 月 28 日，分别宣布脱离苏

联。立陶宛于 1990 年 3 月 11 日宣布完全独立；3 月 30 日，爱沙尼亚

宣布开始独立过渡期；随后拉脱维亚于1990 年5 月 4 日宣布开始独立过

渡期。 

 

 

1991 年初，在立陶宛的“一月事件”和拉脱维亚的“路障”对抗中，它们的上

述独立声明遭到了苏联的武力打击。波罗的海国家争辩说，根据国际法和

本国法律，它们并入苏联都是非法的，它们只是在重申仍然合法存在的独

立状态。 

 

 

苏联八月政变发动后不久，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宣布完全独立。到苏联政

变失败时，苏联已不再统一到足以发动强有力的军事镇压行动，并于 1991 

年 9 月 6 日承认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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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白俄罗斯于 1991 年 8 月 25 日宣布从苏联完全独立。1990 年代初期的

主要政治变革是由白俄罗斯人民阵线以及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的部分

成员推动的。几年后，新的后共产主义领导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Alyaksandr Lukashenka）获得了权力。不久之后，由于两次有争议的公

投（1995-96），他增加了权力，此后一直因镇压政治反对派而受到批评。 

 

 

摩尔多瓦进行了德涅斯特河沿岸战争；这场战争发生于德涅斯特河沿岸分

离主义地区；战争的双方是摩尔多瓦武装力量，以及和俄罗斯人有关联的

军队。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在弗拉基米尔·沃罗宁( Vladimir Voronin)的领

导下，于 2001 年选举中重新掌权；但该国在 2009 年因选举被操纵而面

临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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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 于 1991 年 8 月宣布独立。前共产党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 Leonid Kravchuk)和列昂尼德·库奇马 ( Leonid Kuchma)相继担任总统

之后，乌克兰于 2004 年发生橙色革命；随后，乌克兰人民选举维克

多·尤先科( Viktor Yushchenko)担任总统（也是前苏共党员）。 

 

 

====================================== 

 

 

外高加索 

 

 

自苏联解体以来，格鲁吉亚和北高加索地区一直受到种族和部落宗派暴力

的破坏。1989年4月，苏军 在第比利斯屠杀示威者；1989年11月，格鲁吉

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谴责红军入侵格鲁吉亚。民主活动家Zviad 

Gamsakhurdia从 1991 年到 1992 年担任总统。 

 

 

俄罗斯在 1990 年代初期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战争中帮助分离的共和

国。冲突周期性地重复出现。俄罗斯指责格鲁吉亚在俄罗斯与车臣之间的

战争期间支持车臣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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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政变让前共产党领导人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成为格鲁吉亚总统，直到2003 年玫瑰革命爆发。 

 

 

亚美尼亚的独立斗争包括暴力；第一次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战争是在亚美

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进行的。亚美尼亚变得越来越军事化（随着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前总统科恰良的上台，通常被视为一个里程碑），而此后选举的

争议越来越大，政府腐败变得更加猖獗。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恰良之后，

塞尔日·萨尔基相上台了。萨尔基相经常被称为“亚美尼亚和卡拉巴赫军队

的创始人”，过去曾担任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长。 

 

 

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Elchibey的领导下，阿塞拜疆的人民阵线党赢得

了独立以后的初次选举。Elchibey自我描述为秉持亲西方的政治立场。

Elchibey 试图结束莫斯科在阿塞拜疆石油开采方面的优势，并努力与土耳

其和欧洲建立更牢固的联系；结果，在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政变中，他被

前共产主义者推翻（伊朗认为阿塞拜疆这个新国家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威

胁，因为它与伊朗之间存在边界线争议，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经济竞争对

手）。Elchibey 下台后，穆塔利博夫上台执政，但很快就动摇不定，最终

由于——民众对他的无能、腐败和对亚美尼亚战争处理不当而感到沮丧—

—而被迫下台。阿塞拜疆前克格勃、以及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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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领导人盖达尔阿利耶夫夺取政权、并继续担任总统，直到他于 2003 年

将总统职位移交给他的儿子。第一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发生在亚美尼

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的命运。然而，与仍然是俄

罗斯强大盟友的亚美尼亚不同，阿塞拜疆自 2008 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

战争以来，已经开始与土耳其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同时减少

与俄罗斯的关系。 

 

 

============= 

 

 

车臣 

 

 

在车臣（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一个有着强烈独立愿望的自治共

和国），前苏联将军焦哈尔·杜达耶夫（Dzhokhar Dudayev）领导的反共

联军使用部分地模仿波罗的海的策略，发动了一场基本上不流血的革命，

并最终迫使该地区共产主义共和国总统辞职。1991年11月，杜达耶夫以压

倒性优势赢得了车臣选举；他宣布车臣独立为“伊奇克里亚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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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杜达耶夫希望将莫斯科排除在所有石油交易之外，叶利钦在 1993 年

支持了一场针对杜达耶夫的失败政变。 1994 年，车臣只获得了少量承认

（仅有一个国家承认：格鲁吉亚；而且，在格鲁吉亚政变、谢瓦尔德纳泽

上台后不久，这个外交承认也被撤销），被俄罗斯入侵，引发第一次车臣

战争。 

 

 

在前苏联国家和逊尼派穆斯林国家人民的大力帮助下，车臣人击退了这次

入侵，并于 1997 年与俄罗斯签署了和平条约。然而，车臣变得越来越处

于无政府状态，这主要是由于，俄罗斯的入侵给车臣带来了政治与政府架

构的毁坏。同时，沙米尔·巴萨耶夫将军（后来成为一名恐怖分子）率领

穆斯林军队避开了中央政府的所有控制，对邻邦达吉斯坦（俄罗斯的一部

分）进行了突袭，俄罗斯以此为借口重新入侵伊奇克里亚（第二次车臣战

争）。尽管叛乱仍在继续，但伊奇克里亚再次作为车臣已经重新被并入俄

罗斯。 

 

 

========================================== 

 

 

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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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的独立斗争始于1986 年的叶尔托克桑起义。前共产党领导人纳

扎尔巴耶夫从 1990 年开始担任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直至 

2019 年退休。 

 

 

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一直掌权到2005 年郁金香革命。 

 

 

塔吉克斯坦的拉赫蒙·纳比耶夫继续掌权，导致塔吉克斯坦内战。Emomali 

Rahmon接替了Nabiyev并自 1992 年以来一直掌权。 

 

 

土库曼斯坦的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ov）一直掌

权、直到他于 2006 年去世，并被批评为世界上最专制极权的领导人之

一，并保持着全国对他的个人崇拜。尼亚佐夫的继任者古尔班古利·别尔

德穆哈梅多夫，在其执政初期缓和了尼亚佐夫的一些政策，但很快在国家

中建立起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制度。 

 

 

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卡里莫夫一直掌权、直到他于 2016 年去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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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其任期内镇压政治反对派而受到广泛批评。 

 

 

========================================== 

 

 

后苏联时代的冲突 

 

 

一些较为显著的后苏联时代的冲突包括，塔吉克斯坦内战；第一次纳戈尔

诺-卡拉巴赫战争；德涅斯特河岸的战争；1991 - 1992年南奥塞梯战争；

第一次车臣战争；阿布哈兹战争；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以及乌克兰境内的

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冲突。 

 

 

=========================================== 

 

 

其他事件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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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及其盟国的民主化改革也导致欧洲以外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国家

发生巨大变化。 

 

 

1991 年后保留社会主义类型经济、或政府结构的国家： 

 

中国——中国仍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时继续进行深远的经济改

革。 

 

古巴——古巴仍由古巴共产党领导，并保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印度——印度经济改革于 1991 年启动。 

 

老挝——老挝仍由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并保留了许多社会主义经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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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利比亚——利比亚仍然按照卡扎菲的社会主义第三国际理论进行统治，并

保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叙利亚——叙利亚仍由叙利亚复兴党领导，并保留社会主义（复兴党）计

划经济。 

 

越南——越南仍然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行的经济改革远没有中国那

么深远，许多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得以保留。 

 

 

===================== 

 

 

非洲 

 

 

阿尔及利亚—— 1988 年 10 月骚乱，通过1989 年宪法公投实现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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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党派 FIS 在1990 年地方选举和1991 年立法选举中获胜，导致 

1992 年 1 月发生军事政变，引发阿尔及利亚内战，直到2002 年。 

 

 

安哥拉——执政的政府于 1991 年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于同年同意

了比塞斯协议，然而安哥拉内战在安哥拉MPLA与保守的“安盟”UNITA之间又

持续了十年。 

 

 

贝宁——马蒂厄·克雷库的政权在 1989 年被迫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布基纳法索——托马斯·桑卡拉在1987 年布基纳法索政变中被推翻和暗

杀；在此期间，布莱斯·孔波雷掌权，他推翻了桑卡拉的许多社会政策。

军事统治于 1989 年结束，随着ODP-MT和人民阵线联盟的建立，开始了民

主化进程，该进程始于1991 年，直到孔波雷最终因2014 年布基纳法索起

义而被迫辞职。 

 

 

布隆迪– 1996 年布隆迪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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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得角——执政的佛得角独立非洲党削减了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外国捐

助者向政府施压，要求在 1991 年举行多党选举。 

 

 

中非共和国——1992年实现民主化。 

 

 

刚果共和国 刚果-布拉柴维尔——丹尼斯·萨苏·恩格索( Denis Sassou 

Nguesso ) 的政权在 1991 年被迫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该国在 1992 年

举行了选举，并在 1993 年发生了第一次刚果内战。 

 

 

吉布提– 1991年发生吉布提内战，和 1992 年实行民主化。 

 

 

厄立特里亚对埃塞俄比亚的独立战争于 1991 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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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 一个新的宪法在1987年实行；苏联和古巴的援助撤出后，

在埃塞俄比亚内战中，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领导的共产党军政府被

叛军EPRDF打败；马里亚姆于1991年逃离。 

 

 

加纳——1992年，杰里·罗林斯领导的军政府解体；加纳第三共和国成

立；加纳实现民主化，导致建立了一个全国民主大会下的民选政府。 

 

 

几内亚比绍——民主化进程始于 1991 年 5 月引入多党政治和1994 年举

行的第一次民主选举。 

 

 

几内亚- 1984年几内亚政变。 

 

 

马达加斯加——社会党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于 1991 年被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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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穆萨·特拉奥雷被罢免，马里通过了新宪法；举行多党选举。

1990 年的叛乱和1991 年的政变。 

 

 

莫桑比克——社会主义解放阵线和RENAMO保守派之间的莫桑比克内战于 

1992 年通过条约结束。解放阵线随后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放弃了马列主义，

转而支持民主社会主义，举行了多党选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执政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社会民主党削减

了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外国捐助者向政府施压，要求在 1991 年举行多

党选举。 

 

 

塞内加尔——塞内加尔社会党与塞内加尔民主党于1991年形成了民族团结

政府。 

 

 

塞舌尔——1991年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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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塞拉利昂内战于 1991 年 3 月开始，随后于 1991 年 8 月

举行了恢复多党政治的立宪公投，并于 1992 年 4 月发动政变最终推翻了

塞拉利昂第一共和国。 

 

 

索马里——叛乱的索马里人在索马里革命期间推翻了西亚德·巴雷( Siad 

Barre ) 的共产主义军政府。从那以后，索马里一直处于内战状态。 

 

 

苏丹——1985年苏丹政变推翻了民主的苏丹共和国。在1980 年代后期短暂

的议会民主之后，1989 年的苏丹政变建立了奥马尔·巴希尔( Omar al-

Bashir)领导下的右翼独裁统治。 

 

 

坦桑尼亚——执政的Chama Cha Mapinduzi党削减了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外国捐助者向政府施压，要求在 1995 年举行多党选举。 

 

 

突尼斯——哈比卜·布尔吉巴在1987 年突尼斯政变中被Zine El Abidine 

Ben Ali 赶下台；1988 年社会主义德斯托里亚党被改革为民主立宪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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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1989 年举行了第一次多党选举。1993年突尼斯共产党抛弃了共产主

义，并转变为Ettajdid运动。 

 

 

乌干达——米尔顿奥博特政府于 1985 年被政变推翻；随后，在 1986 年

乌干达布什战争结束。随着约韦里·穆塞韦尼上台，民族抵抗运动削减了

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西撒哈拉）——1991 年西撒哈拉战争结束；削

减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赞比亚——执政的统一民族独立党削减了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外国捐助

者向政府施压，要求在 1991 年举行多党选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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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因其1991年的起义而成为一个自治区。伊拉克其他

地区一直处于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兴党政权之下，直到 2003 年美国入侵推

翻了他的政权。 

 

 

科威特——1990 年被伊拉克吞并。然后在海湾战争期间被联合国军解放。 

 

 

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失去了其最重要的外交赞助人之一，原因

是苏联的恶化与解体、阿拉法特与莫斯科的关系破裂、以及失去一党制政

府，以及 1984 年巴解组织的 PFLP-GC 暂停。第一次起义发生在 1987 年

至 1991 年，导致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 

 

 

南也门—— 1986年南也门内战；1990年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年它与更

加资本主义的北也门重新统一，尽管这后来导致了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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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叙利亚共产党在 1986 年分裂为两党。叙利亚参加了 1991 年

的马德里会议，并在和平谈判中与冷战敌人以色列会谈。叙利亚民主人民

党从“左翼政治路线”转变为“中间偏左”。 

 

 

======================== 

 

 

亚洲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从 1987 年开始进行民族和解改革，将国家重新命

名为阿富汗共和国（之前是“民主共和国”），并从国徽上去除了共产主义

的红星。苏联军事占领于1989年结束。1990年，执政党改名，删除了关于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引用内容。1992年，阿富汗的亲苏的政府垮台，亲

苏的执政党解散；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内战。 

 

 

孟加拉国——1990 年，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导致该国军事独裁的结束和民主

的恢复。在孟加拉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了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和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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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更民主自由派之间的分裂。自 1989 年以来，由于伊斯兰主义的兴

起，该国经历了内部冲突。 

 

 

缅甸——1988年的8888 起义见证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消亡，但未能带

来民主，尽管马克思主义被抛弃了。在2010 年的选举被许多西方国家视为

欺诈之后，该国一直由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下属的军政府领导，直到 

2011年。（1989年共产主义叛乱结束）。 

 

 

柬埔寨——自红色高棉垮台以来一直执政的、越南所支持的政府，在 1993 

年联合国支持的选举后失去权力；民柬联合政府与民主柬埔寨党于 1993 

年解散。 

 

 

中国——中国共产党在 1970 年代后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实施自由化

的经济改革。然而，1989年的民主抗议被军队镇压。1987年西藏动乱。新

疆的URFET和ETPRP被解散。 

 

 

印度——印度国民大会党在1989 年印度大选中失败。RASHTR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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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jwadi国会在1989年解体；特里普拉全国志愿者在1988年解体；Hmar人

民会议在1986年解体。1989年开始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叛乱。纳萨尔-毛泽东

主义派掀起的叛乱一直持续到21世纪；而共产主义印度党（马克思主义）

仍然是喀拉拉邦的主要政治力量。 

 

 

老挝——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保持共产主义。老挝被迫向法国和日

本寻求紧急经济援助，同时也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寻求经济援助。

最后，1989 年，凯松访问北京，以确认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并获得中国

的援助。1991年，红星、锤子和镰刀从老挝徽章中去除。 

 

 

朝鲜——金日成于 1994 年去世，将权力移交给他的儿子金正日。史无前

例的洪水和苏联解体导致朝鲜饥荒，估计导致 250 万至 300 万朝鲜人死

亡。2009 年，所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及都被金日成主体思想所完全取

代，从而明显淡化了共产主义在朝鲜的作用。朝鲜仍然是一个一党制的共

产主义国家。 

 

 

斯里兰卡——共产主义者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及其领导人的死

亡）结束了第二次共产主义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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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越南共产党自 1986 年以来进行了Doi Moi改革，以类似于中国的

方式开放某些经济部门。越南仍然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国家。 

 

 

======================== 

 

 

拉美 

 

 

古巴——苏联补贴的结束导致了特殊时期。1994 年举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抗

议活动。古巴仍然是一个一党制的共产主义国家。 

 

 

圭亚那——Forbes Burnham 1985年去世以后，其继任者 Desmond Hoyte 

实行了民主化改革，并于1992年实行了首次自由选举；Cheddi Jagan 领导

的人民进步党赢得了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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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反对战争结束；丹尼尔奥尔特加的桑地诺党在1990年的多党

选举中落败，全国反对联盟获胜。 

 

 

苏里南——1987年的民主化和1986-1992年的苏里南游击战争。 

 

 

====================== 

 

 

大洋洲 

 

 

瓦努阿图——瓦努阿库帕蒂在 1991 年的多党选举中失利，温和党联盟获

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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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 

 

 

在世界各地，许多前苏联曾经支持的政党和激进组织都遭受士气低落和资

金损失的困扰。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共产党于 1991 年解散。 

 

奥地利——奥地利共产党失去了东德资金和 2.5 亿欧元的资产。 

 

比利时——比利时共产党在 1989 年分为两党。 

 

西柏林——西柏林统一社会主义党于 1991 年解散。 

 

加拿大—— 1990 年，加拿大共产党被取消注册并没收其资产，迫使它开

始了一场最终成功的长达 13 年的政治和法律斗争，以维持加拿大小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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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注册权利，即Figueroa v. Canada 诉讼案；从而2003 年改变了加拿

大对于政党的法律定义；该党现在在没有任何民选政治代表的情况下运

作。 

 

赤道几内亚——1993年首次举行多党选举。 

 

芬兰——芬兰人民民主联盟于1990年解散，破产的芬兰共产党于1992年解

散，并被左翼联盟吸收。 

 

法国——东方集团的瓦解震惊了法国共产党。这场危机被称为突变。1989 

年法国统一社会主义党与社会主义、生态和自我管理的新左派融合。 

 

冈比亚—— 1994年冈比亚政变 

 

西德——西德共产党失去了来自东德的资助，并大幅衰落，共产主义联盟

解散。柏林墙倒塌以后，西德的“红军派”失去了其长期的支持者、斯塔西

（东德秘密警察组织）。 

 

希腊——希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组织于 1993 年解散，并入希腊统

一共产党运动。希腊左派于 1992 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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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1990 年实行民主化。 

 

爱尔兰——爱尔兰共产党明显衰落。民主社会党解散。 

 

意大利—— 崩溃导致意大利共产党自我改革，创建了两个新团体，较大的

左翼民主党和较小的共产党重建党。共产党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1992 年至 1994 年意大利政党体系的深刻变化，以及1989 年激进党和

1994 年意大利社会党的解体。1988 年红色旅解体。 

 

日本——日本共产党（JCP）逐渐受到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发表了题为

“我们欢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巨大历史罪恶的结束”的声明。因此，JCP 

在冷战后西方集团共产党的衰落中幸存下来，并且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非

执政共产党之一。 

 

黎巴嫩——内战结束。 

 

利比里亚——第一次利比里亚内战。 

 

卢森堡——卢森堡共产党明显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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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马来亚共产党于 1989 年放下武器，结束了持续数十年的叛

乱。 

 

马尔代夫——失败的1988 年马尔代夫政变。 

 

墨西哥——墨西哥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于 1989 年解散，首先并入墨

西哥社会党，然后并入民主革命党。1989 年墨西哥社会主义党垮台。 

 

尼泊尔——尼泊尔共产党（Janamukhi）和尼泊尔共产党（第四次公约）于 

1990 年解散。 

 

荷兰——荷兰共产党于 1991 年解散，并被绿左党吸收。荷兰共产党人联

盟于1992年解散。 

 

尼日尔——1991年民主化，但1996 年发生政变。 

 

尼日利亚—— 1985年政变。 

 

挪威——挪威共产党改变了他们的亲苏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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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解放阿曼人民阵线于 1992 年解散。 

 

菲律宾——菲律宾共产党遭受批评，党内领导干部之间的争论导致“左右机

会主义”的鼓吹者被驱逐，特别是形成了所谓的“拒绝派”和“重申派”派别。

那些肯定毛主义正统的人被称为“重申主义者”或 RA，而拒绝该毛主义的人

被称为“拒绝主义者”或 RJ。1993 年 7 月，拒绝毛主义者之一的 

Komiteng Rehiyon ng Manila-Rizal (KRMR) 宣布脱离菲律宾共产党中央

领导层而实行自治。几个月之内，菲律宾共产党的几个地区组织和局也纷

纷效仿，永久地正式加深了分裂。 

 

圣马力诺——1990年，萨马林共产党解散。 

 

新加坡——“社阵”于 1988 年解散。 

 

西班牙——西班牙工人党、共产主义统一党于1991年解体。“另左派”于

1993年解体。西班牙共产党（马列）（历史）在1992年解体。加利西亚共

产党（革命马克思主义）于1989年解散。 

 

瑞典—— Norrköping 共产主义协会于 1990 年解散，Kommunistiska 

Förbundet Marxist-Leninisterna不再作为全国性政党发挥作用。亲阿尔

巴尼亚的Kommunistiska Partiet i Sverige和瑞典毛主义共产党工人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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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解散。 主要的左翼政党Vänsterpartiet kommunisterna，VPK（左

翼党 - 共产党人）放弃了其名称中的共产党部分，而更名为

Vänsterpartiet（左派）。 

 

土耳其——土耳其共产党工党分裂了。 

 

英国——大不列颠共产党解散。 

 

委内瑞拉– 1992 年委内瑞拉政变未遂。 

 

 

========================= 

 

 

与此同时，许多以前受到美国支持的反共专制国家逐渐向民主过渡。 

 

巴西——由于几年前开始的改革，举行了自 1960 年以来的第一次民主总

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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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1991年实行民主化。 

 

乍得——1990年政变。 

 

智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 Augusto Pinochet )领导下的军政府被迫

实施民主选举，1990 年智利实现民主化。社会主义左翼广泛党并入智利社

会党。 

 

哥伦比亚——1886年的保守宪法于 1991年被废除。在四月十九日运动时，

昆廷·拉梅武装运动和大多数的解放军放弃了他们的武器，并开始参与政

党政治。进入21世纪以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哥伦比亚冲突中继续

发挥作用。 

 

萨尔瓦多——萨尔瓦多内战于 1992 年在查普尔特佩克和平协议之后结

束。反叛的FMLN运动成为合法政党并参加了随后的选举。 

 

加蓬——1991年的民主化。 

 

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内战于 1996 年结束，反叛的危地马拉民族革命统

一党成为合法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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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1986年海地革命。 

 

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因其在 1991 年圣克鲁斯大屠杀和继续占领东

帝汶中的作用而受到国际上的强烈批评，导致美国制裁。苏哈托在大规模

抗议后于 1998 年辞职；东帝汶在1999 年公投后获得独立。 

 

象牙海岸——1990 年的民主化。 

 

肯尼亚——1991年恢复多党民主。 

 

马拉维——1993年的民主化。 

 

毛里塔尼亚—— 1984 年毛里塔尼亚政变；1992 年民主化。 

 

巴基斯坦——1988年的民主化。 

 

巴拿马——曼努埃尔·诺列加政权于 1989 年被美国入侵推翻，原因是他

镇压选举、贩毒活动和杀害一名美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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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 Alfredo Stroessner)在军事政变中

被罢免，他的独裁统治结束了。1992年，国家新宪法确立了民主政体。 

 

秘鲁——在阿尔贝托·藤森( Alberto Fujimori ) 的领导下，秘鲁的内部

冲突愈演愈烈，后者在 2000 年垮台之前因加强独裁统治和侵犯人权而受

到批评。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于 1997 年结束了其在秘鲁内部冲突中

的作用。“光辉之路”共产主义组织曾杀害数万人；他们在 1990 年代萎

缩，但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 

 

菲律宾——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导致费迪南德·马科斯垮台。菲律宾

的共产主义叛乱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 

 

卢旺达—— 1990年的卢旺达内战。 

 

沙特阿拉伯——在苏阿战争之后，伊斯兰激进组织基地组织的创始人奥萨

马·本·拉登向沙特君主提出在科威特沦陷后不要依赖美国。本拉登后来

谴责沙特政府邀请美国第82空降师进驻；本拉登最终在1992年因批评沙特

政府而被驱逐出境。他的沙特公民身份于 1994 年被撤销。 

 

韩国——六月民主运动的全国性抗议导致全斗焕政府于 1987 年垮台，以

及该国首次民主选举。2000年，朝鲜和韩国原则上同意为未来和平统一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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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南非政府1990年开始谈判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于1994年当

选南非总统。 

 

台湾（中华民国） ——1987 年，执政的国民党结束了中国内战结束时实

行的严格戒严令。逐步的民主改革导致了1996 年的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 

 

多哥——1993年的民主化。 

 

英国-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导致麻烦在 1998 年结束，并签署了耶稣受难日和

平协议。 

 

美国——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不再支持冷战

期间的许多军事独裁统治，迫使更多国家采用民主制度。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在分离时期（1918-1990）以后，与共产

主义的南也门统一，并于 1990 年实现民主化，然后在 1994 年镇压了南

部的共产主义分离主义运动。 

 

扎伊尔- 1996年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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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后出现社会主义式政府的国家 

 

 

玻利维亚——埃沃·莫拉莱斯( Evo Morales)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 

2009 年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并统治了该国，直到他在政变中下

台。 

 

尼泊尔——君主制于 2008 年被推翻，此后该共和国一直由共产党统治。 

 

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导致玻利瓦尔共和国于 

1999 年成立；查韦斯统治该国，直至 2013 年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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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响 

 

 

1988-1992 年革命的全球影响。 

 

 

以色列——1990 年，苏联终于允许苏联犹太人自由移民到以色列。在此之

前，试图离开苏联的犹太人面临迫害；那些成功的人以难民的身份抵达。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约有 100 万苏联公民移民到以色列。尽管有人担心

一些新移民与犹太教的联系非常薄弱，而且许多人还伴随着非犹太亲属，

但这波大规模的移民潮带来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苏联犹太人，并慢慢改

变了以色列的人口结构。此外，数以千计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在1991年被

以色列国防军救出。 

 

 

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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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共产化”是后共产主义国家在国家机构、文化和心理遗产等等方面，需

要努力克服原有共产主义化负面影响的过程。 

 

 

非共产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或根本不存在。共产党没有被取缔，其成

员也没有受到审判。只有少数地方试图将前共产主义特工人员排除在决策

层之外。在一些国家，共产党只是简单地改名并继续运作。然而，在一些

欧洲国家，支持或试图为纳粹或共产主义政权所犯罪行辩解的行为可处以

最高 3 年的监禁。 

 

 

经济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很少或根本没有兴趣生产客户想要的东西，这导

致了商品和服务的短缺。1990年代初期，人们普遍认为从社会主义走向资

本主义没有先例；只有一些老年人记得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因此，人

们通常认为，中欧、东南欧、东欧会持续贫穷几十年。 

 

 

苏联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关系破裂导致了 1990 年代后苏联国家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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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的严重经济危机和生活水平的灾难性下降。甚至在俄罗斯1998 年

金融危机之前，俄罗斯的 GDP 就只有 1990 年代初期的一半。 

 

 

官方经济产出暂时下降，黑市经济活动增加。 各国实施了不同的改革计

划。一个普遍被认为是成功的例子是波兰的“休克疗法” Balcerowicz 计

划。最终，其官方经济开始增长。 

 

 

在 2007 年的一篇论文中，Oleh Havrylyshyn 对欧洲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改

革速度进行了分类： 

 

持续爆炸性增长（最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捷克共和国、

波兰、斯洛伐克 

 

提前开始/稳步推进：克罗地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 

 

中止的大爆炸（改革停滞）：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吉尔吉斯

斯坦、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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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改革：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塔

吉克斯坦、罗马尼亚 

 

有限的改革（最慢）：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自德国统一和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增加了 13 个新成员国。 

 

2004年，欧盟扩大；新加入的国家包括，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

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2007年，欧盟继

续扩大；新加入的国家包括，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在2013年加

入欧盟。同样的这些国家也成为北约成员国。 

 

蒙古的经济改革方式与东欧国家类似。高加索之虎——亚美尼亚已宣布决

定加入关税同盟和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共同经济空间，并参

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组建。自 2015 年起，亚美尼亚加入了欧亚经济联盟条

约。 

 

 

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始于1978年，已帮助提振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摆脱了贫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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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经济自由化始于 1986 年，效仿中国。 

 

印度的经济自由化始于 1991 年。 

 

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B·弗里曼称改革的效果为“伟大的翻倍”。他计算

出，全球劳动力规模翻了一番，从 14.6 亿工人增加到 29.3 亿工人。直

接影响是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降低。从长远来看，中国、印度和前苏联集

团将进行储蓄和投资，并为世界资本存量的扩张做出贡献。 

 

 

==========================================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延续 

 

 

1991年苏联解体后，克里姆林宫的外墙恢复原状。 苏联国徽和嵌入苏联

（CCCP）缩写的字母均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五个俄罗斯双头鹰。俄罗斯

帝国各个领土的徽章的额外装饰被放置在鹰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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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8 年，近一半的俄罗斯人对斯大林持积极态度，许多人支持修复

以前被拆除的斯大林纪念碑。 

 

 

1992年，叶利钦总统政府邀请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担任专家，在俄罗

斯宪法法院对苏共审判时作证；当时俄罗斯共产党向俄罗斯法院起诉叶利

钦禁止他们活动。叶利钦政府的答辩理由是，苏维埃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

违宪的组织。 

 

 

为了准备他的证词，布科夫斯基要求、并被允许访问前苏联档案局的大量

文件。他使用一台小型手持扫描仪和一台笔记本电脑，秘密扫描了许多文

件（有些文件具有很高的安全级别），包括克格勃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交

的报告，并将文件走私到西方。 

 

 

解读 

 

 

这些事件让很多人感到意外。1991年之前，很多人认为苏联解体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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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artlomiej Kaminski 的著作《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认为，国家社会主

义制度存在致命的悖论，称“旨在提高绩效的政策行动只会加速其衰败”。 

 

 

到 1989 年底，叛乱已经从东方国家集团的一个首都蔓延到另一个首都，

推翻了二战后强加于中欧、东南欧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即使是阿尔巴

尼亚的、孤立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也无法阻止崩溃潮流。戈尔巴乔夫

废除勃列日涅夫主义或许是民众起义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一旦人民很明

显害怕的苏联军队不会干预镇压异议，那么，中欧、东南欧和东欧共产主

义政权在反对一党制和秘密警察权力的民众起义面前，就会暴露得软弱无

遗。 

 

 

科伊特·D·布莱克( Coit D. Blacker ) 在 1990 年写道，苏联领导人

“似乎相信苏联在中欧和东南欧可能遭受的任何权力损失都将被其在西欧影

响力的净增长所抵消。”然而，戈尔巴乔夫不太可能打算彻底瓦解共产主义

和华约。相反，戈尔巴乔夫认为中欧和东南欧的共产党可以按照类似于他

所希望在苏共进行的改革的方式进行改革。正如改革旨在使苏联在经济和

政治上更有效率一样，戈尔巴乔夫相信共产国际华沙条约组织可以改革为

更有效的实体。然而，戈尔巴乔夫的亲密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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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Yakovlev）后来表示，在中欧和东南欧保留该体系是“荒谬

的”。雅科夫列夫得出的结论是，由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无法按照非市场原

则开展工作，而且华沙条约组织“与现实生活无关”。 

 

 

=========================================== 

 

 

纪念 

 

 

组织 

 

 

“Memorial”，一个国际历史和公民权利协会，在许多后苏联国家运作，专

注于记录和宣传苏联过去的极权主义历史，但也监测当前的后苏联国家的

人权状态，例如在车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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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德国统一日，是纪念1990 年德国统一周年的国定假 

日 

 

斯洛文尼亚建国日是为了纪念该国于 1991 年从南斯拉夫宣布独立 

 

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和统一日纪念该国的独立公投 

 

格鲁吉亚民族团结日是纪念4 月 9 日悲剧遇难者的公共假日 

 

匈牙利国庆日 

 

蒙古宪法日纪念该国于 1992 年向民主过渡 

 

罗马尼亚宪法日纪念 1991 年的罗马尼亚宪法，该宪法规定了共产主义政

权垮台后恢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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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共和国争取自由和民主日 

 

捷克共和国争取自由和民主日 

 

拉脱维亚恢复独立日纪念1990 年宣布恢复国家独立 

 

 

===== 

 

 

地点 

 

德国柏林查理检查站博物馆 

 

哈萨克斯坦的自由黎明，一座献给 Jeltoqsan 的纪念碑 

 

德国柏林DDR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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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欧洲团结中心 

 

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纪念馆 

 

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 

 

立陶宛的格鲁塔斯公园 

 

匈牙利的恐怖屋纪念馆 

 

捷克共和国的列侬墙 

 

匈牙利的纪念品公园 

 

罗马尼亚重生纪念馆 

 

捷克共和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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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维尔纽斯种族灭绝受害者博物馆 

 

捷克共和国共产主义博物馆 

 

波兰共产主义博物馆 

 

苏军占领博物馆（爱沙尼亚） 

 

苏军占领博物馆（立陶宛） 

 

拉脱维亚占领博物馆 

 

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艺术博物馆 

 

乌克兰基辅苏联占领博物馆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苏联占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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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共产主义受害者博物馆 

 

乌克兰利沃夫市“隆茨科霍监狱”占领制度受害者博物馆 

 

罗马尼亚 Sighetu Marmaiei 旧监狱的 Sighet纪念博物馆 

 

德国柏林史塔西（东德国家秘密警察组织）前总部的史塔西博物馆 

 

Transalpina 广场分为意大利的戈里齐亚镇和斯洛文尼亚的新戈里察镇 

 

蒙古乌兰巴托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馆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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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故事》，一部关于苏联的获奖纪录片 

《歌唱革命》,一部关于歌唱革命的纪录片 

《人间天堂：社会主义的兴衰》，一本书和一部根据该书改编的纪录片 

《列宁墓：苏维埃帝国的末日》，普利策奖获奖书籍 

《六幕政治悲剧, 异议人士瓦茨拉夫·哈维尔传》 

《就在此时此地》，由迈克·爱德华兹创作并由他的摇滚乐队演奏，并于 

1990 年 9 月发行的国际热门歌曲 

《变革之风》，德国重金属乐队Scorpions的热门歌曲，庆祝苏联改革以及

共产主义在中欧和东欧的垮台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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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ssolution_of_the_Soviet_Union 

 

 

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1988-1991）是苏联内部解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其各个组成

共和国的日益增长的动荡；在其组成共和国与苏联中央政府之间发生了持

续不断的政治和立法冲突；当其三个原始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的领导人宣布它不再存在时结束。后来又出现了 11 个共和国。从而

导致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辞职，而苏联议会的剩余部分

正式承认已经发生的事情。 

 

 

1991年八月政变中，苏联政府和军事精英试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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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并试图阻止苏联解体过程；这次政变失败了。但这次政变的结果导致

了，莫斯科政府失去大部分影响力，因而，其许多组成共和国在随后的几

天和几个月内宣布独立。首先宣布独立的是波罗的海国家。他们的独立于

1991年9月得到苏联承认。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白俄罗斯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签署了Belovezha协定；根据该协

定，他们承认彼此的独立并创建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除格鲁吉亚

外，前苏联其余共和国于 12 月 21 日加入独联体；他们签署了阿拉木图

议定书。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辞职，宣布他的职位消失，并将其权力——包括

对核发射代码的控制——移交给叶利钦。当天晚上7点32分，苏联国旗最后

一次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换成了俄罗斯三色旗。第二天，最高苏维埃上议

院、苏维埃共和国的第142-Н号宣言承认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的自治独立，正

式解散了苏联联盟。1989年东方集团的革命、以及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

战的结束。 

 

 

在冷战结束之后，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保留了与俄罗斯密切的联系，

形成了多边组织，如“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联盟国”，“欧亚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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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在经济和军事层面合作。另一方面，波罗的海国

家和许多前东欧国家成为了欧盟的一部分，并加入了北约。自苏联解体以

来，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等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已公开表示有

兴趣走同样的道路，试图加入欧盟与北约。 

 

 

=================================================================

===================== 

 

 

背景 

 

 

1985年：戈尔巴乔夫继任苏联总书记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5 年 3 月 11 日被苏联政治局选举为总书

记，就在前任康斯坦丁·契尔年科73 岁去世四个多小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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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54 岁，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他作为总书记的最初目标是

重振停滞不前的苏联经济。他意识到这样做需要改革潜在的政治和社会结

构。改革始于针对勃列日涅夫时代高级官员的人事变动；那些强硬守旧派

会阻碍政治和经济变革。 

 

 

1985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带来了两名门生叶戈尔·利加乔夫和尼古拉雷

日科夫，作为正式成员进入政治局。同时，他通过将克格勃负责人维克

多·切布里科夫从候选人提升为正式成员，并任命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

洛夫元帅为政治局候选人，让“权力”部委感到高兴。 

 

 

然而，这种自由化促进了苏联内部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种族争端。它还间接

导致了 1989 年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苏联强加的华沙条约社会主义政

权被和平推翻（罗马尼亚除外），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戈尔巴乔夫引入更

大民主的压力和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自治权。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

共产党（CPSU）于 1989 年对新的中央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

有限的竞争性选举（虽然对其他政党的禁令直到1990年才解除）。 

 

 

1985 年 7 月 1 日，戈尔巴乔夫将格里高利·罗曼诺夫从政治局撤职，并

将鲍里斯·叶利钦带入苏共中央书记处，从而使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边缘

化。1985年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任命叶利钦接替维克多·格里申为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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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共产党第一书记。 

 

 

========================= 

 

 

1986 年：萨哈罗夫回归 

 

 

戈尔巴乔夫继续推动更大程度的自由化。1986年12月23日，最突出的苏联

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回到莫斯科，并接到了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给他

的电话；此后不久，他的将近七年的流放生涯结束了。 

 

 

======================= 

 

 

1987年：一党制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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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7 年 1 月 28 日至 30 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

在整个苏联社会实行民主化的新政策。他提议，未来的共产党选举应该提

供多个候选人之间的选择，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然而，苏共代表在全会

上淡化了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共产党内部的民主选举建议从未得到实质性

落实。 

 

 

戈尔巴乔夫还从根本上扩大了Glasnost（公开性政策）的范围，指出没有

任何主题是被禁止在媒体上公开讨论的。 

 

 

1987 年 2 月 7 日，自1950 年代中期赫鲁晓夫解冻以来，数十名政治犯

首次获释。 

 

 

1987年9月10日，鲍里斯·叶利钦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辞职信。1987年10

月27日，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没有解决他辞职

信中提出的任何问题感到沮丧，并批评改革步伐缓慢和对总书记的奴性。

在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答复中，戈尔巴乔夫指责叶利钦“政治不成熟”和

“绝对不负责任”。 

 



Page | 127  

 

 

尽管如此，叶利钦的冒犯上级的新闻和“秘密讲话”蔓延，很快地下出版物

版本开始流传。这标志着叶利钦开始重新获得反叛者的声誉，并作为反建

制人物的知名度上升。随后四年，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政治斗争在

苏联解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11月11日，叶利钦被免去莫斯科共产

党第一书记职务。 

 

 

==================================== 

 

 

抗议活动 

 

 

在苏联解体前的几年里，苏联各地发生了各种抗议和抵抗运动，但这些抗

议和抵抗运动被遏制或容忍。 

 

 

CTAG赫尔辛基-86（拉脱维亚语：CilvēktiesībuaizstāvībasGRUPA，意为

“人权保卫组织”）始建于1986年7月，在拉脱维亚的港口城市利耶帕亚。该

组织是苏联联盟内第一个公开的反共组织，也是第一个公开进行反对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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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政权的组织；它为其他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树立了榜样。 

 

 

1986 年 12 月 26 日，300 名拉脱维亚青年聚集在里加大教堂广场，沿着

列宁大道走向自由纪念碑，高呼：“苏维埃出局！解放拉脱维亚！” 安全部

队与游行者对峙，几辆警车被掀翻。 

 

 

1986年的杰勒托克桑事件是发生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的骚乱；此事件

由于戈尔巴乔夫解雇Dinmukhamed Kunaev而引发的；Dinmukhamed Kunaev

原是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属于哈萨克斯坦民族；他被根纳季·科

尔宾替换，后者是从俄罗斯派来的一个局外人。1986年12月17日上午，示

威开始，200至300名学生在勃列日涅夫广场中央委员会大楼前集会。第二

天，也就是 12 月 18 日，随着军队、志愿者、民兵部队和哈萨克学生之

间的冲突变成了大规模的对抗，抗议活动变成了内乱。冲突在第三天得到

控制。 

 

 

1987年5月6日，Pamyat，俄罗斯民族主义团体，在莫斯科举行未经批准的

示威游行。当局并没有驱散示威活动，甚至在示威者前往与鲍里斯·叶利

钦（Boris Yeltsin）即兴会面时，为他们的游行示威而疏导当地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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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7 月 25 日，300 名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克里姆林宫墙附近举行了

长达数小时的喧闹示威，呼吁有权返回家园，他们于 1944 年被驱逐离开

家乡；警察和士兵只是袖手旁观。 

 

 

1987 年 8 月 23 日，也就是 1939 年莫洛托夫条约秘密协议签署 48 周

年之际，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在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首都唱独立歌曲，并

参加纪念斯大林遇难者的演讲集会。这些集会受到官方媒体的严厉谴责，

并受到警方的密切关注，但集会没有被打断。 

 

 

1987年6月14日，约5000人再次聚集在里加市的自由纪念碑，并在那里献

花，以纪念斯大林于1941年大规模驱逐拉脱维亚人的暴行中的受害者。当

局没有打击示威者；这鼓舞了波罗的海各国人民；他们进行了更多和更大

的示威游行。1987 年 11 月 18 日，数百名警察和民兵封锁了里加市中央

广场，以防止在自由纪念碑那里发生任何示威活动；尽管如此，成千上万

的人在里加的街道上排成一排排人墙，进行无声的抗议。 

 

 

1987 年 10 月 17 日，约 3,000 名亚美尼亚人在埃里温举行示威，抱怨

塞文湖、奈里特化工厂和梅萨莫尔核电站的状况，以及埃里温的空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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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警方试图阻止抗议活动，但在游行开始后并未采取任何行动阻止。第

二天，1,000 名亚美尼亚人参加了另一场示威，呼吁在卡拉巴赫争取亚美

尼亚民族权利，并期望将纳希切万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并入亚美尼亚。警

察试图阻止游行，在发生了几起冲突事件后，驱散了示威者。 

 

 

=========================== 

 

 

时间线 

 

 

1988  

 

 

莫斯科失去控制 

 

 

1988 年，戈尔巴乔夫开始失去对苏联两个地区（波罗的海地区，以及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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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地区）的控制，因为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现在正在向独立倾斜，而高加索

地区陷入暴力和内战。 

 

 

1988 年 7 月 1 日，也就是惨痛的第 19 次党代表大会的第四天，也是最

后一天，戈尔巴乔夫在最后一刻提出的创建新的最高立法机构——人民代

表大会的提议赢得了疲惫的代表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对共产主义老卫士们

的抵抗感到沮丧，着手进行一系列宪法改革，试图把党和国家政府分离，

从而孤立他的保守派反对者。 

 

 

1988 年 10 月 2 日发布了关于新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详细提案，并促成了

新的立法机构的建立。最高苏维埃在其 198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的会议期间实施了1977 年苏维埃宪法修正案，颁布了选举改革法，并将

选举日期定为 1989 年 3 月 26 日。 

 

 

1988 年 11 月 29 日，苏联停止对所有外国广播电台进行干扰，允许苏联

公民——自 1960 年代的短暂时期以来第一次——可以不受限制地、从不

受共产党控制的新闻来源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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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罗的海共和国 

 

 

1986年和1987年，拉脱维亚一直是波罗的海国家推进改革的先锋。1988 

年，随着苏联联盟内部的第一个人民阵线的建立，爱沙尼亚担当了推进改

革的领导角色，并开始影响国家政策。 

 

 

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成立于1988年4月。1988年6月16日，戈尔巴乔夫撤换了

爱沙尼亚共产党的领导者、“老卫兵”卡尔·瓦诺；取而代之的是比较开放

的瓦诺·瓦贾斯。1988年6月下旬，瓦贾斯屈服于爱沙尼亚人民阵线的压

力，将爱沙尼亚旧的蓝黑白色旗帜合法化，并同意新的国家语言法，将爱

沙尼亚语定为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10 月 2 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在为期两天的代表大会上正式启动了其政

治纲领。瓦贾斯出席，他期望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可以帮助爱沙尼亚成为经

济和政治复兴的典范，同时缓和分离主义和其他激进倾向。1988年11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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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国家主权宣

言，根据该宣言，爱沙尼亚法律将优先于苏联法律。爱沙尼亚议会还对爱

沙尼亚境内的土地、内陆水域、森林、矿藏以及工业生产、农业、建筑、

国家银行、运输和市政服务等自然资源提出了要求. 与此同时，爱沙尼亚

公民委员会开始对爱沙尼亚共和国公民进行登记，以进行爱沙尼亚国会选

举。 

 

 

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立于1988年6月。10月4日，戈尔巴乔夫撤换拉脱维亚

共产党的领袖、“老卫兵”鲍里斯·普戈；取而代之的是更自由的亚尼

斯·瓦格里斯（Vagris）。1988 年 10 月，瓦格里斯屈服于拉脱维亚人民

阵线的压力，将拉脱维亚历史上的传统胭脂红、红白旗的旗帜合法化，并

于 10 月 6 日通过了一项法律，使拉脱维亚语成为该国的官方语言。 

 

 

立陶宛人民阵线，名为Sąjūdis（“运动”），成立于 1988 年 5 月。 1988 

年 10 月 19 日，戈尔巴乔夫用相对自由派的阿尔吉尔达斯·米科拉

斯·布拉扎斯卡斯取代立陶宛共产党的“老卫士”领导人林戈达斯·松盖

拉。1988 年 10 月，布拉扎斯卡斯屈服于 Sąjūdis 的压力，将历史性的

独立立陶宛黄绿红旗的悬挂旗帜合法化，并于 1988 年 11 月通过了一项

法律，将立陶宛语定为该国的官方语言；前国歌Tautiška giesmė后来也

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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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加索叛乱 

 

 

1988 年 2 月 20 日，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内的亚美尼亚人占多数的地区）首府斯捷潘纳克特举行了一周

的示威活动后，当地苏维埃支部投票决定脱离阿塞拜疆、并加入亚美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场在苏联偏远地区进行的地方性投票成为全世

界的头条新闻；这次事件是对苏维埃共产党中央和苏联国家当局前所未有

的蔑视。 

 

 

1988 年 2 月 22 日，在众所周知的“阿斯克兰冲突”中，成千上万的阿塞

拜疆人前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游行，要求提供有关阿塞拜疆人在斯捷潘纳

克特被杀的谣言的信息。他们被告知没有发生此类事件；但他们拒绝相

信。阿塞拜疆人对他们所得到的答案不满意；数千人开始到纳戈尔诺-卡拉

巴赫游行，并屠杀那里的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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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巴赫当局调动了一千警察试图阻止阿塞拜疆人的游行队伍；冲突造成

两名阿塞拜疆人死亡；阿塞拜疆国家广播电台宣布了这两名阿塞拜疆人死

亡的消息；这导致了苏姆盖特大屠杀。2 月 26 日到 3 月 1 日期间，阿

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发生了暴力的反亚美尼亚骚乱，期间至少有 32 人被

杀。当局完全失去控制，用伞兵和坦克占领了这座城市；苏姆盖特市的 

14,000 名亚美尼亚居民几乎全部逃离。 

 

 

戈尔巴乔夫拒绝允许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地位做出任何改变；它仍然是

阿塞拜疆的一部分。相反，他解雇了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个共和国的共

产党领导人——1988年 5 月 21 日，卡姆兰·巴吉罗夫被阿卜杜勒拉赫

曼·维齐罗夫取代，担任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 

 

 

从 1988 年 7 月 23 日到 9 月，一群阿塞拜疆知识分子开始为一个名为

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新组织工作，该组织松散地建基于爱沙尼亚人民阵

线。9月17日，当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斯捷潘纳克特附近爆发枪战

时，两名士兵被打死，二十多人受伤。这导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两个主

要城镇几乎针锋相对的种族两极分化：阿塞拜疆少数民族被驱逐出斯捷潘

纳克特，亚美尼亚少数民族被驱逐出舒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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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1月17日，为响应数万名阿塞拜疆人从亚美尼亚外逃，在巴库的列

宁广场开始了一系列大规模示威，持续了18天，吸引了50万示威者。1988

年12月5日，苏联民兵进驻，强行清理广场，并实行长达10个月的宵禁。 

 

 

亚美尼亚同胞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叛乱对亚美尼亚本身产生了直接影

响。每日示威活动于 2 月 18 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开始，最初吸引的

人很少，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每天都变得越来越突出，示威活动人数

也在膨胀。2月20日，3万多人在剧院广场示威，到2月22日，10万人参加示

威，次日30万人参加，宣布交通罢工；到2月25日，示威人数接近或超过

100万人、亚美尼亚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是在随后包括布拉格、柏林以及最终在莫斯科举行的一系列的、大规模

和平公开示威活动中的第一次；这些和平示威活动将成为推翻共产主义的

一个特征。 

 

 

领先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包括未来的独立亚美尼亚第一任

总统Levon Ter-Petrossian，组成了由 11 名成员构成的卡拉巴赫委员会

来领导和组织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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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尔巴乔夫任命维齐罗夫接替巴吉罗夫担任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的

同一天，他同时也任命苏伦·哈鲁秋尼扬接替卡伦·德米尔奇安担任亚美

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 

 

 

哈鲁秋尼扬迅速决定，采取行动、走在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之前；并于 5 

月 28 日允许亚美尼亚人在近 70 年来首次合法展开红蓝橙色的第一亚美

尼亚共和国国旗。1988年6月15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正式批

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加入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想法。亚美尼亚，曾经是苏联

联盟内最忠诚的共和国之一，现在突然变成了苏联内部的主要的反叛共和

国。 

 

 

1988 年 7 月 5 日，当一支部队被派往埃里温兹瓦尔特诺茨国际机场强行

驱散示威者时，有人开枪打死了一名学生抗议者。9月，埃里温的进一步大

规模示威导致部署了装甲车。1988 年秋天，亚美尼亚的 200,000 名阿塞

拜疆少数民族几乎全部被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驱逐，有 100 多人在此过程

中丧生；——这是在当年早些时候的苏姆盖特大屠杀发生之后。阿塞拜疆

人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迫害，随后将所有亚美尼亚人驱逐出阿塞拜疆。

1988 年 11 月 25 日，随着苏联政府采取行动防止进一步的种族暴力，一

名军事指挥官控制了埃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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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12 月 7 日，Spitak 地震发生，估计造成 25,000 至 50,000 人

死亡。当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后匆匆忙忙赶回来时，面对抗议者要求在自

然灾害中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入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一部分，他感到非常

愤怒，以至于他于 1988 年 12 月 11 日下令将整个卡拉巴赫委员会逮

捕。 

 

 

在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不少示威者于1988年11月在

共和国议会门前扎营，呼吁格鲁吉亚的独立和主权，支持爱沙尼亚的声

明。 

 

 

==================== 

 

 

西部的各个共和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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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2 月开始，摩尔多瓦（原摩尔达维亚）民主运动组织公开集会、

示威游行和举办歌曲节；活动的规模和强度逐渐扩大。在街道上公共表演

的中心是位于基希讷乌的斯蒂芬大帝纪念碑，以及毗邻的公园，里面有

Aleea Clasicilor（“ [文学]经典小巷”）。 

 

 

1988 年 1 月 15 日，阿纳托尔·扎拉鲁（Anatol Şalaru）向米哈伊·埃

米内斯库 ( Mihai Eminescu)致敬、并提交了继续集会的提案。在公共演

讲中，该运动组织呼吁民族觉醒、言论自由、摩尔多瓦传统的复兴，以及

罗马尼亚语言获得官方地位、并回归拉丁字母。从“运动”（非正式的组

织）到“阵线”（正式的组织）的转变，被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升级”，一旦

运动在公众中获得了动力，苏维埃当局就不敢再镇压了。 

 

 

==== 

 

 

1988 年 4 月 26 日，约 500 人参加了乌克兰文化俱乐部在基辅

Khreschatyk街组织的纪念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两周年的游行，并举着写有

“开放和民主到底”等标语的标语牌。1988 年 5 月至 6 月间，乌克兰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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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乌克兰天主教徒在布尼夫、卡卢什、霍希夫和扎瓦尼察的森林中秘密举

行礼拜，在基辅罗斯庆祝基督教千年历史。1988 年 6 月 5 日，随着千禧

年的官方庆祝活动在莫斯科举行，乌克兰文化俱乐部在基辅的基辅罗斯大

公、圣沃洛德米尔君王纪念碑处举办了自己的庆祝活动。 

 

 

1988 年 6 月 16 日，6,000 至 8,000 人聚集在利沃夫，听取发言人宣布

对将于 6 月 29 日开始的共产党第十九次会议的当地代表名单正式表达不

信任。6 月 21 日，利沃夫的集会吸引了 50,000 人参加。当局试图驱散

德鲁日巴体育场前的集会。7月7日，一万至两万人见证了推动改革民主阵

线的启动。7月17日，一万多人聚集在Zarvanytsia村，参加乌克兰希腊基

督教主教帕夫洛·瓦西里克 (Pavlo Vasylyk) 主持的千禧年典礼仪式。乌

克兰民兵部队试图驱散参加者，但结果证明这是自 1946 年斯大林宣布教

会为非法以来最大规模的乌克兰天主教徒集会。 8 月 4 日，后来被称为

“血腥星期四”，地方当局猛烈镇压了促进改革的民主阵线。41人被拘留、

罚款或处以行政拘留15天。9 月 1 日，地方当局在伊万弗兰科州立大学未

经官方许可的公开会议上暴力驱散了 5,000 名学生。 

 

 

1988 年 11 月 13 日，约有 10,000 人参加了由文化遗产组织

Spadschyna、基辅大学学生俱乐部Hromada以及环保组织Zelenyi Svit

（“绿色世界”）和Noosfera组织的官方认可的会议，以关注生态问题。11 

月 14 日至 18 日，100 名人权、民族和宗教权利倡导者应邀与苏联官员

和美国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也称为赫尔辛基委员会）讨论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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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数百人聚集在基辅，在民主联盟组织的集会上庆祝国际人权

日。未经授权的集会导致当地活动人士被拘留。 

 

 

==== 

 

 

白俄罗斯人民阵线成立于1988年；它作为一个民主和独立文化运动的政

党，类似于波罗的海共和国人民阵线。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第一任领导

人、历史学家齐亚农·帕兹尼亚克在明斯克郊外的库拉帕蒂发现了万人

坑；这为白俄罗斯的民主和独立运动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它声称苏联NKVD

在Kurapaty曾经执行秘密杀害行动。白俄罗斯人民阵线具有显著的知名

度，因为其众多的公共行动几乎总是以与警察和克格勃的冲突告终。 

 

 

=================================================================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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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有限的民主化 

 

 

1989 年春天，自 1917 年选举新的人民代表大会以来，苏联人民第一次进

行了民主选择，尽管选择有限。同样重要的是，未经审查的电视台对立法

机关的审议过程进行了直播；人们目睹了以前令人害怕的共产党领导层，

受到审议、质疑、并被追究责任。这个榜样的例子助长了波兰的有限民主

实验，并迅速导致了那个夏天华沙共产主义政府的垮台——这反过来又引

发了起义，在 1989 年底之前推翻了其他五个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主义政

权；柏林墙随之倒塌。 

 

 

这一年，美国CNN新闻电视台成为第一家获准向莫斯科播放其电视新闻节目

的非苏联广播公司。官方规定，CNN 只对萨沃伊酒店的外国客人开放，但

莫斯科人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家里的电视上接收信号。这对苏联人如何看

待他们国家的事件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苏联当局几乎不可能对CNN进行审

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为期一个月的提名期一直持续到 1989 年 1 月 

24 日。接下来的一个月，在选区级选举委员会组织的会议上，从 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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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地区候选人中进行了遴选。3月7日，公布了5074名候选人的最终名单；

85%左右是苏共党员。 

 

 

在 1,500 个选区投票之前的两周内，举行了由 880 名候选人竞争的、公

共组织 750 个保留席位的选举。在这些席位中，苏共100个，全联盟中央

工会委员会100个，共青团75个，苏联妇女委员会75个，战争和劳动退伍军

人组织75个，和 325个 给其他组织，如科学院。选拔过程于 4 月完成。 

 

 

在 3 月 26 日的大选中，选民参与率高达 89.8%，在 2,250 个 CPD 席位

中，有 1,958 个（包括 1,225 个地区席位）被填补。在地区竞选中，4 

月 2 日和 9 日在 76 个选区举行了第二轮选举，4 月 20 日和 14 日至 

5 月 23 日举行了新的选举，在未获得所需绝对多数的其余 199 个选区中

进行了选举。虽然大多数CPSU认可的候选人最终当选，但超过300人败给了

独立的候选人，如叶利钦，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律师Anatoly 

Sobchak。 

 

 

在 5 月 25 日至 6 月 9 日举行的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强

硬派保留了控制权，但改革者将立法机构作为辩论和批评的平台——电视

台现场直播且未经新闻审查。这让人们大吃一惊。苏联从未见过这种随心

所欲的辩论。 5 月 29 日，叶利钦设法在最高苏维埃中获得了一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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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夏天组建了第一个反对派，即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区域间代表小组，包

括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1989年选出的苏联的最终立法集团在未来两

年的改革政策实施过程中、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1989 年 5 月 30 日，戈尔巴乔夫提议将原定于 1989 年 11 月举行的全

联盟地方选举推迟到 1990 年初，因为目前还没有关于此类选举进行的法

律。一些人认为这是对地方党官员的让步，他们担心自己会在反建制情绪

的浪潮中被扫地出门。 

 

 

1989 年 10 月 25 日，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取消共产党和其他官方组织在

工会级和共和国级选举中的特别席位，以回应民众对这种保留席位不民主

的尖锐批评。经过激烈辩论，拥有 542 名成员的最高苏维埃以 254-85

（36 票弃权）通过了议案。该决定需要一项宪法修正案，并得到全体国会

的批准；该修正案于 12 月 12 日至 25 日通过。它还通过了允许直接选

举 15 个组成共和国的总统的措施。戈尔巴乔夫在辩论中强烈反对这样的

举动，但被击败了。 

 

 

投票扩大了共和国在地方选举中的权力，使他们能够自行决定如何组织投

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已经提出了直接总统选举的法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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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地方选举已经安排在 1990 年 12 月至 3 月之间进行。 

 

 

========================================== 

 

 

1989年革命 

 

 

东方集团 

 

 

东欧的六个华约国家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但被广泛认为是苏联的卫星

国。所有这些东欧国家都曾经在 1945 年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式的社会

主义国家制度被强加于他们；他们在国内或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都非常

受限。 

 

 

在1956 年的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任何走向真正独立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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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受到苏联军事力量的压制。 

 

 

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强制干预华约国家的压迫性政策、和昂贵的勃列日涅夫

主义，转而支持不干预盟国的内政。 

 

 

波兰是4 月新政颁布后第一个民主化的共和国，这是在波兰政府与团结工

会在 2 月至 4 月举行的波兰圆桌协议谈判后达成的一致意见。很快华约

组织就开始自行解散。最后一个结束共产主义的国家罗马尼亚是在暴力的

罗马尼亚革命之后才这样做的。 

 

 

=============== 

 

 

波罗的海自由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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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之路，或波罗的海自由之链，是于1989年8月23日，和平的政治示

威者们（估计有200万人）联手形成一条横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的人链，绵延 600 公里（370 英里）；这些国家于 1944 年被强行并入苏

联。这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日期，是发生于苏联成立 50 周年；当年，莫

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苏联与纳粹德国之间的协约）将东欧国家划分为

各自势力范围；并导致苏联于 1940 年占领了波罗的海国家。 

 

 

就在波罗的海之路抗议活动几个月后，即 1989 年 12 月，苏联人民代表

大会接受了雅科夫列夫委员会的报告，并由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该报告；该

报告谴责导致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被吞并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秘

密协议。 

 

 

在 1989 年 3 月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立陶宛的 42 名代表中有 36 名

是独立民族运动Sąjūdis 的候选人。这是苏联联盟境内任何一个国家组织

的最大胜利，也是立陶宛共产党日益不受欢迎的毁灭性启示。 

 

 

1989年12月7日，阿尔吉尔达斯·布拉扎斯卡斯领导的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

联共产党，放弃了在政治上具有宪法“领导作用”的主张。以强硬派Mykolas 

Burokevičius为首的、一个较小的共产党忠诚派系成立并仍然隶属于苏

共。然而，立陶宛执政的共产党正式独立于莫斯科的控制——这是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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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一场政治地震，促使戈尔巴乔夫安排下个月

访问立陶宛，试图让当地政党重新受到控制，但徒劳无功。次年，共产党

在多党议会选举中完全失去权力，这使得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成为立陶

宛自被迫并入苏联以来的第一位非共产党领导人（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主

席）。 

 

 

=============== 

 

 

高加索 

 

 

1989年7月16日，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将成为总统

的阿布法兹·埃尔奇贝为主席。 8月19日，60万抗议者涌入巴库的列宁广

场（现为阿扎德利克广场），要求释放政治犯。1989年下半年，武器在纳

戈尔诺-卡拉巴赫被分发。当卡拉巴希斯用小型武器代替猎枪和弩时，伤亡

人数开始增加。桥梁被炸毁，道路被封锁，人质被劫持。 

 

 

在一种新的有效策略中，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对亚美尼亚发动了铁路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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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了亚美尼亚的汽油和食品短缺，因为亚美尼亚 85% 的货物来自阿塞

拜疆。在人民阵线的压力下，阿塞拜疆的共产党当局开始做出让步。9 月 

25 日，他们通过了优先于阿塞拜疆法律的主权法；10 月 4 日宣布，只要

人民阵线解除封锁，就可以注册为合法组织。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

交通通讯从未完全恢复。紧张局势继续升级，12 月 29 日，阿塞拜疆人民

阵线激进分子占领了贾里拉巴德的地方党办公室，打伤了数十人。 

 

 

1989年5月31日，未经审判就被关押在莫斯科Matrosskaya Tishina监狱的

卡拉巴赫委员会11名成员获释，回国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其中，莱顿泰尔

多罗斯，一位知识分子，被选为反共产党的反对派、泛亚美尼亚国家运动

的主席；他后来表示，正是在1989年，他开始考虑把亚美尼亚的完全独立

作为他的政治目标。 

 

 

1989 年 4 月 7 日，超过 10 万人在格鲁吉亚共产党总部前抗议，高举要

求格鲁吉亚脱离苏联和阿布哈兹完全融入格鲁吉亚的横幅；苏联军队和装

甲运兵车被派往第比利斯。1989年4月9日，苏联军队袭击示威者；大约20

人被杀，200多人受伤。这一事件激化了格鲁吉亚的政治局面，促使许多人

得出结论，独立比继续接受苏联统治更好。4月14日，戈尔巴乔夫撤销了朱

伯·帕西亚什维利的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并用前格鲁吉亚克

格勃主席吉维·冈巴里泽取代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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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7 月 16 日，在阿布哈兹首都苏呼米，一场反对在该镇开设格鲁

吉亚大学分校的抗议导致暴力事件迅速演变为大规模种族间对抗，在此之

前，18 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苏军恢复秩序。这场骚乱标志着格鲁吉亚-

阿布哈兹冲突的开始。 

 

 

================= 

 

 

西部各个共和国 

 

 

在1989年3月26日，选举莫斯科国会席位的46名摩尔多瓦代表中的15名摩尔

多瓦代表是民族主义/民主运动的支持者。两个月后，1989年5月20日，摩

尔多瓦人民阵线进行了议会会议；在其第二次议会会议期间（1989年6月30

日-7月1日）Ion Hadârcă 当选为摩尔多瓦总统。 

 

 

一系列被称为大国民议会的示威活动是摩尔多瓦人民阵线的第一个重大成

就。此类大规模示威活动，包括 8 月 27 日有 30 万人参加的示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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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于 8 月 31 日说服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通过语言法，将罗马尼亚语定

为官方语言，并用拉丁字符取代西里尔字母。 

 

 

在乌克兰，1989年1月22日，利沃夫和基辅庆祝乌克兰独立；数千人聚集在

利沃夫圣乔治教堂前面，进行未经授权的moleben（宗教仪式）。在基辅，

60 名激进分子在基辅的一间公寓里集会，以纪念1918 年乌克兰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1989 年 2 月 11 日至 12 日，乌克兰语言学会召开了成立大

会。1989年2月15日，乌克兰自治东正教复兴倡议委员会宣布成立。该运动

的纲领和章程是由乌克兰作家联盟提出的，并于1989 年 2 月 16 日发表

在《乌克兰文学》杂志上。该组织中涌现出了乌克兰的未来著名持不同政

见者，如维亚切斯拉夫·乔诺维尔( Vyacheslav Chornovil)。 

 

 

2 月下旬，在 3 月 26 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前夕，基辅举行了大型公

众集会，抗议选举法，并要求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辞职，Volodymyr 

Shcherbytsky 被讽刺为“停滞的乳齿象”。示威活动恰逢苏联总书记 米哈

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乌克兰。1989 年 2 月 26 日，20,000 至 30,000 

人参加了在利沃夫举行的未经批准的普世追悼会，纪念 19 世纪乌克兰艺

术家和民族主义者塔拉斯舍甫琴科逝世周年纪念。 

 

 

1989 年 3 月 4 日，致力于纪念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和清算苏联行为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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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在基辅成立。次日举行了公开集会。3月12日，由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

和Marian Society Myloserdia在利沃夫组织的一次选举前会议被暴力驱

散，近300人被拘留。3月26日，举行工会人大代表选举。 

 

 

1989 年 4 月 20 日至 23 日，选举前会议连续四天在利沃夫举行，吸引

了多达 25,000 人参加。行动包括对当地八家工厂和机构进行一小时警告

性罢工。这是利沃夫自 1944 年以来的第一次罢工。5 月 3 日，利沃夫举

行了一次选举前集会，吸引了 30,000 人。5 月 7 日，纪念协会在比基夫

尼亚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那里是斯大林主义恐怖活动中乌克兰和波兰受

害者的万人坑。从基辅游行到现场后，举行了追悼会。 

 

 

从 1989 年 5 月中旬到 9 月，乌克兰希腊基督教绝食者在莫斯科的阿尔

巴特举行抗议活动，以引起人们对他们教会困境的关注。他们在 7 月在莫

斯科举行的世界教会理事会会议期间特别活跃。抗议活动以 9 月 18 日该

团体被逮捕而告终。1989 年 5 月 27 日，利沃夫地区纪念协会成立大会

召开。1989 年 6 月 18 日，估计有 100,000 名信徒参加了乌克兰西部伊

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公共宗教仪式，响应红衣主教迈罗斯拉夫·卢巴乔夫

斯基( Myroslav Lubachivsky ) 关于设立国际祈祷日的呼吁。 

 

 

1989 年 8 月 19 日，俄罗斯东正教圣彼得和保罗教区宣布将改建为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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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自治东正教。在1989年9月2日，乌克兰全境中有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

抗议在全国议会中保留共产党和其他官方机构专用席位的选举法草案。在

利沃夫有50,000人抗议；基辅有40,000人抗议；日托米尔有10,000人抗

议；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和戚沃纳拉德各有有5,000人抗议；哈尔科夫有

2,000人抗议。1989年9月8日-10日，在基辅的成立大会上，作家Ivan 

Drach被选举为乌克兰人民阵线领袖。9 月 17 日，15 万至 20 万人在利

沃夫游行，要求乌克兰希腊基督教教会合法化。1989 年 9 月 21 日，在

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以南的自然保护区德米亚尼夫拉兹开始挖掘万人坑。

9 月 28 日，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被撤职，

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接替了该职位。 

 

 

1989 年 10 月 1 日，民兵在利沃夫的德鲁日巴体育场前暴力驱散了 

10,000 至 15,000 人的和平示威，那里正在举行一场庆祝苏联“统一”乌克

兰领土的音乐会。10 月 10 日，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举行了有 30,000 

人参加的选举前抗议活动。10月15日，数千人聚集在切尔沃诺赫拉德、切

尔诺夫策、罗夫纳和日托米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500 人；30,000 人

在利沃夫抗议选举法。10 月 20 日，乌克兰自治东正教教会的信徒和神职

人员参加了在利沃夫举行的主教会议，这是自 1930 年代被迫清洗以来的

第一次。 

 

 

10 月 24 日，苏维埃最高联盟通过了一项取消共产党和其他官方组织代表

的特别席位的法律。10 月 26 日，利沃夫的 20 家工厂举行罢工和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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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 10 月 1 日警察的暴行和当局不愿起诉责任人。10 月 26 日至 28 

日，Zelenyi Svit（地球之友 - 乌克兰）环境协会举行了成立大会，10 

月 27 日，乌克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取消了政党和其他官方组织作为

议会代表的特殊地位。 

 

 

1989 年 10 月 28 日，乌克兰议会颁布法令，自 1990 年 1 月 1 日起，

乌克兰语将成为乌克兰的官方语言，而俄语将用于民族之间的交流。同一

天，利沃夫教会的会众离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并宣布自己为乌克兰希腊

基督教会。第二天，数千人参加了在 Demianiv Laz 举行的追悼会，并放

置了一个临时标记，以表明“1939 年至 1941 年镇压的受害者”纪念碑很快

将被竖立起来。 

 

 

11月中旬，舍甫琴科乌克兰语学会正式注册。1989 年 11 月 19 日，在基

辅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哀悼者、朋友和家人前往乌克兰

重新安葬乌拉尔山脉彼尔姆臭名昭著的第 36 号古拉格营地的三名囚犯：

人权活动家瓦西尔·斯图斯( Vasyl Stus) 、奥列克西( Oleksiy) 

Tykhy、和Yuriy Lytvyn。他们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拜科夫公墓。 

 

 

1989 年 11 月 26 日，红衣主教迈罗斯拉夫·卢巴乔夫斯基宣布为祈祷和

禁食日；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晤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前夕，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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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西部的数千名信徒参加了宗教仪式。1989 年 11 月 28 日，乌克兰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宗教事务委员会颁布法令，允许乌克兰基督教会注册

为合法组织。该法令于 12 月 1 日宣布，恰逢教皇和苏联总书记在梵蒂冈

举行会议。 

 

 

1989 年 12 月 10 日，第一个官方认可的国际人权日纪念活动在利沃夫举

行。12 月 17 日，估计有 30,000 人参加了 Rukh 在基辅举办的公开会

议，以纪念12 月 14 日去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 12 月 

26 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圣诞

节、复活节和三位一体的盛宴日定为官方节日。 

 

 

1989年5月，一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Mustafa Dzhemilev 被选举为克里米

亚鞑靼人全国运动领导人。他还领导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在流放 45 年后返

回他们在克里米亚的家园的运动。 

 

 

1989 年 1 月 24 日，白俄罗斯苏维埃当局同意民主反对派（白俄罗斯人

民阵线）的要求，为 1930 年代在明斯克附近的库洛帕蒂森林中被斯大林

时代警察枪杀的数千人建造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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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9 月 30 日，数以千计的白俄罗斯人谴责当地领导人，在明斯克

游行，要求对 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灾难现场进行额外清理。多达 

15,000 名抗议者戴着带有放射性符号的臂章，并举着流亡政府使用的被禁

红白国旗，不顾地方当局的禁令，冒着暴雨走上街头抗议。后来，他们聚

集在政府总部附近的市中心，那里的群众运动发言人要求共和国共产党领

导人叶夫列姆·索科洛夫辞职，并呼吁从核污染区撤离 50 万人。 

 

 

============================== 

 

 

中亚共和国 

 

 

1989 年 6 月 4 日至 11 日，当地乌兹别克人在数天的骚乱中追捕梅什赫

特少数民族成员，发生冲突后，数千名苏联军队被派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

塔什干东南部的费尔干纳河谷，以重建秩序；大约100人被杀。1989年6月

23日，戈尔巴乔夫罢免了乌兹别克斯坦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拉菲克·尼绍诺

夫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卡里莫夫，卡里莫夫继续领导乌兹别克斯坦成为

苏维埃共和国，随后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直到他2017 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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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于 1989 年成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

导人，后来带领哈萨克斯坦独立。 

 

 

1989年6月19日在哈萨克斯坦，年轻男子携带枪支、燃烧弹、铁棍和石头在

扎瑙岑发生骚乱，造成多人死亡。这些年轻人试图攻占一个警察局和一个

供水站。他们停止了公共交通并关闭了各种商店和工业。到 6 月 25 日，

骚乱已蔓延到里海附近的其他五个城镇。大约 150 名手持棍棒、石头和金

属棒的暴徒袭击了距离 Zhanaozen 约 140 公里（90 英里）的 

Mangishlak 警察局，然后他们被乘坐直升机赶来的政府军驱散。成群结队

的年轻人也在耶拉利耶夫、谢普克、舍甫琴科堡和库尔萨里发动骚乱，他

们将易燃液体倒在火车上并放火焚烧。 

 

 

随着令政府和苏共震惊的暴乱发生，1989年6月22日，戈尔巴乔夫撤销了根

纳季·科尔宾（俄罗斯族人，其任命曾经引发了1986年12月骚乱）的哈萨

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Nursultan Nazarbayev），他是一名哈萨克族人，后来领导哈萨克斯坦

独立。纳扎尔巴耶夫将会一直领导哈萨克斯坦，长达 27 年，直到他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卸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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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0  

 

 

莫斯科失去六个共和国 

 

 

1990年2月7日，苏共中央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即，党放弃对政治权

力的垄断。1990年，苏联所有15个加盟共和国都举行了第一次竞争性选

举，改革者和民族主义者赢得了许多席位。苏共在六个共和国的选举中失

利： 

 

在立陶宛，Sąjūdis赢得选举，2 月 24 日（3 月4、7、8和 10 日的决

选） 

 

在摩尔多瓦，摩尔多瓦人民阵线赢得选举，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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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沙尼亚，爱沙尼亚人民阵线赢得选举，3 月 18 日 

 

在拉脱维亚，拉脱维亚人民阵线赢得选举，3 月 18 日（3 月 25 日、4 

月 1 日和 4 月 29 日的决选） 

 

在亚美尼亚，泛亚美尼亚民族运动赢得选举，5 月 20 日（6 月 3 日和 7 

月 15 日的第二轮选举） 

 

在格鲁吉亚，10 月 28 日，格鲁吉亚圆桌会议组织赢得选举（11 月 11 

日的第二轮选举） 

 

 

各个组成共和国开始宣布其新兴国家的主权，并与莫斯科中央政府展开“法

律战争”；他们拒绝与当地法律相冲突的苏联全工会立法法律，主张控制当

地经济，并拒绝向苏联政府纳税。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主席兰茨贝吉斯还免

除立陶宛男子在苏联武装部队中的义务兵役。由于供应链中断，这场冲突

导致经济混乱，并导致苏联经济进一步下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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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 和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 之间的竞争 

 

 

1990年3月4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举行了相对自由的俄罗

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尽

管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要求俄罗斯人民会议代表不要选举叶利钦。 

 

 

叶利钦得到了最高苏维埃民主和保守派成员的支持，他们在不断发展的政

治局势中寻求权力。RSFSR和苏联之间出现了新的权力斗争。1990 年 6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主权宣言。1990 年 7 月 12 日，

叶利钦在第28 次代表大会上的戏剧性演讲中宣布退出共产党。 

 

 

========================= 

 

 

波罗的海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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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于 1990 年 1 月 11 日至 13 日访问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引

发了一场估计有 250,000 人参加的支持独立的集会。 

 

 

3月11日，立陶宛的新选举产生的议会SSR选举出了Vytautas 

Landsbergis，Sąjūdis的领导人，成为立陶宛的国家领袖，并使得立陶宛

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莫斯科的反应是对立陶宛

进行经济封锁，并将苏联军队留在立陶宛，表面上是为了“确保俄罗斯族人

的权利”。 

 

 

1990 年 3 月 25 日，爱沙尼亚共产党在六个月的过渡期后投票决定脱离

苏共。 

 

 

1990 年 3 月 30 日，爱沙尼亚最高委员会宣布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对爱沙尼亚的占领是非法的，并开始了向在共和国内正式重新建立民族

独立的国家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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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3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领导人Edgar Savisaar 当选为爱沙尼亚

部长主席（相当于总理）；不久之后，一个倾向于国家独立的内阁成立。 

 

 

拉脱维亚于 1990 年 5 月 4 日宣布恢复独立，其中规定了完成独立的过

渡期。该宣言指出，虽然拉脱维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事实上失去了独

立，但该国在法律上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因为苏联的占领和并吞是违宪

的，违背了拉脱维亚人民的意愿。宣言还指出，拉脱维亚将与苏联的关系

建立在1920 年的拉脱维亚 - 苏联和平条约的基础上，其中苏联承认拉脱

维亚的独立“在未来的所有时间里”都是不可侵犯的。5 月 4 日现在是拉脱

维亚的国定假日。 

 

 

1990年5月7日，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 Ivars Godmanis 当选为部长主席

（相当于拉脱维亚的总理）；他成为拉脱维亚共和国独立以后的首任总

理。 

 

 

1990 年 5 月 8 日，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

项法律，正式宣布恢复独立的爱沙尼亚共和国 1938 年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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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加索 

 

 

1990 年 1 月的第一周，在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飞地，阿塞拜疆人民阵线

率领人群袭击并摧毁了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围栏和瞭望塔，数千名苏联阿塞

拜疆人越过边境与他们在伊朗阿塞拜疆的族人会面。这是苏联第一次失去

对外部边界的控制。 

 

 

1988 年春夏，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种族紧张局势升级。1990 

年 1 月 9 日，亚美尼亚议会投票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入其预算案后，

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再次爆发战斗，人质被劫持，4 名苏联人士

兵被杀。1月11日，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激进分子在南部城镇连科兰冲进苏维

埃党的建筑物并有效地推翻了共产主义政权。戈尔巴乔夫决心重新控制阿

塞拜疆；随后发生的事件被称为“黑色一月”。 

 

 

1990年1月19日晚，在炸毁阿塞拜疆中央电视台并切断电话和无线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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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26,000名苏联军队进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粉碎路障，攻击抗议者，

并向人群开枪。那天晚上和随后的对抗（持续到 2 月），有 130 多人死

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700 多名平民受伤，数百人被拘留，但实际上只

有少数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而受到审判。 

 

 

公民自由受到损害。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表示，在巴库使用武

力是为了防止非共产主义反对派事实上接管阿塞拜疆政府，防止他们在即

将举行的自由选举（定于 1990 年 3 月）中获胜，摧毁他们作为一种政治

力量，并确保阿塞拜疆共产党政府继续掌权。 

 

 

苏联军队虽然在表面上已经控制了巴库，但到 1 月 20 日，它却基本上已

经失去了对于阿塞拜疆全境的控制。几乎所有巴库人口都参加了葬在烈士

巷的“烈士”的集体葬礼。数千名阿塞拜疆共产党员公开焚烧了他们的党

证。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维济罗夫前往莫斯科；阿亚兹·穆塔利波夫

在党内官员自由投票中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俄罗斯族人维克多·波利亚

尼奇科（Viktor Polyanichko）仍然是第二书记。 

 

 

为应对苏军在巴库的行动，阿利耶娃（Sakina Aliyeva），纳希切万苏维

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主席团主席，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纳

希切万是否可以根据苏联宪法第 81 条从苏联脱离。会议代表们认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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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他们准备了一份独立宣言，阿利耶娃于 1 月 20 日签署并在电视

台播出。这是苏联承认的地区（而非苏联加盟共和国）首次宣布分离。阿

利耶娃和纳希切万苏维埃的行为遭到苏联政府官员的谴责，他们迫使她辞

职，因此，其独立的尝试也流产了。 

 

 

在强硬派接管之后，1990 年 9 月 30 日的选举（10 月 14 日的决选）的

特点是恐吓；几名人民阵线候选人被判入狱，两人被谋杀，甚至在西方观

察员在场的情况下，也发生了毫不掩饰的投票作假。选举结果反映了威胁

性的环境；在 350 名成员中，280 名是共产党人，只有 45 名反对派候选

人来自人民阵线和其他非共产主义团体，他们共同组成了民主集团

（“Dembloc”）。1990年5月，Mutalibov 当选为该地区最高苏维埃主席。 

 

 

========================== 

 

 

西部各共和国 

 

 

1990 年 1 月 21 日，鲁克（乌克兰人民阵线组织）在基辅、利沃夫和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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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之间组织了一条 300 英里（480 公里）的人链。数十

万人联手纪念1918年乌克兰宣布独立和一年后乌克兰领土统一（1919年统

一法案）。1990 年 1 月 23 日，乌克兰希腊基督教会举行了自 1946 年

被苏联强迫解散以来的第一次主教会议。1990年2月9日，乌克兰司法部正

式注册了鲁克（乌克兰人民阵线组织）。然而，登记为时已晚，鲁克无法

在 3 月 4 日的议会和地方选举中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在1990 年的选举

中，在最高委员会( Verkhovna Rada ) 的人民代表中，来自民主集团的候

选人在乌克兰西部各州取得压倒性胜利。大多数席位必须举行第二轮选

举。3 月 18 日，民主派候选人在决胜局中取得进一步胜利。在新议会的 

450 个席位中，民主集团获得了约 90 个席位。 

 

 

1990年4月6日，利沃夫市议会投票回归乌克兰希腊基督教教会的圣乔治教

堂。但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拒绝屈服让步。1990年4月29日至30日，乌克兰

赫尔辛基联盟解散，成立乌克兰共和党。5月15日，新一届议会召开。保守

的共产主义者集团拥有 239 个席位；已经演变为国民议会的民主集团有 

125 名代表。1990 年 6 月 4 日，在长时间的议会主席竞选中，仍然无法

在两名候选人之间选出由哪一个来担任议会主席。乌克兰共产党（CPU）领

导人沃洛德米尔·伊瓦什科（Volodymyr Ivashko）, 最终以60%的选票当

选；超过100名反对派议员试图杯葛选举。1990年6月5-6日，UAOC （乌克

兰东正教会）宣布完全独立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莫斯科宗主教区；此前，

莫斯科宗主教区于 3 月授予由大都会菲拉雷特 (Filaret)领导的乌克兰东

正教教会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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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6 月 22 日，沃洛迪米尔·伊瓦什科( Volodymyr Ivashko)鉴于

他在议会中的新职位，退出了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的候选人资格。6月11

日，Stanislav Hurenko 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7月11日，伊瓦什

科在当选苏联共产党副书记以后，辞去了乌克兰议会主席的职位。一周

后，即 7 月 18 日，乌克兰议会接受了辞职。7 月 16 日，乌克兰议会以 

355 票赞成、4 票反对的结果，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乌克兰国家主权宣

言。接着，人民代表议会以 339 票对 5 票通过，宣布 7 月 16 日为乌克

兰国定假日。 

 

 

1990年7月23日，Leonid Kravchuk 当选为乌克兰议会主席，取代伊瓦什

科。7月30日，乌克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服兵役的决议，命令“在亚美尼

亚和阿塞拜疆等民族冲突地区”的乌克兰士兵返回乌克兰领土。8 月 1 

日，乌克兰议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8 月 3 

日，它通过了关于乌克兰共和国经济主权的法律。8 月 19 日，乌克兰 44 

年来第一次的基督教礼仪在圣乔治大教堂举行。9 月 5 日至 7 日，关于

1932 年至 1933 年大饥荒的国际研讨会在基辅举行。9月8日，自1933年以

来的第一次“基督青年”集会在利沃夫举行，有4万人参加。9 月 28 日至 

30 日，乌克兰绿党召开成立大会。9月30日，近10万人在基辅游行，抗议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联盟条约。 

 

 

1990 年 10 月 1 日，乌克兰议会在群众抗议中重新召开会议，要求克拉

夫丘克和前政权遗留下来的总理维塔利·马索尔辞职。学生们在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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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搭建了一个帐篷城，并在那里继续抗议。 

 

 

10 月 17 日马索尔辞职，10 月 20 日，基辅和全乌克兰的基督教牧首姆

斯季斯拉夫一世抵达圣索菲亚大教堂，结束了他 46 年的流放生涯。1990 

年 10 月 23 日，议会投票删除了乌克兰宪法第 6 条，其中提到了共产党

的“领导作用”。 

 

 

1990 年 10 月 25 日至 28 日，鲁克（乌克兰人民阵线组织）召开了第二

次代表大会，并宣布其主要目标是“恢复乌克兰的独立国家地位”。10月28

日UAOC（乌克兰自治东正教会）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举行了宗教仪式活

动。11 月 1 日，乌克兰希腊基督教会和乌克兰自治东正教会的领导人，

分别是大主教 Volodymyr Sterniuk 和牧首姆斯季斯拉夫，在 1918 年西

乌克兰民族共和国成立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在利沃夫会面。 

 

 

1990 年 11 月 18 日，乌克兰自治东正教教会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的仪

式上将姆斯季斯拉夫加冕为基辅和全乌克兰的牧首。同样在 11 月 18 

日，加拿大宣布其驻基辅的总领事将是乌克兰裔加拿大人内斯托尔·加约

夫斯基。11月19日，美国宣布其驻基辅的领事将是乌克兰裔美国人约

翰·斯捷潘丘克。11月19日，乌克兰和俄罗斯议会主席，分别是克拉夫丘

克和叶利钦，签署了为期10年的双边协议。1990年12月上旬乌克兰民主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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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党成立；12月15日，乌克兰民主党成立。 

 

 

============================== 

 

 

中亚共和国 

 

 

1990 年 2 月 12 日至 14 日，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发生反政府骚乱，

因为在 1988 年阿塞拜疆的Sumgait 大屠杀和反亚美尼亚骚乱之后，民族

主义的塔吉克人和亚美尼亚族难民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民族主义的拉斯

托赫兹运动变得暴力。抗议者要求进行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他们焚烧

政府大楼；商店和其他企业遭到袭击和抢劫。在这些骚乱中，26 人丧生，

565 人受伤。 

 

 

1990 年 6 月，奥什市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吉尔吉斯民族主义团体奥

什·艾玛吉和乌兹别克民族主义团体阿多拉特为争夺一处前集体农场的土

地而发生的血腥民族冲突。大约有1200人伤亡，其中300多人死亡，462人

重伤。因城市内外的土地资源分割而爆发了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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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主义保守的 人民民主运动组织

“Agzybirlik”成为独立的支持者，团结了土库曼知识分子和温和激进的土

库曼民族主义者。他们没有一个显赫的领袖。自 1989 年以来，他们在阿

什哈巴德和克拉斯诺沃茨克举行了小型集会，要求土库曼斯坦独立，并将

“国语”的地位赋予土库曼语共和国。集会还要求共和党领导人将大部分石

油收入留在共和国本身。土库曼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积极配合乌兹别克

斯坦、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反对派。以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为首的

苏维埃土库曼斯坦领导人反对独立，镇压土库曼斯坦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

派。但是，1990年1月，在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

后，几名持不同政见者作为独立候选人当选土库曼议会成员；他们积极地

参与政治活动，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土库曼共产党在这个共和国非常强

大，特别是在讲俄语的人口所居住的西部和南部。土库曼议会中超过 90% 

的席位由共产党人占据。尽管如此，在苏联解体期间，土库曼斯坦几乎没

有发生过引人注目的事件，莫斯科苏共认为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是苏联“最具模范和忠诚的共和国”之一。最终，尼亚佐夫成为土库曼社会

主义共和国的最后一位领导人、并成为土库曼斯坦独立以后的首位国家总

统。他从1985年统治土库曼斯坦直到2006年去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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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 

 

 

1991 年格鲁吉亚宣布独立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宣布希望离开格鲁吉亚

并继续留在苏联/俄罗斯。 

 

 

莫斯科的危机 

 

 

1991年1月14日，尼古拉·雷日科夫辞去部长理事会主席，或苏联部长会议

主席；瓦伦丁巴甫洛夫担任新设立的苏联总理的职务。 

 

 

1991 年 3 月 17 日，在全联盟范围内的全民公投中， 76.4% 的选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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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改革后的苏联。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

瓦，以及车臣-印古什（俄罗斯境内一个强烈渴望独立的自治共和国，现在

自称为伊奇克里亚）抵制全民公决。在其他九个共和国中，大多数选民都

支持保留改革后的苏联。 

 

 

1991年6月12日，鲍里斯·叶利钦在民主选举中赢得了57%的民众选票，击

败了戈尔巴乔夫的首选候选人尼古拉·雷日科夫，后者获得了16%的选票。

在叶利钦当选之后，俄罗斯宣称本身独立。在竞选活动中，叶利钦批评了

“中央专政”，但并未暗示他会引入市场经济。 

 

 

======================== 

 

 

波罗的海共和国 

 

 

1991年1月13日，苏联军队，与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一起，冲进立陶

宛首都维尔纽斯电视塔，镇压独立运动。十四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杀，数

百人受伤。1991年7月31日晚，来自驻波罗的海地区的苏联军事总部里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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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OMON部队，袭击了立陶宛在麦宁凯的边防哨所，打死7名立陶宛军

人。这一事件进一步削弱了苏联在国际和国内的地位，加强了立陶宛的抵

抗民意。 

 

 

发生在立陶宛的血腥袭击促使拉脱维亚人组织防御路障，阻止苏军进入里

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建筑物和桥梁。苏军在随后几天的袭击中造成 6 人

死亡和数人受伤；一个人后来因伤死亡。 

 

 

2月9日，立陶宛举行独立公投，以93.2%的票数支持独立。 

 

 

2月12日，冰岛承认立陶宛独立。 

 

 

1991年3月3日，爱沙尼亚共和国举行独立公投，苏联吞并前居住在爱沙尼

亚的人及其后代，以及获得爱沙尼亚国会颁发的所谓“绿卡”的人都参加了

公投。77.8% 的投票者支持恢复独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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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丹麦承认爱沙尼亚独立。 

 

 

1991 年 8 月 20 日，塔林时间晚上 11 点 03 分，当爱沙尼亚在莫斯科

政变期间（见下文）重申其独立时，许多爱沙尼亚志愿者包围了塔林电视

塔，试图准备切断通信渠道。苏军此时占领了它，但爱沙尼亚人拒绝被苏

军吓倒。当埃德加·萨萨萨尔与苏联军队对峙十分钟以后，苏联人在对爱

沙尼亚人的抵抗失败后终于从电视塔撤退。 

 

 

======================== 

 

 

八月政变 

 

 

面对日益增长的分裂主义，戈尔巴乔夫试图将苏联重组为一个不那么集权

的国家。1991 年 8 月 20 日，俄罗斯联邦计划签署一项新的联盟条约，

该条约将把苏联转变为一个拥有共同总统、外交政策和军队的独立共和国

联邦。它得到了中亚共和国的大力支持，它们需要共同市场的经济优势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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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繁荣。然而，这意味着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继续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 

 

 

更激进的改革派越来越相信需要向市场经济快速过渡，即使最终结果意味

着苏联解体为几个独立国家。联盟条约中的独立条款也符合叶利钦作为俄

罗斯联邦总统的愿望、以及其他各个地区和地方当局摆脱莫斯科普遍控制

的愿望。另一方面，与改革者对上述联盟条约的温和的、不冷不热的反应

相反，苏联的保守派、“爱国者”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们在苏共和军

队中仍然强大——坚决反对削弱苏联国家及其中央权力结构。 

 

 

1991年8月19日，戈尔巴乔夫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总理瓦伦丁·巴甫

洛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克格勃首领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

等高级官员采取行动，组成“国家紧急状态总委员会”，阻止了联盟条约的

签署。它把戈尔巴乔夫（此时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渡假）软禁起来，并切

断了他的通信联络。政变领导人发布了一项紧急法令，暂停政治活动并取

缔大多数媒体。 

 

 

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出来保卫“白宫”（俄罗斯联邦议会和叶利钦办公

室），这是当时俄罗斯主权的象征性席位。政变组织者试图但最终未能逮

捕叶利钦；叶利钦通过在坦克上发表演讲来团结反对政变者们。政变领导

人派遣的特种部队在白宫附近占据阵地，但该特种部队的成员们拒绝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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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锁的大楼。政变领导人也忽略了干扰外国新闻广播，因此许多莫斯科

人在CNN上观看了现场直播。即使是孤立无援的戈尔巴乔夫，也能通过一台

小型晶体管收音机收听 BBC 世界服务频道，了解最新进展。 

 

 

三天后，即 1991 年 8 月 21 日，政变失败。政变组织者被拘留，戈尔巴

乔夫被恢复为苏联总统，尽管他的权力已经大大耗尽。 

 

 

======================== 

 

 

秋季：八月至十二月 

 

 

12 月 8 日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解散苏联政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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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单位。同日，乌克兰最高委员会通过了乌克兰独立宣言。五天后，最高

苏维埃无限期地停止苏共在苏维埃领土上的一切活动，有效地结束了共产

主义在苏联的统治，解散了该国仅存的统一力量（11月6日，叶利钦颁布法

令，禁止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一切活动）。9 月 5 日，戈尔巴乔夫成立苏联

国务院，旨在使他和其余共和国的最高官员组成集体领导层，能够任命苏

联总理；这个组织架构从来没有能够正常运行；伊万西拉耶夫曾试图主持

苏联经济运行管理和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的运作，并试图形成一个政府；

但他的权力迅速萎缩。 

 

 

苏联在 1991 年最后一个季度以惊人的速度解体。乌克兰是 8 月至 12 月

间退出苏联联盟的 10 个共和国中的第一个，主要是出于对另一场政变的

恐惧。到 9 月底，戈尔巴乔夫不再有能力影响莫斯科以外的事务。他甚至

在莫斯科本地都受到叶利钦的挑战；叶利钦已经开始接管苏联政府的剩余

部分，包括克里姆林宫。 

 

 

1991年9月17日，联合国大会在第46/4号，46/5号和第46/6决议中，接纳爱

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入联合国。此前，联合国安理会9月12日通过

决议709号，710号和711号，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独立。 

 

 

到 1991 年 11 月 7 日，大多数报纸都称苏联国家为“前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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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最后一轮政治事件始于 1991 年 12 月 1 日。那天，乌克兰全

民公投导致 91% 的乌克兰选民投票支持 8 月通过的独立宣言并正式脱离

苏联联盟。长期以来在经济和政治实力上仅次于俄罗斯的乌克兰的分裂，

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即使在有限的规模上保持苏联团结的任何现实机会。三

个斯拉夫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同意讨论可能的联

盟替代方案。 

 

 

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在白俄罗斯西部秘密会面，并

签署了《别拉维扎（Belavezha）协定》；它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并宣布

形成独立国家联合体（CIS）作为一个松散的协会组织来取代它。他们还邀

请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独联体。戈尔巴乔夫称其为违宪政变。然

而，此时已不再有任何合理怀疑，正如协议序言所说，“苏联作为国际法主

体和地缘政治现实，正在停止存在。” 

 

 

12 月 12 日，俄罗斯 SFSR 最高苏维埃正式批准了《别拉维扎协定》，谴

责了1922 年的苏联联盟条约，并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召回了俄罗斯代表。

这一批准的合法性引起了俄罗斯议会一些成员的怀疑，因为根据 1978 年

俄罗斯联邦宪法，对这份文件的审议属于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专属

管辖权。然而，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克里姆林宫都没有人反对。后者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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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都可能没有效果，因为早在 12 月之前，苏联政府就已经实际上变得

无能为力了。一些律师认为，退出联盟条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在 1924 

年随着苏联第一部宪法的通过而失效。（199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表达了同

样的立场）。当天晚些时候，戈尔巴乔夫首次暗示他正在考虑下台。从表

面上看，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似乎已经正式脱离苏联了。然而，这种

情况并非如此。俄罗斯显然认为不可能从一个不再存在的国家中分离出

来。 

 

 

1991 年 12 月 17 日，与28 个欧洲国家、欧洲经济共同体和 4 个非欧洲

国家一起，—— 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和其余 12 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 9 

个在海牙签署了《欧洲能源宪章》；它们都成为主权国家。 

 

 

由于只有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共和国签署了《别拉维扎协

议》，因此人们对《别拉维扎协议》是否合法解散了苏联表示怀疑。然

而，1991 年 12 月 21 日，前苏联其余 12 个共和国中的 11 个共和国的

代表——除格鲁吉亚外——签署了《阿拉木图议定书》，确认苏联联盟解

散并正式成立独联体。他们还“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就在此时，戈

尔巴乔夫还没有正式离开现场的打算。然而，在大多数共和国同意苏联不

再存在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向不可避免的情况低头；他告诉美国哥伦比

亚广播公司的采访团队，一旦他看到独联体确实成为现实，他就会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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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晚上的全国电视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联

总统的职务——或者用他的话说，“我在此停止我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总统职位上的活动”。他宣布该职位不复存在，其所有权力（例如控制

核武库）都被转让给了叶利钦。一周前，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叶利钦，并接

受了苏联解体的既成事实。同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

埃通过法令，将俄罗斯的法定名称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改为“俄罗斯联邦”，表明俄罗斯现已成为一个完全主权的国家。 

 

 

12 月 26 日，最高苏维埃在最后一届会议上投票决定让苏联不复存在。 

 

 

莫斯科时间12月25日晚7时32分，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后，苏联国旗

降下，最后一次奏苏联国歌，然后升起俄罗斯三色旗取而代之。晚上 7 点 

45 分，象征性地标志着苏联的结束。戈尔巴乔夫在临别辞中为自己在国内

改革和缓和方面的记录辩护，但承认，“新体制还没来得及开始运作，旧体

制就崩溃了。” 同一天，美国总统 乔治·H·W·布什举行了简短的电视讲

话，正式承认其余11个共和国的独立。 

 

 

12月26日，最高苏维埃联盟上议院、共和苏维埃投票否决了苏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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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联盟理事会自12月12日以来一直无法工作；当时，由于俄罗斯联

邦召回了其在下议院联盟理事会中的所有代表，因此，下议院无法达到正

常运作的法定代表人数）。 

 

 

第二天，叶利钦搬进了戈尔巴乔夫的旧办公室；两天前俄罗斯当局已经接

管了这间套房。苏联武装力量先是被置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指挥之下；随

后其最终被新独立的共和国纳入各自麾下，其中大部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

国家武装力量。到 1991 年底，少数未被俄罗斯接管的苏联机构停止运

作，个别共和国承担了原中央政府的角色。 

 

 

《阿拉木图议定书》还涉及其他问题，包括联合国成员身份。值得注意的

是，俄罗斯被授权担任原苏联的联合国会员国身份，包括其在安理会的常

任理事国席位。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于1991 年 12 月 24 日向联合国秘书长

递交了一封由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的信，告知他根据《阿拉木图议定

书》，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这份声明在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之间散发，

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后，于当年的最后一天，即 1991 年 12 月 31 日被

联合国宣布接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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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果和影响 

 

 

====================== 

 

 

体育 

 

 

苏联解体对体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解散之前，苏联足球队刚刚获得了

1992年欧洲杯的参赛资格，但他们的位置却被独联体国家足球队取代。比

赛结束后，前苏维埃共和国作为独立的国家参加比赛，国际足联将苏联队

的战绩分配给俄罗斯。 

 

 

在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和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举行之前，苏联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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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曾正式存在；1992年3月12日，苏联奥委会解散；其继任者是俄罗斯奥

林匹克委员会。然而，15 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 12 个作为统一队参加

了比赛，并在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旗帜下游行，他们在奖牌榜上名列第一。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 1992 年的奥运会上分别作为独立国家各

自参加了比赛。前苏联的统一队还在当年早些时候在阿尔贝维尔参加了比

赛（由 12 个前共和国中的 6 个国家组队参赛），并在该运动会的奖牌排

名中名列第二。此后，非波罗的海前共和国的独立国际奥委会成立。在其

他的前苏联共和国中，一些国家奥委会在1994 年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上

首次亮相，而其他国家奥委会则在1996 年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上首次亮

相。 

 

 

1992年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统一队的成员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

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

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这届夏季运动会上，统

一队获得45枚金牌、38枚银牌和29枚铜牌，以总奖牌数4枚之差距击败排名

第二的美国队，以30枚总奖牌之差距击败排名第三的德国队。除了团队的

巨大成功，前苏联统一队也取得了巨大的个人成功。白俄罗斯队的维塔

利·谢尔博在体操项目中为该队赢得了六枚金牌，同时也成为夏季奥运会

上获得最多荣誉的运动员。体操、田径、摔跤和游泳是该队最强的运动项

目；该队在这四项运动总共获得了 28 枚金牌和 64 枚奖牌。 

 

 

在 1992 年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上，统一队中只有六支赛队参加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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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这些国家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和乌

兹别克斯坦。统一队排名第二；以总奖牌的三枚数量差距输给了德国。然

而，就像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一样，统一队在冬季奥运会上拥有获得了最

多奖牌的运动员；这是俄罗斯的柳博夫·叶戈罗娃，她是一名总共获得五

枚奖牌的花样滑冰运动员。 

 

 

======================= 

 

 

电信 

 

 

苏联的电信国家代码的（+7）继续被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使用。1993 年至 

1997 年间，许多新独立的共和国实施了自己的编号计划，例如白俄罗斯

（+375）和乌克兰（+380）。原来的互联网域名 .su与新创建国家的互联

网域名一起继续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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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美尼亚，12% 的受访者表示苏联解体是好事，而 66% 的受访者表示它

是坏事。在吉尔吉斯斯坦，16% 的受访者表示苏联解体是好事，而 61% 的

受访者表示苏联解体有害。自苏联解体以来，列瓦达中心的年度民意调查

显示，超过 50% 的俄罗斯人口对其解体感到遗憾，唯一的例外是 2012 

年。2018 年列瓦达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俄罗斯人哀叹苏联的垮

台。根据 2014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57% 的俄罗斯公民对苏联解体感到遗

憾，而 30% 的人表示不后悔。与年轻的俄罗斯人相比，老年人往往更怀

旧。在 2005 年 2 月举行的类似民意调查中，50% 的乌克兰受访者表示他

们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然而，2016 年进行的一项类似民意调查显示，只

有 35% 的乌克兰人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50% 的人对此不感到遗憾。2016

年1月25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指责弗拉基米尔·列宁及其主张

各共和国政治分离权利导致苏联解体。 

 

 

在后苏联国家和前东欧集团，苏联解体以后经济关系的崩溃导致了严重的

经济危机和灾难性的生活水平下降；这甚至比192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更为

糟糕。贫困和经济不平等在 1988-1989 年和 1993-1995 年间急剧上升，

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增加了 9 个百分点。甚至在 1998 年

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前，俄罗斯的 GDP 就只有 1990 年代初期的一半。在冷

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只有五六个后共产主义国家走上了加入富裕资本主

义西方的道路，而大多数国家都落在了后面，有些甚至需要 50 多年的时

间赶上他们在共产主义结束之前的位置。经济学家史蒂文·罗斯菲尔德

( Steven Rosefielde) 在2001 年的一项研究中，他计算出，从 1990 年

到 1998 年，俄罗斯有 340 万人过早死亡，他将其部分归咎于华盛顿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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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休克疗法”。 

 

 

在1959年的著名厨房辩论中，尼基塔·赫鲁晓夫声称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

德·尼克松的孙子们将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尼克松声称赫鲁晓夫的孙子

们将生活在自由之中。在 1992 年的一次采访中，尼克松评论说，在辩论

时，他确信赫鲁晓夫的说法是错误的，但尼克松不确定他自己的说法是否

正确。尼克松说，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对的，因为赫鲁晓夫的孙子们现在生

活在自由之中，指的是当时的苏联解体。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

是归化的美国公民。 

 

 

=========================== 

 

 

联合国会员资格 

 

 

在 1991 年 12 月 24 日的一封信中，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通

知联合国秘书长，俄罗斯联邦将继续保留苏联在安理会和所有其他联合国

机构中的成员资格；独联体11个成员国对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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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已

于1945年10月24日与苏联一起作为原始成员加入联合国。乌克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宣布独立后，于1991年8月24日更名为乌克兰；1991年9月19

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通知联合国，自己已更名为白俄罗斯

共和国。 

 

 

从前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其他十二个独立国家都被联合国接纳： 

 

1991 年 9 月 17 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1992年3月2日：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

多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1992 年 7 月 31 日：格鲁吉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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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解读 

 

 

关于苏联解体的史学大致可分为两类，即“故意主义”叙述和“结构主义”叙

述。 

 

 

“故意论”者认为，苏联的崩溃并非不可避免，而是特定个人（通常被认为

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政策和决定的结果。“故意主义”著作的一个典

型例子是历史学家阿尔奇·布朗的《戈尔巴乔夫因素》，它认为至少在 

1985 年至 1988 年期间，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政治的主要力量，甚至后来在

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政治改革和发展；因而，苏联的政治改革和发展是由人

导致的，而不是由事件导致。 

 

 

政治学家乔治·布雷斯劳尔( George Breslauer)也对此表示同意；尤其

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开放政策、市场倡议和外交政策立场都表明了其

个人的影响性作用。布雷斯劳尔称戈尔巴乔夫为“事件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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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不同的是，大卫·科茨和弗雷德·威尔认为，苏联精英们导致了在苏

联刺激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他们可以从中受益（这也体现在，在后苏联

共和国，他们继续掌控高层经济和政治资源）。 

 

 

相比之下，结构主义的解释则采取更具决定性的观点，认为苏联解体是根

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的结果，而后者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例如，爱德

华·沃克 (Edward Walker) 认为，虽然少数族裔在苏联联盟层面被剥夺权

力，面临着经济现代化的文化不稳定形式并受到一定程度的俄罗斯化，但

同时他们又因苏联政府推行的几项政策而得到加强（例如本土化领导力、

对当地语言的支持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苏联政府政策创造了有意

识的少数族裔国家。此外，苏联联邦制度的基本合法化“神话”——它是盟

国人民的自愿和相互联合——减轻了分离和独立时的任务。2016年1月25

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支持这一观点，称列宁当年对苏维埃共

和国分离权的支持是“延迟行动炸弹”。 

 

 

戈尔巴乔夫在 2006 年 4 月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说：“ 20 年前的这个月所

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带来的影响，甚至比我发起的改革还要多，

它也许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苏联解体让很多人措手不及。1991年之前，很多人认为苏联解体是不可能



Page | 190  

 

的。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ssolution_of_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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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的分离，生效于1993年1月1日；这是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

国所自我确定的分离；分离的结果是产生了两个互相独立的国家，捷克共

和国、斯洛伐克。这两者的前身是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社会主

义共和国；它们于 1969 年被创建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的合成国。 

 

 

它有时被称为“天鹅绒离婚”，指的是 1989 年不流血的天鹅绒革命，该革

命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统治结束。 

 

 

=========================================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随着奥匈帝国的解体，捷克斯洛伐克成立。1918

年，未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等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代表在美国宾夕法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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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匹兹堡签署了《匹兹堡协议》，承诺建立一个包含两个平等国家的共同

国家状态：斯洛伐克和捷克。不久之后，托马斯·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

奈斯（Edvard Beneš）违反了协议，推动建立一个更大的团结和单一国

家。 

 

 

一些斯洛伐克人不赞成这种改变；1939 年 3 月，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压

力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被创建为德国的卫星国，主权有限。二战以

后，斯洛伐克与苏联保持一致，从而与第三捷克共和国重新统一。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宪法法恢复了 1917 年类型的官方联邦结构，

但在1970 年代的“正常化时期”，尽管古斯塔夫·胡萨克本人是斯洛伐克

人，但仍将大部分控制权归还给捷克的布拉格。这种做法助长了共产主义

垮台后分离主义的重新抬头。 

 

 

========================================= 

 

 

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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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91 年，捷克共和国的人均 GDP 比斯洛伐克高出约 20%。1991 年 1 

月停止了从捷克预算到斯洛伐克的转移支付，这是过去曾经的规则。 

 

 

许多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希望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继续存在。然而，一些主

要的斯洛伐克政党主张一种更宽松的共存形式，并且使斯洛伐克民族党完

全享有独立和主权。几年来，政党不断重新出现，但捷克政党在斯洛伐克

几乎没有力量或根本没有存在，反之亦然。为了让国家正常运转，政府要

求布拉格继续控制，但斯洛伐克人继续要求权力下放。 

 

 

1992 年，捷克共和国选举出了 瓦茨拉夫·克劳斯( Václav Klaus)和其他

人；他们要求，或者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邦（“可行的联邦”），或者分离

为两个独立的国家。梅恰尔（Vladimír Mečiar）和其他主要的斯洛伐克政

治家想要一种联盟。 

 

 

双方于6月开始频繁而激烈的谈判。7月17日，斯洛伐克议会通过了斯洛伐

克民族独立宣言。六天后，克劳斯和梅恰尔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一次会议上

同意解散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辞职，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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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监督他所反对的解散过程。在 1992 年 9 月的民意调查中，只有 37% 

的斯洛伐克人和 36% 的捷克人赞成解散。 

 

 

克劳斯和梅恰尔双方谈判的目标转向实现和平分裂。和平分裂被优先考

虑，因为该过程与南斯拉夫（在奥匈帝国解体后创建的另一个社会主义斯

拉夫民族联邦国家）的暴力解体过程同时进行，这促使精英们避免在捷克

斯洛伐克爆发这样的灾祸。11月13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通过了第541

号宪法法案，解决了捷克土地和斯洛伐克之间的财产分割问题。随着 11 

月 25 日通过的第 542 号宪法法案，他们同意捷克斯洛伐克于 1992 年 

12 月 31 日解散。 

 

 

分离是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被称为“天鹅绒”，就像它之前的

“天鹅绒革命”一样，并通过大规模和平示威和行动完成。相比之下，其他

后共产主义分裂（如苏联和南斯拉夫）则涉及暴力冲突。捷克斯洛伐克是

唯一一个完全和平解体的前东欧国家。随后几年，随着斯洛伐克经济陷入

困境，斯洛伐克人开始将解散描述为“砂纸离婚”。 

 

 

========================================= 

 



Page | 195  

 

 

原因 

 

 

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主要争论集中在，解体是否不可避免，

以及，解体是否与 1989 年天鹅绒革命和 1992 年联邦解散之间所发生的

诸多事件一致、或相反。  

 

 

那些从必然性立场争论的人倾向于指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国之间的差异；

这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以及其他问题。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存在种

族差异；二者在共产主义时期虽然处于同一个国家政府体系内、但有着不

同的问题；捷克土地上的国家政府相对而言比较成功；斯洛伐克土地上的

国家政府则相对而言比较失败；二者采用共产主义，但捷克人在国家运行

方面的影响力更大、比斯洛伐克人影响更多；而1968年宪法则规定允许少

数派的否决权。 

 

 

那些认为 1989 年至 1992 年间发生的诸多事件导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

人指出了当时的国际因素以及其他时事因素，例如苏联卫星国的分裂；捷

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缺乏统一的媒体；最重要的是两国政治领导人的

行动，例如克劳斯总理和梅恰尔总理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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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方面 

 

 

国家象征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纹章是由构成该国的历史地理区域的纹章组成，因此

每个共和国只保留自己的标志：捷克人是狮子，斯洛伐克人是双十字。同

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双语捷克斯洛伐克国歌，该国歌由两首不同的音乐组

成，捷克语Kde domov můj和斯洛伐克语Nad Tatrou sa blýska。争议只发

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国旗上。1992 年按照弗拉基米尔·梅恰尔和瓦茨拉

夫·克劳斯的要求，就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细节进行谈判期间，禁止其继

承国使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象征的条款被插入到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

宪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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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至1992年，波西米亚的红白旗（与波兰国旗的区别仅在于颜色比

例）暂时成为捷克共和国的国旗。最终，与斯洛伐克分离以后，捷克共和

国在寻找新符号后，单方面决定无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宪法（第 

542/1992 号法律第 3 条规定“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不得使用捷克

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原来的国家符号。”）并保留原捷克斯洛伐克国旗，但

含义已改变。与此同时，斯洛伐克采用了其传统旗帜；然而，就在独立之

前，即 1992 年 9 月 3 日，增加了国徽以防止与俄罗斯和斯洛文尼亚的

类似旗帜混淆。 

 

 

========================================= 

 

 

领土 

 

 

国家领土沿现有的内部边界划分，但边界在某些地方没有明确界定，在某

些地区，边界跨越了几个世纪以来共存的街道、通道和社区。最严重的问

题发生在以下领域： 

 

U Sabotů或 Šance ( cs:Šance (Vrbovce) ) – 历史上摩拉维亚的一部分，

于 1997 年授予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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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onie或 Sidónia ( cs:Sidonie ) – 历史上是匈牙利的一部分（包括所

有今天的斯洛伐克领土，直到 1918 年），1997 年授予捷克共和国 

Kasárna ( cs:Kasárna (Makov) ) 休闲区 - 历史上属摩拉维亚，自 16 

世纪以来摩拉维亚和匈牙利之间存在争议，自 1734 年起正式成为匈牙利

的一部分；直到 2000 年代初，只能从捷克一侧乘车进入；尽管受到主要

是捷克财产所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的房地产实际上落入了外国），但这

片土地仍留在斯洛伐克。 

 

 

两个新国家能够通过相互谈判、经济补偿以及涉及边界修改的国际条约来

解决困难。 

 

 

然而，在边境地区居住或拥有财产的人们继续遇到实际问题，直到两个新

国家于 2007 年进入申根协定区，因而边界变得不那么重要。 

 

 

========================================= 

 

 

国家财产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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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联邦资产按二比一的比例分配，即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

人口之间的大致比例，包括军队装备、铁路和客机基础设施。一些小纠

纷，例如存放在布拉格的黄金储备和联邦专有技术估值，在解散后持续了

几年。 

 

 

货币划分 

 

 

最初，捷克斯洛伐克的旧货币“捷克斯洛伐克克朗”仍被两国使用。由于担

心经济损失，捷克早在 1993 年 2 月 8 日就采用了两种本国货币。 起

初，两种货币的汇率相等，但当时斯洛伐克克朗的价值通常低于捷克克朗

（ 2004 年，下降了约 25-27%）。1993 年 8 月 2 日，两种货币通过不

同的邮章进行区分，这些邮章首先贴在旧捷克斯洛伐克克朗钞票上，然后

是直接印在上面。 

 

 

2009 年 1 月 1 日，斯洛伐克采用欧元为货币，汇率为 30.126 克朗/欧

元；斯洛伐克2009 年首枚2 欧元纪念币以天鹅绒革命 20 周年为主题，以

纪念捷克人民与斯洛伐克人民为了实现民主而共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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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在斯洛伐克加入欧元区之际，代表欧盟的欢迎词是由主持国、

捷克共和国总理米雷克·托波拉内克（Mirek Topolánek）发表演讲的；其

所使用的演讲语言自然是他的家乡语言（捷克语）。但其他演讲嘉宾使用

英语。 

 

 

国际法 

 

 

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都没有寻求承认它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继承国。

（这可以与苏联解体形成对比，当时俄罗斯联邦不仅被承认为“俄罗斯苏维

埃联邦共和国”的继承国，而且还被承认为苏联本身的继承国）。因此，捷

克斯洛伐克在该国解体后即停止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但在 1993 年 1 月 

19 日，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被分别接纳为新的独立国家。 

 

 

关于其他国际条约，捷克和斯洛伐克同意履行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

斯洛伐克于 1993 年 5 月 19 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他们打算继续加

入捷克斯洛伐克曾经签署和批准的所有条约，并批准在捷克斯洛伐克解体

前曾签署但尚未批准的条约。这封信承认，根据国际法，捷克斯洛伐克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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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和批准的所有条约将继续有效。例如，从捷克斯洛伐克于 1962 年签署

南极协定之日起，两国就被承认为南极条约的签署国。 

 

 

两国后来都批准了《关于条约国家继承的维也纳公约》，但这并不是捷克

斯洛伐克解体时的一个考虑问题，因为该公约直到 1996 年才生效。 

 

 

========================================= 

 

 

后果 

 

 

经济 

 

 

解散对两国经济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在 1993 年（因为传统联系

被切断以适应国际贸易的官僚主义），但影响远低于许多人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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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之后，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之间仍然保存着一个关税同盟；直到

2004年5月1日，这两个国家加入欧盟。 

 

 

许多捷克人希望解散能迅速开启捷克共和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不再需

要赞助“欠发达的斯洛伐克”。同样，其他人期待一个独立的未开发的斯洛

伐克可能成为新的“经济老虎”。 

 

 

据《布拉格邮报》报道，“斯洛伐克人均GDP 达到捷克人均GDP 的 95%，很

可能与之持平。斯洛伐克国民生产总值 (GNP)（其中包括公民在国外的收

入并扣除跨国公司迁出的资金）高于捷克；两国养老金水平基本持平；斯

洛伐克人均消费略高；但斯洛伐克平均工资比捷克大约低10%”。 

 

 

不过，斯洛伐克财政部金融政策研究所所长马丁·菲尔科指出，斯洛伐克

是欧盟国家中工资占GDP比重最低的国家之一。换句话说，部分人的收入来

自其主要工作以外的其他来源，这减少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工资之间的实际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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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的政治稳定性高于捷克共和国。截至2018年，斯洛伐克人自1998

年以来只有四位总理，而捷克人则有十位。由于采用欧元，斯洛伐克人已

成为欧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更有决心加入欧盟的银行和财政联盟。

在捷克共和国，右翼开放经济，左翼则将银行私有化并吸引外国投资者。 

 

 

直到 2005 年，两国的 GDP 都以类似的速度增长。然而，从 2005 年到 

2008 年，斯洛伐克经济增长快于捷克经济。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这种增长

是由斯洛伐克 Mikuláš Dzurinda 政府的右翼改革和采用欧元的承诺引起

的；这吸引了投资者。 

 

 

2006 年，斯洛伐克左翼民粹主义者罗伯特·菲科 (Robert Fico) 在 8 年

后接替祖林达担任斯洛伐克总理时，他只是适度地减少了右翼改革，但并

没有废除它们，这与捷克社会民主党 (ČSSD) 不同。 

 

 

与此同时，捷克人在四年内（2002-06 年）有 3 位捷克社会民主党

（ČSSD）总理；随后是一个摇摇欲坠的中右翼内阁，削减和简化税收，但

未能推动其他改革，也不想采用欧元，因为其金融危机和公民民主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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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立场。 

 

 

===================== 

 

 

公民身份 

 

 

自 1968 年联邦化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就有着分裂的公民身份意识；

其公民或是属于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或是属于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

国。在天鹅绒革命后不久，社会主义这个词就从两个新国家的名字中删除

了。然而，这种区别对国家公民的生活几乎没有影响。1993 年 1 月 1 

日，所有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根据他们以前的公民身份、永久居住地址、出

生地、家庭关系、工作和其他标准，自动成为捷克共和国的公民、或斯洛

伐克共和国的公民。此外，在某些条件下，人们有一年的时间来申请转换

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 

 

 

斯洛伐克立法允许双重国籍（直到 2010 年新国籍法通过以后，这种双重

国籍身份才被废除）。只有少数人行使了这项权利，——由于两国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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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而欧盟的“人员行动自由”这一政策保障了欧盟公民在欧盟任何地方

工作和生活的权利，因此，双重国籍的重要性并不大。 

 

 

相比之下，捷克共和国禁止入籍公民的双重国籍，并要求他们在获得捷克

共和国公民身份之前放弃其他现有国籍公民身份。只有在放弃现有公民身

份可能导致申请人或其亲属在本国面临迫害的危险时，才可以免除该要

求，而斯洛伐克的申请人则不然。2013 年新的《公民法》(186/2013 Sb.) 

改变了这种情况，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两国人民都可以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过境，并且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而无

需获得官方许可。边境检查于 2007 年 12 月 21 日完全取消，因为当时

两国都加入了欧盟申根协定。 

 

 

根据现行的欧洲法规，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有权获得任何其他欧盟国家

的外交保护，因此双方都在考虑将其大使馆与“维谢格拉德国家集团（中欧

国家集团）”的国家的大使馆合并，以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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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姆人（吉普赛人） 

 

 

解散期间未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居住在捷克共和国的大量罗姆人在今天的斯

洛伐克出生并正式注册的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解散前的几个月里没

有重新登记他们的正式居住地，因此他们的公民身份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1992 年的《捷克国籍法》仅允许在捷克境内出生的人自动获得公民身份。

对于其他人来说，公民权需要五年居住证明、“无可争议”的犯罪记录、高

额费用和复杂的官僚程序，据报道，相当大比例的罗姆人被排除在外。 

 

 

斯洛伐克政府不想授予非居民公民身份。居住在捷克孤儿院的大量罗姆人

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澄清；他们成年以后、离开孤儿院的时候，没有任何

在捷克共和国工作或生活的权利。在欧盟的压力下，捷克政府于1999年和

2003年对其国籍法进行了修改，有效地解决了问题，但对1992年成为无国

籍人的人没有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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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联系 

 

 

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个电视频道是联邦频道，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是

那里的电视新闻中使用比例相等的语言，但例如，外国电影和电视剧几乎

完全被配音成捷克语。这两种语言非常相似的事实使两国几乎所有人都被

动地使用双语: ——他们使用自己的母语，并同时可以理解、但不一定会

说另一种语言。1990年代解散后，捷克的新电视频道几乎停止使用斯洛伐

克语，现在捷克年轻人对斯洛伐克语的了解低得多。此外，在捷克共和国

销售的斯洛伐克语书籍和报纸的数量急剧下降。然而，最近以来，捷克电

视新闻开始重新引入关于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语报道。而斯洛伐克电视台 

(STV2)则每天在午夜十分钟以后，重播捷克电视新闻广播Události ČT。 

 

 

在斯洛伐克的公共广播和电视上，每天在黄金时段播放至少一则来自捷克

共和国的新闻是很常见的。此外，斯洛伐克电视频道的许多节目仍被配音

成捷克语，电影院的一些电影用捷克语字幕，市场上的捷克语书籍和期刊

比解散前多得多。语言交流的主要推动力来自私人电视频道提供商，如CS 

Link（捷克共和国）和Sky Link（斯洛伐克），它们在捷克共和国提供斯

洛伐克语频道，反之亦然。此外，有几个频道，无论其国籍如何，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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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节目（CSFilm、TV Barrandov)；甚至像TV Nova的

Nova Sport对英超联赛的报道一样混合使用双语。通过电视促进相互联系

的新冲动也很常见，如PRIMA 和 TV JOJ 播出的《国家智力测验》、《捷

克斯洛伐克达人秀》和《蒙面歌手》，以及捷克-斯洛伐克超级明星，后者

是TV Nova 和 Markíza（均由CME拥有）播出的流行偶像歌曲比赛；2012年

还组织了《厨房大师（MasterChef）》和《好声音（The Voice）》的联合

版本。此外，2009年的跨年节目由ČT和STV联合准备和播出，2010年由捷克

电视台PRIMA和斯洛伐克电视台JOJ共同准备和播出，这次甚至包括捷克斯

洛伐克国歌的演唱。 

 

 

年轻的斯洛伐克人对捷克语的了解与他们的前辈一样，如果没有提高的

话。在斯洛伐克，在所有司法程序中仍可能会自动使用捷克语，所有以捷

克语书写的文件都得到斯洛伐克当局的承认，反之亦然。此外，2009 年通

过的《斯洛伐克官方语言法》重申了捷克人在与斯洛伐克当局打交道时在

所有官方交流中使用他们的语言的权利，尽管它明确将捷克语在斯洛伐克

的使用限于以捷克语为母语的人。由于 2004 年的行政程序法，在捷克共

和国使用斯洛伐克语也是如此。 Gustáv Slamečka是斯洛伐克公民，曾任

捷克交通部长（2009-2010 年），在官方交流中只使用斯洛伐克语。 

 

 

========================================= 

 



Page | 209  

 

 

体育运动 

 

 

双方之间在体育方面的正式分手发生在1993 年在瑞典举行的世界青少年冰

球锦标赛期间。1月1日，代表捷克斯洛伐克的球队更名为“捷克-斯洛伐

克”。在国际冰球比赛中，捷克接替捷克斯洛伐克在A组的位置，斯洛伐克

不得不从低级别联赛开始。 

 

 

在1993年FIS北欧世界滑雪冠军赛期间，在跳台滑雪队比赛中，捷克与斯洛

伐克联合参赛，并获得银牌。该团队是在两国解散前选定的。雅罗斯拉

夫·萨卡拉 (Jaroslav Sakala)在这些比赛中为捷克共和国的个人山地项

目赢得了两枚奖牌，并在团体赛中获得了银牌。 

 

 

在1994年足球世界杯预选赛期间，捷克与斯洛伐克两国联合参赛（此次预

选赛以后才正式拆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国家队）。该队在与比利时的最后

一场比赛中仅取得平局后未能获得后续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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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国家队在许多体育项目上的相互交锋受到了大多数人的关注，活跃在

对方共和国的球员和教练的数量也很可观。斯洛伐克手球教练马丁·利普

塔克（Martin Lipták）成功率领捷克国家队参加了在奥地利举行的 EHF 

2010 欧洲手球锦标赛。一只斯洛伐克队，Tatran普雷绍夫，在该教练的率

领下，赢得了捷克民族联盟在2008年和2009年联赛的冠军。捷克冰球教练

弗拉基米尔·武杰特克率领的斯洛伐克国家队在2012 IIHF世界冠军赛中赢

得银牌，在半决赛期间战胜捷克队。 

 

 

在两国之间，几项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联赛体系；关于建立一个共同的足

球或冰球联赛体系的讨论仍在继续。 

 

 

公路自行车手扬·斯沃拉达 (Ján Svorada)于 1993 年获得斯洛伐克公民

身份。1994 年，他成为首位赢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斯洛伐克骑手。两年

后，他获得了捷克公民身份，并在1998 年成为第一位赢得环法自行车赛冠

军的捷克骑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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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 

 

 

这两个继承国继续使用同样的国家代码 +42，直到 1997 年 2 月被两个单

独的代码取代：+420代表捷克共和国，和+421代表斯洛伐克。从那时起，

两国之间的电话呼叫需要国际拨号。 

 

 

======================================== 

 

 

遗产 

 

 

公众对解散的看法没有太大变化，2017 年 12 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

有 42% 的捷克人和 40% 的斯洛伐克人同意所发生的事情（而 1992 年分

别为 36% 和 37%）。据捷克政治分析家 Lubomir Kopeček 称，许多捷克

人和斯洛伐克人对分手过程持负面态度，因为他们在此事上没有发言权，

大多数人宁愿进行公投决定。2015年，一个名为“捷克斯洛伐克2018”的斯

洛伐克运动成立，力争在2018年举行全民公投。其领导人拉迪斯拉夫·泽

林卡表示，他收到了数千份支持者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但未能达到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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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万请愿书签名数量。两国的年轻一代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漠不关心，因为

他们自己从未经历过前一时期，而老一辈更关注移民等当前问题，并支持

自己的独立民族主义。 

 

 

2010 年的调查显示，布拉格的大多数人（捷克人）仍然认为国家分裂是错

误的；同样，斯洛伐克的一般代表调查（2008 年）显示，社会对解散的意

见仍然存在分歧，47% 的人赞成解散，44% 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两国之间的政治影响微乎其微，但近年来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在地区和欧洲

议题上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而且，在两国之间形成了一个新传统，就

是，两国各自的当选总统，在其任职开始和结束前的时候，一定会访问对

方国家。 

 

 

被任命的外交部长往往也遵循这一不成文的规则。2012 年 10 月 29 日，

为纪念捷克斯洛伐克于 1918 年 10 月 28 日宣布独立，捷克和斯洛伐克

政府首次在边界上的特伦钦和乌赫尔斯凯赫拉迪什捷社区附近举行了联合

内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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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驻在前南斯拉夫的维和部队曾多次接受联合指挥。例如，2002年至

2005年7月，捷克武装部队与斯洛伐克共和国武装部队在科索沃组建了捷克

-斯洛伐克驻科部队联合营，为多国军旅中心做出了贡献。 

 

 

贸易关系重新建立并稳定下来，捷克共和国继续成为斯洛伐克最重要的商

业伙伴。在短暂中断之后，斯洛伐克喀尔巴阡山脉的度假村再次成为越来

越多捷克游客的目的地。 

 

 

2011 年 12 月 18 日，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一位（和第一任捷克）总统瓦茨

拉夫·哈维尔( Václav Havel )去世后，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都举行了

全国哀悼日。在布拉格的圣维特大教堂的葬礼弥撒上，祈祷的话语使用相

等比例的捷克语言和斯洛伐克语言。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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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zech_Republic%E2%80%93Slovakia_rel

ations 

 

 

捷克-斯洛伐克关系 

 

 

捷克-斯洛伐克关系是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之间的外交关系。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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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之前，这两个国家都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然而，在1867 年的

Ausgleich（奥匈协议）之后，捷克土地属于奥地利帝国，而斯洛伐克属于

行政上独立的匈牙利王国，并且在 1918 年至 1992 年 12 月 31 日之

间，这两个国家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两国于1993年1月1日建交。

这些国际关系通常被媒体称为或描述为“非常好”、“亲切”和“高于标准”。

当捷克或斯洛伐克总统、总理就职以后，他们的第一次国际访问通常是前

往对方国家。 

 

 

这两个国家都是北约和欧盟的正式成员。大约有 200,000 名斯洛伐克人居

住在捷克共和国，大约 46,000 名捷克人居住在斯洛伐克。Gustáv 

Slamečka是斯洛伐克公民，2009 年至 2010 年担任捷克共和国交通部长，

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只使用斯洛伐克语。 

 

 

2016 年 12 月，斯洛伐克政府批准了《空域相互保护合作条约》，允许捷

克和斯洛伐克军用飞机使用对方领空，并允许邻国在需要时增援一支空

军。经捷克方面批准，该条约也在捷克于2017年7月生效。 

 

 

2017年，Andrej Babiš， 一位斯洛伐克亿万富翁，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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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总理。 

 

 

常驻外交使团 

 

捷克共和国在布拉迪斯拉发设有大使馆。 

斯洛伐克在布拉格设有大使馆。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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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rman_reunification 

 

 

德国统一 

 

 

德国统一（德语：Deutsche Wiedervereinigung）是 1990 年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GDR，即东德）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即西德）的一部

分，以组成重新统一的德国的过程。 

 

 

统一进程的结束被正式称为德国统一（德语：Deutsche Einheit），每年 

10 月 3 日为德国统一日（德语：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柏林重

新统一为一个城市，并再次成为统一德国的首都。 

 

 

东德政府于 1989 年 5 月开始动摇，当时匈牙利与奥地利的边界围栏被拆

除，冷战铁幕上出现了一个洞。边界仍然严密守卫，但“泛欧野餐”和东方

集团统治者优柔寡断的反应引发了一场不可逆转的和平运动。它使得成千

上万的东德人经由匈牙利逃往西德。在东德的和平革命，导致了东德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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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抗议活动；1990年3月18日，东德进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并最

终，东德和西德之间进行了关于统一的条约谈判。东德和西德与四个二战

占领国之间（美英法苏）的其他谈判产生了所谓的“二加四条约”（关于德

国的最终解决条约）；该条约授予一个统一的德国国家完全的主权；其东

西两部分以前受其二战后作为被占领地区的地位造成了许多限制。 

 

 

1945 年的《波茨坦协定》规定，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完整和平条约，包

括德国战后边界的确切划定，必须“在建立一个足以满足该目的的政府时得

到德国政府的接受”。德国联邦共和国（西德）一直坚持认为，在东德和西

德统一于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之前，不能说这样的政府已经建立。但在1990

年，关于统一的西德、东德和柏林是否可以说是代表“整个德国”这一问

题，仍存在一系列意见。关键问题是，一个仍然以奥得河-尼斯河线为界

（与波兰的国际边界）的德国是否可以作为“统一的德国”无条件签署和平

条约。根据“二加四条约”，联邦共和国（西德）和民主共和国（东德）都

承诺统一、并继续遵循其 1990 年之前的共同边界构成的德国政府可以声

称拥有的全部领土的原则，因此，在作为整个德国一部分的边界之外没有

其他土地（即，放弃二战以前与波兰的领土争端）。 

 

 

1990 年后统一的德国不是西德或东德的继承国，而是前西德的扩大延续。

扩大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留了西德在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来的欧

盟）、北约和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中的席位。华沙条约组织和东德所属

的其他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完全不复存在，因为东德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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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命名 

 

 

出于政治和外交原因，西德政客在德国人经常称之为“德文德”（大致意

思：转折点）的准备阶段谨慎地避免使用“统一”一词。1990 年的条约将官

方术语定义为Deutsche Einheit（“德国联合”）；这在德国很常用；1990 

年，当时的副总理汉斯-迪特里希·根舍( Hans-Dietrich Genscher)在国

际记者问及“统一”时，在他们面前纠正他们时使用的正是这个词。 

 

 

1990年以后，“德文德”这个词变得更加普遍。该术语通常指导致实际统一

的事件（主要发生在东欧）；在通常的上下文中，该术语大致翻译为“转折

点”，没有任何其他含义。然而，当提到围绕统一的事件时，它带有时代的

文化内涵以及在德国历史上带来这种“转变”的东德事件。然而，东德的反

共活动人士拒绝接受“德文德”这个词，因为它是由（东德）德国统一社会

党秘书长埃贡·克伦茨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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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前兆 

 

 

1945年8月1日，根据波茨坦协定，德国被正式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分别归

属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四个军政府。首都柏林同样分为四个部分。

1947年至1949年，西方盟国（美英法）的三个地区合并，形成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西德）和西柏林，与西方资本主义欧洲（后来发展为欧洲共同

体）结盟。苏维埃占领区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首都设在东柏

林，是共产主义苏联集团的一部分。西德是西方军事联盟北约的成员；东

德是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在随后的冷战中，德国人一直生活在这种强加

的分裂之下。 

 

 

进入80年代，苏联经历了一段经济和政治停滞期，相应地减少了对东方集

团（东欧国家集团）政治的干预。1987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勃兰

登堡门发表演讲，挑战苏联总书记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

这堵墙曾是东西方政治和经济分裂的象征，丘吉尔将这种分裂称为“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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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戈尔巴乔夫在 1988 年宣布苏联将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允许东方集

团国家自由决定自己的内政。1989年初，在苏联的公开（开放）和改革

（经济重组）政策的新时代，以及戈尔巴乔夫的进一步推动下，波兰团结

工会运动在波兰站稳脚跟。这激发了其他更多的勇敢反抗的民主运动；一

个革命的浪潮在整个东欧集团风靡。 

 

 

1989年5月，匈牙利拆除了边境围栏。然而，拆除旧的匈牙利边境设施并没

有开放边界，也没有取消之前的严格控制，铁幕的隔离仍然完好无损。

1989 年 8 月 19 日，在“泛欧野餐”运动中，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边境

大门打开，随后引发了和平的连锁反应，最终东德不再存在，东方集团解

体。在匈牙利的东德渡假者中，海报和传单为计划中的“野餐运动”做了大

量广告。泛欧联盟的奥地利分部，当时由卡尔·冯·哈布斯堡( Karl von 

Habsburg ) 分发了数以千计的小册子，邀请他们到奥地利索普伦边境附近

野餐。这是自 1961 年柏林墙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东德人逃亡运动。“泛欧

野餐运动”是基于卡尔的父亲奥托·冯·哈布斯堡 (Otto von Habsburg) 

的一个想法，旨在测试苏联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对开放边境的反应；数以万计的、从媒体报道中知情的东德

人，启程前往匈牙利。埃里希·昂纳克在1989 年 8 月 19 日的《每日镜

报》上向东西方公众表明，东欧共产主义统治者在他们自己的权力范围内

失去了权力，他们不再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设计者：“哈布斯堡散发传单

（传单甚至传播到远方的波兰），东德度假者被邀请去匈牙利那里野餐。

当他们来野餐时，他们得到礼物、食物和德国马克，然后他们被说服前往

西方。” 尤其是哈布斯堡和匈牙利国务大臣伊姆雷波兹盖，仔细观察了莫

斯科是否会给驻匈牙利的苏联军队下达进行干预的命令。但随着泛欧野餐

运动中的人口大规模外流，东德统一社会主义党随后的犹豫行为和苏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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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预终于打破了铁幕的水坝。因此，东方集团的支撑被打破了。 

 

 

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 Erich Honecker ) 对 1989 年 8 月发生的

事情失去了控制。 

 

 

数以万计的、因媒体报道而得知消息的、东德人现在前往匈牙利，该国不

再准备完全关闭其边界或迫使其边防部队使用武力。到 1989 年 9 月末，

在东德关闭其与匈牙利的边界之前，已有超过 30,000 名东德人逃往西

方；随后，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东德人可以逃往西方的唯一邻国途径。 

 

 

即便如此，德国境内外的许多人仍然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真正的统一

永远不会发生。德国的转折点，被称为“德文德”，以“和平革命”为标志，

导致柏林墙的拆除，随后东德和西德开始谈判以消除德国在四十年前被强

加的分裂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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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进程 

 

 

1989 年 12 月 22 日，东德人民警察在等待勃兰登堡门正式开放。 

 

柏林墙，1990 年 10 月，上面写着一行字：“谢谢你，戈尔比（指，戈尔

巴乔夫）”。 

 

1989 年 11 月 28 日——柏林墙倒塌两周后——西德总理 赫尔穆特·科

尔宣布了一项 10 点计划，呼吁两国扩大合作，以期最终实现统一。 

 

 

最初，没有提出时间表。然而，事情在 1990 年初迅速发展起来。首先，3 

月，民主社会主义党——前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在东德的第一次自由

选举中惨败。在东德，在科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东德分支领导人洛塔

尔·德·迈齐埃( Lothar de Maizière ) 的领导下，一个大政治联盟在主

张德国迅速统一的政纲体系下成立。其次，东德的经济和基础设施迅速衰

落，几乎完全崩溃。尽管东德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苏联集团中经济最强劲的

国家，但共产主义霸权的消除，反而暴露了该体系摇摇欲坠的基础。这导

致了，在 1989-90 年的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东德马克在东德之外几乎

一文不值，而东德经济的崩溃进一步放大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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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并 

 

 

关于德国经济紧急合并的讨论立即开始。1990 年 5 月 18 日，德国两国

签署了一项关于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条约。该条约称为Vertrag über 

die Schaffung einer Währungs-, Wirtschafts- und Sozialunion 

zwisch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und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之间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条约”)；它于 1990 年 7 月 1 日生

效，使用西德的“德国马克”取代东德马克成为东德的官方货币。德国马克

在东德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稳定的。在东德将其财政政策主权

移交给西德的同时，西方开始对东德的预算和社会保障体系进行补贴。与

此同时，许多西德法律在东德生效。这缩小了两个现有政治、社会和经济

体系之间的巨大差距，为政治联盟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框架。 

 

 

======================================== 

 

 

德国统一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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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8 月 31 日签署的统一条约的两份正本。西德内政部长沃尔夫

冈·朔伊布勒代表联邦德国签署，东德国务秘书冈瑟·克劳斯代表东德签

署。 

 

 

Volkskammer（东德国民议会）1990年通过了加入西德的决议，并同意西德

基本法在东德的应用领域的扩展，包括1990 年 10 月 3 日生效的西德基

本法第 23 条所允许的东德领土。根据第 23 条的规定，8 月 23 日，

《西德基本法》获得东德国民议会批准，并由总统萨宾·伯格曼-波尔正式

提出, 以1990 年 8 月 25 日的信件形式通报给西德联邦议院主席丽

塔·苏斯穆特( Rita Süssmuth)。因此，正式地，东德通过加入西德和东

德的统一程序，接受已经在西德生效的基本法；这是作为东德的单方面主

权决定而发起的，并且是当时已经存在的西德基本法第 23 条的规定所允

许的。 

 

 

在该加入决议之后，“德国统一条约”，在德语中通常称为

“Einigungsvertrag”（联合条约）或“Wiedervereinigungsvertrag”（统一

条约），已通过谈判达成，两个德国自1990年7月间，由两国政府代表于

1990年8月31日，签署本条约；1990 年 9 月 20 日获得两国立法机构多数

票通过（西德联邦众议院为 442-47，东德人民国会为 299-80）。该条约



Page | 226  

 

于次日，即 1990 年 9 月 21 日在西德联邦参议院获得通过。 统一条约

中预见的、或为实施其必要的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修正案，于 1990 年 9 

月 23 日通过了联邦法规，将条约纳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律的一部分。

联邦规约说，含有该条约及其议定书作为附件的全文，于1990年9月28日刊

登在Bundesgesetzblatt（为联邦共和国法律的出版官方杂志）；德国民主

共和国宪法（Verfassungsgesetz) 生效的条约也于 1990 年 9 月 28 日

公布。随着条约作为其宪法的一部分被采纳，东德立法废除了它自己作为

一个国家。 

 

 

根据该条约第 45 条，根据国际法，该条约于 1990 年 9 月 29 日在交换

了关于东德和西德通过该条约的各自国内宪法要求的通知后生效。通过最

后一步，根据条约第 1 条，并按照东德提交给联邦共和国的加入声明，德

国于1990 年 10 月 3 日欧洲中部时间00:00 正式统一。东德作为五个州

加入了联邦共和国：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萨克森、萨克森

-安哈尔特和图林根州。这些州是东德的五个原始州，但在 1952 年被废除

以支持苏联式的中央集权制度。作为 1990年5 月 18 日条约的一部分，东

德五个州于 8 月 23 日重组。与此同时，东柏林和西柏林重新统一为一个

城市，沿着现有的不来梅和汉堡城邦成为一个城邦。柏林仍正式处于盟军

占领之下（由于“二加四条约”的规定，这只会在以后终止)，但该市将于 

1990 年 10 月 3 日生效的行政合并、被纳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提案，

得到了盟军的批准，并在 1990 年 10 月 2 日盟军控制委员会的最后会议

上正式批准。1990 年 10 月 3 日午夜时分，在勃兰登堡门上方升起了西

德黑红金色的国旗——现在是重新统一的德国的旗帜，标志着德国统一的

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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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合并 

 

 

所选择的程序是1949 年西德宪法（基本法）中为促进最终统一而实施的两

个选项之一。《基本法》规定，在全体德国人民通过永久宪法之前，它只

是暂时使用。通过该文件（当时存在的）第 23 条，任何新的未来州都可

以通过简单多数票来遵守《基本法》。1949 年最初的 11 个加入州构成了

Trizone. 西柏林曾被提议作为第 12 个州，但在法律上受到盟军的反对，

因为柏林在法律上是一个四方（美英法苏）占领区。尽管如此，西柏林的

政治联系在许多领域是与西德紧密相关的；西柏林实际上就像是西德的一

个组成部分一样运作。1957 年，萨尔保护国根据第 23 条程序作为萨尔州

加入西德。 

 

 

另一种选择是第 146 条，它为重新统一的德国提供了永久宪法的机制。这

条路线将需要两个德国国家之间的正式联盟，然后必须为新成立的国家制

定一部新宪法。然而，到 1990 年春天，很明显，起草一部新宪法需要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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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持久的谈判，这将在西德引发许多问题。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到 1990 

年初，东德仍处于经济和政治崩溃的状态。相比之下，第 23 条规定的统

一可以在短短六个月内实施。 

 

 

最终，当《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签署时，决定使用第 23 条的更

快程序。通过这个程序，东德投票决定解散自己并加入西德，以及成为西

德法律所适用的地区。法律23条只是简单地扩展到包括他们。因此，虽然

东德作为一个整体合法地加入了联邦共和国，但东德的组成部分作为五个

新州加入了联邦共和国，并于 1990 年 10 月 14 日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

举。 

 

 

尽管如此，尽管东德宣布加入联邦共和国启动了统一进程，但统一行为本

身（有许多具体的条款、条件和条件，其中一些需要对《基本法》本身进

行修正）是在宪法轨道上实现的。 

 

 

根据随后的 1990 年 8 月 31 日统一条约，这一统一进程是通过前东德和

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国际法中承认彼此是独立的主权

国家。该条约随后由东德国民议会和西德联邦议院投票生效。通过宪法要

求的三分之二多数，一方面影响东德的不再存在，另一方面影响联邦共和

国基本法的商定修正案。因此，虽然东德根据原《基本法》第 23 条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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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联邦共和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接受当时的《基本法》，而是接受随

后根据统一修订的《基本法》条约。 

 

 

从法律上讲，统一并没有在两者中创造第三个国家。相反，西德有效地吸

收了东德。因此，在 1990 年 10 月 3 日统一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复

存在，其前领土上的五个新联邦州加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柏林和西

柏林重新统一并加入联邦共和国，成为一个成熟的联邦城邦。在这种模式

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现在扩大到包括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五个州和重

新统一的柏林，继续以 1949 年 5 月成立的同一法人身份合法存在。 

 

 

虽然《基本法》被修改，而不是被另一个宪法本身取代，但它仍然允许德

国人民在未来某个时候通过新正式宪法。 

 

 

========================================= 

 

 

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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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宪法模式的实际结果是，现在扩大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承了旧西德

在联合国、北约、欧洲共同体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席位。它也继续成为统一

前旧西德签署的所有条约的缔约方。在联邦共和国生效的基本法和成文

法，根据统一条约修订后，自动继续有效，但现在适用于扩大的领土。此

外，同一位总统、总理和整个联邦共和国政府仍在任职，但他们的管辖范

围现在包括新获得的前东德领土。 

 

 

为了促进这一进程并让其他国家放心，对“基本法”（宪法）进行了根本性

的修改。修改序言和第一百四十六条，替换第二十三条，但将删除的原第

二十三条作为1990年统一的宪法范本。因此，在东德五个“新州”加入之

前，修改了《基本法》，表明届时德国所有地区将统一，德国现在不能再

认为自己在宪法上对进一步扩展开放。这些变化有效地使奥得河-尼斯河线

正式化作为德国永久的东部边界。《基本法》的这些修正案是由《二加四

条约（西德、东德，加上美、英、法、苏）》第一条第 4 款规定的。 

 

 

为了纪念 1990 年前东德和西德正式统一的日子，10 月 3 日从此成为德

国的官方节日，即德国统一日( 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 )。它取代了

之前在西德举行的 6 月 17 日纪念东德 1953 年起义的国定假日和东德 

10 月 7 日庆祝东德建国的国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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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的支持和反对 

 

 

我们两次击败了德国人！现在他们回来了！ 

—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1989 年 12 月 

 

 

几十年来，西德的盟友一直表示支持统一。以色列总理 伊扎克·沙米尔推

测，一个在大屠杀中“决定杀死数百万犹太人”的国家“将再次尝试这样

做”，他是少数公开反对它的世界领导人之一。然而，随着统一成为现实的

可能性，北约和欧洲私下出现了重大的反对意见。 

 

 

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初呼吁建立一个统一但中立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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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1 月对四个国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接受调查的美

国人和法国人支持统一，而英国和波兰人的分歧更大。69% 的波兰人和 

50% 的法国人和英国人表示，他们担心重新统一的德国成为“欧洲的主导力

量”。受访者表达了一些担忧，包括德国再次试图扩大其领土、纳粹主义的

复兴以及德国经济变得过于强大。虽然英国、法国和美国人支持德国继续

留在北约，但大多数波兰人支持统一后的德国国家保持中立。 

 

 

关键的盟友是美国。尽管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反对快速统一，但国务卿詹姆

斯·贝克和乔治·H·W·布什总统对科尔的提议提供了强有力和果断的支

持。 

 

 

英国和法国 

 

 

在柏林墙倒塌之前，英国首相 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告

诉苏联总书记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英国和西欧

都不希望德国重新统一。撒切尔还澄清说，她希望苏联领导人尽其所能阻

止它，并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不想要一个统一的德国”。尽管撒切尔欢迎

东德民主，但她担心快速统一可能会削弱戈尔巴乔夫，并赞成苏联军队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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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长时间地留在东德，以对抗统一的德国。 

 

 

撒切尔夫人在手提包中随身携带一张德国 1937 年边界地图，向他人展示

“德国问题”，她担心其“民族特征”、规模和在欧洲的中心位置会导致该国

成为“破坏稳定的力量，而不是稳定欧洲的力量”。1989年12月，她在斯特

拉斯堡峰会上警告欧洲共同体领导人（科尔也在场）“我们两次击败了德国

人！现在他们回来了！”尽管撒切尔夫人在 1985 年曾表示支持德国的自

决，她现在辩称，她支持德国统一的过渡期为五年，在此期间，两个德国

将保持独立的状态。尽管她逐渐软化了她的反对意见，但直到 1990 年 3 

月，撒切尔夫人还在Checkers 召集历史学家和外交官参加研讨会，询问

“德国人有多危险？” 法国驻伦敦大使报道说，撒切尔告诉他，“面对德国

的威胁，法国和英国今天应该齐心协力。”  

 

 

事态发展的步伐令法国感到惊讶；法国外交部于 1989 年 10 月曾经得出

结论，统一“目前看来并不现实”。据报道，法国总统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

一名代表告诉戈尔巴乔夫的一名助手，“法国绝不希望德国统一，尽管它意

识到最终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斯特拉斯堡峰会上，密特朗和撒切尔讨论

了德国历史边界的流动性。 1990 年 1 月 20 日，密特朗告诉撒切尔，统

一的德国可以“取得比阿道夫更多的土地”。他预测“坏”德国人会重新出

现，他们可能会寻求夺回二战后失去的前德国领土，并可能主宰匈牙利、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而“剩下的我们只剩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然

而，两位领导人认为没有办法阻止统一，因为“我们都不会对德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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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特朗在撒切尔夫人面前承认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并相应地调整了他的观

点；与她不同，他希望，参与单一货币体系、和其他欧洲机构可以控制一

个统一的德国。密特朗仍然希望撒切尔公开反对统一，但为了从德国获得

更多让步。 

 

 

欧洲其他地区 

 

 

爱尔兰总理，查尔斯·豪伊，支持德国统一；他在爱尔兰担任欧共体轮值

主席国期间，于1990年4月在都柏林非凡地召集了欧洲峰会，以平息欧共体

的其他成员的恐惧心理。豪伊看到了爱尔兰和德国之间的相似之处，并说

“我已经表达了一个个人观点，我们来自一个同样分裂的国家，我们中的许

多人会同情人民的任何愿望，看到两个德国统一”。德国明镜周刊后来将其

他欧洲领导人当时对统一的看法描述为“冰冷”。意大利的朱利奥·安德烈

奥蒂警告不要“泛德主义”的复兴，并开玩笑说“我太爱德国了，我更喜欢看

到两个”；荷兰的鲁德·吕贝尔斯质疑德国的自决权。他们与英国和法国一

样，对德国军国主义回归和统一国家的经济实力感到担忧。一致意见是，

如果必须进行统一，至少要到 1995 年，最好是更晚才进行。 

 

 

二战的胜利者——法国、苏联、英国和美国，组成了四大权力机构——保

留对柏林的权力，例如对航空旅行及其政治地位的控制。从一开始，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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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试图利用德国统一进程作为将德国从北约中拉到中立的一种方式，从其

领土上移除核武器。然而，西德误解了 1989 年 11 月 21 日关于该主题

的外交信息，认为苏联领导人已经预计柏林隔离墙倒塌仅两周后，两德就

会统一。这种信念，以及对他的竞争对手根舍尔可能首先采取行动的担

忧，促使科尔于 11 月 28 日宣布了一项详细的“克服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

点计划”。虽然他的演讲在西德很受欢迎，但引起了其他欧洲盟友政府的关

注，因他没有事先与他们讨论该计划。 

 

 

美国人没有欧洲人和俄罗斯人对德国扩张主义的历史恐惧；Condoleezza 

Rice后来回忆说， 

“美国——以及乔治·H·W·布什总统——承认德国经历了漫长的民主转

型。这是一个好朋友，它是北约的成员。1945 年存在的任何问题，让它们

平息似乎是完全合理的。对我们来说，问题不是德国应该统一吗？它是如

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我们不担心德国的复兴......” 

 

 

然而，美国希望确保德国留在北约内。1989 年 12 月，乔治·H·W·布什

总统的政府将统一的德国继续成为北约成员国作为支持统一的必要条件。

科尔同意，尽管只有不到 20% 的西德人支持留在北约。科尔还希望避免一

个中立的德国，因为他认为这会摧毁北约，导致美国和加拿大离开欧洲，

并导致英国和法国结成反德联盟。美国增加了对科尔政策的支持，因为它

担心，否则，批评北约的奥斯卡·拉方丹可能会成为德国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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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科尔成为重新统一的德国的第一任总理。 

科尔的外交政策顾问霍斯特·泰尔奇克 (Horst Teltschik) 后来回忆说，

如果苏联提出要求，那么，德国将愿意支付“1000 亿德国马克”。然而，苏

联并没有提出如此高的要求，戈尔巴乔夫在 1990 年 2 月表示“德国人必

须自己决定他们选择走的道路”。1990 年 5 月，他在会见布什时，在德国

仍将留在北约的背景下，重复了他的言论，这让美国人和德国人都感到惊

讶。这消除了德国自由选择其国际联盟的最后一个重要障碍，尽管科尔毫

不掩饰他打算让统一后的德国继承西德在北约和欧共体中的席位。 

 

 

结论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举行的北约-华沙条约会议上，根舍说服四个大国

（美英法苏）平等对待两个德国，而不是把它们当作被击败的矮小伙伴，

并让六个国家进行谈判。尽管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北约大国反对

这种谈判结构，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联盟的界限就会改

变，但是，六国于 1990 年 3 月开始谈判。 在戈尔巴乔夫 5 月就德国加

入北约与西方大国达成一致后，苏联进一步同意德国将被视为一个普通的

北约国家，但前东德领土不会有外国北约军队或核武器。作为交换，科尔

同意减少西德和东德军队的规模，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接受战后奥

得河-尼斯河线作为德国的东部边界。此外，德国同意向苏联支付约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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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德国马克的赠与和贷款，相当于西德在八天中生产的 GDP。 

 

 

英国坚持到最后，反对苏联的意见，希望允许北约在前东德举行演习。在

美国人介入之后，英法两国于 1990 年 9 月批准了《关于德国的最终解决

条约》，从而完成了国际法意义上的统一。撒切尔后来写道，她反对统一

是“明确的失败”。 

 

 

后果 

 

 

德国主权、边界确认、盟军撤出 

 

 

1990 年 11 月 14 日，德国和波兰签署了德波边界条约，最终确定了德国

沿奥得河-尼斯河线的永久边界，从而放弃对西里西亚、东勃兰登堡、远波

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省前波美拉尼亚南部地区的任何领土主张。随后的德

波睦邻友好条约补充了边界条约，也赋予边界两边的政治少数群体某些权

利。次月，第一次全德自由选举自 1932 年以来一直举行，导致赫尔穆特

科尔总理的联合政府获得多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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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3 月 15 日，《关于德国的最终解决条约》 ——该条约于1990 

年 9 月 12 日由当时存在的两个德国国家（东德和西德）在莫斯科签署，

并由四个主要国家签署。另一方面，同盟国（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一后，成为统一的德国）和四个同盟国批准后生

效。该条约（也称为“二加四条约”，指的是签署该条约的两个德国国家和

四个盟国）的生效结束了二战战胜国根据二战后的安排对德国主权的限

制。 

 

 

甚至在该条约获得批准之前，自 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重新统一起生

效、并等待最终批准《二加四条约》时，所有四方盟军机构在德国的运作

都已暂停。1990 年 10 月 1 日，四个同盟国的外交部长在纽约签署了相

关文本；当时存在的两个德国国家的部长见证了这一点；这是“二加四条

约”的附加文本。 

 

 

根据“二加四条约”第 9 条，该条约在所有批准书交存德国政府后立即生

效。最后一个批准该条约的缔约方是苏联，它于 1991 年 3 月 15 日交存

了批准书。苏联最高苏维埃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于 1991 年 3 月 4 日

才批准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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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条约（不应与仅在两个德国国家之间签署的统一条约相混淆）第 4 

条，仍然存在于德国的最后一批盟军于 1994 年离开，即 1994 年 12 月 

31 日作为剩余盟军撤离的最后期限。1994 年 6 月 25 日，大部分俄罗斯

地面部队在第 6 近卫机动步枪旅在柏林的阅兵式以后离开德国。1994 年 

8 月 31 日，最后一支俄罗斯军队（俄罗斯陆军西部部队）的撤出结束，

这一事件的标志是，在柏林的特雷普托公园举行了军事仪式，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和德国总理科尔出席了仪式。尽管大部分英国、美国和法国军队甚

至在俄罗斯人离开之前就已经离开德国，但标志着西方盟国剩余部队撤离

的仪式是最后举行的：1994 年 9 月 8 日，在夏洛滕堡宫庭院举行的告别

仪式，英国首相约翰·梅杰、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法国总统弗

朗索瓦·密特朗、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出席，标志着英美法三国的占

领军撤离柏林，以及盟军在德国的占领的终止。因此，盟军在最后期限前

几个月就都撤走了。 

 

 

《德波边界条约》由波兰和德国联邦议院分别于 1991 年 11 月 26 日和 

1991 年 12 月 16 日批准，并于 1992 年 1 月 16 日交换批准书后生

效。同盟国在“二加四条约”中要求德国确定与波兰之间的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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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代价 

 

 

随后德国东部的经济重组和重建造成了巨大的成本，特别是对于德国西

部，他们以Solidaritätszuschlag（团结附加费）的形式支付了大量资金

以重建德国东部的基础设施。Peer Steinbrück在 2011 年的一次采访中

说：“在 20 年的时间里，德国的统一花费了 2 万亿欧元，或者平均每年 

1000 亿欧元。所以，我们不得不问自己：‘我们愿意在几年内为欧洲的统一

甚至支付哪怕那十分之一的花费吗？’”  

 

 

========================================= 

 

 

内部统一 

 

 

前东德和西德在生活方式、财富、政治信仰和其他方面仍然存在巨大差

异，因此两者之间的区分仍然很常见。德国东部经济自统一以来一直举步

维艰，大量补贴仍由西向东转移。前东德地区经常被比作意大利的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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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部，或在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期间的美国南部。虽然东德经济最近有所

复苏，但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 

 

 

政界和学者频频呼吁两国进行“内部统一”进程，并询问是否存在“内部统一

或继续分离”。2009年，在东德长大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宣称“德国统一的进

程还没有结束”。自 1989 年以来，在公共、政治、经济、文化和宪法方

面，这种“内部统一”的问题在德国国内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政治上，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前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党的继任者政党已成为

德国政治的主要力量。它更名为PDS，后来与西方左翼政党WASG合并，组成

党的左派（Die Linke）。 

 

 

从宪法上讲，西德宪法《基本法》（Grundgesetz）为统一提供了两条途

径。首先是实施由全民公投保障的新的全德宪法。实际上，这是1949年

“Grundgesetz”的最初想法：它被称为“基本法”而不是“宪法”，因为它被认

为是临时性的。第二种方式更具技术性：在东部实施宪法，使用最初为西

德各州（Bundesländer）设计的段落，以防内部重组，如两个州的合并。

虽然后一种选择被选为最可行的选择，但第一种选择被部分视为促进“内部

统一”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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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过去 (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 的一个公开表现是所谓的

Birthler - Behörde的存在，即负责收集和维护东德安全机构档案的 

Stasi 记录联邦专员。 

 

 

在西德和东德之间的所有道路上都发现了在分裂期间被封锁的标语牌。文

本翻译为：“在此，德国和欧洲分裂至 1989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10 点 

15 分”。日期和时间根据打开特定路口的实际时刻而有所不同。 

 

 

统一后前东德的经济重建需要大量公共资金，使一些地区成为繁荣地区，

尽管总体失业率仍高于前西德。失业是去工业化过程的一部分，1990 年后

迅速开始。直到今天，这一过程的原因在政治冲突中仍有争议。大多数时

候，东德经济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都被凸显出来，去工业化被视为“转折

期”的必然结果。但许多来自东德的批评者指出，正是私有化的休克疗法风

格并没有给东德企业留下适应的空间，而且缓慢转型等替代方案是可能

的。 

 

 

然而，随着 2 万亿美元的公共支出转移到东德，统一确实导致前东德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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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导致西方停滞不前。1990年至1995年间，东部的

工资总额从西部的35%上升到74%，而养老金从40%上升到79%。失业率也达

到了西部水平的两倍。与东德统一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其他西德城市相

比，靠近前东德和西德边界的西德城市经历了不成比例的市场准入损失。 

 

 

在媒体使用和接收方面，该国仍然存在部分分歧，尤其是在老一辈之间。

东西方之间的心态差距持续存在，但同情心也存在。此外，东德人和西德

人之间的融合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大规模地发生。年轻人平均对前东德知

之甚少。东德有些人搞“ Ostalgie ”，是对柏林墙倒塌前的某种怀旧。 

 

 

今天，有东德出身的几个突出的人，包括巴拉克，卡特琳娜·维特，保

罗·范迪克和安格拉·默克尔。 

 

 

观点和生活满意度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9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大约 90% 的德国人认为统一

对德国有利，支持统一的东德人略多于西德人。大约 83% 的东德人赞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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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的人不赞成东德向市场经济过渡，其余的人表示他们不确定。自 1991 

年以来，东德和西德的生活满意度均大幅提高，1991 年，15% 的东德人的

生活满意度在 0 到 10 的范围内介于 7 到 10 之间，2019 年变为 59%。

对于西德人，同一时期的这一变化从 52% 到 64%。 

 

 

重新统一的柏林 

 

 

虽然柏林墙的倒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但

也对当地的城市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在 1989 年 11 月 9 日的

事件中，东柏林和西柏林这两个城市在 4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相互忽视，

最终“相互对抗”。这座城市有一种信念，即经过 40 年的分裂，重新统一

的城市将有能力成为一个世界上主要的大都市。 

 

 

在城市规划的背景下，除了丰富的新机遇和两个前独立国家重新加入的象

征意义外，柏林的统一也带来了许多挑战。这座城市经历了大规模的重

建，涉及东柏林和西柏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然而，隔离墙留下的

“伤疤”直接穿过城市的中心对城市环境产生了影响，规划仍然需要解决这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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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问题 

 

 

柏林的统一给城市环境带来了法律、政治和技术方面的挑战。这座城市 30 

多年的政治分裂和物理分离使东西方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城市形态，其中

许多差异至今仍可见。 

 

 

东柏林和西柏林由两个独立的政治和城市议程指挥。东柏林围绕政府大楼

和开放空间开发了一个单一中心的结构，而西柏林本质上是多中心的，其

中心密度较高但住宅较少。两种政治制度根据政治优先事项为战后重建分

配了不同的资金，这对城市的统一产生了影响。西柏林在重建和整修方面

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援助。许多建筑物的总体状况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统一

时，东柏林仍有许多夷为平地的地区，这些地区是二战时期被毁坏的建筑

物的旧址以及尚未修复的受损建筑物。 

 

 

统一后的城市面临的一个直接挑战是东西方之间的物理连接需求，特别是

基础设施的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东柏林大约有一半的铁

路线被拆除。城市轻轨需要大量的工作，用超过十年的时间完全重新连接

城市的两个部分；而电车网络已经从西柏林完全消失，但却仍在东柏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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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统一政策 

 

 

由于德国的城市规划是市政府的责任，东柏林和西柏林的整合在一定程度

上复杂化，因为现有的规划框架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过时。在城市统一之

前，1988 年的土地利用规划和 1980 年的总体发展规划分别定义了西柏林

和东柏林的空间规划标准。这些在 1994 年被新的、统一的土地利用计划

所取代。被称为“批判性重建”的新政策旨在恢复柏林的二战前美学；它得

到了柏林市中心战略规划文件的补充，题为“内城规划框架”。 

 

 

1990 年 10 月 3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解体后，社会主义政权下的所有规

划项目都被放弃了。除了以前由柏林墙和相关缓冲区占用的空间外，东柏

林的所有空地都需要重新规划开发。这些地点中的许多部分都位于重新统

一后的城市的中心战略位置。 

 

 

柏林墙倒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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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12 月 22 日，东德总理汉斯·莫德罗、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

和西柏林市长沃尔特·莫佩尔等人参加了勃兰登堡门的正式开幕仪式。 

 

 

随着柏林墙的物理和隐喻性倒塌，柏林的城市组织经历了重大动荡，因为

这座城市试图“将自己重塑为‘西方’大都市”。 

 

 

空地以及以前被隔离墙和相关缓冲区占用的空间的重新开发，是基于“关键

重建”政策中反映的土地使用优先级。绿地和休闲区分配了 38% 的释放土

地；6% 的释放土地用于公共交通系统，以解决交通不足问题。 

 

 

统一举措还包括建设大型办公和商业项目，以及改造东柏林的住宅区。 

 

 

另一个关键优先事项是重建柏林作为德国首都的地位，这需要建筑物满足

政府需求，包括“重建数十个外国大使馆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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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定义城市身份方面，重点是恢复柏林的传统景观。“批判性重建”政

策试图将这座城市的身份与其纳粹和社会主义遗产区分开来，尽管保留了

一些残余物，并在边界地带、沿柏林墙旧址建立了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以

保留对柏林墙的记忆。在东柏林的中心，东德国家的许多现代主义遗产逐

渐被移除。统一后，东柏林出于政治动机的街道名称和纪念碑被移除，以

减少东柏林的社会主义遗产。 

 

 

柏林墙倒塌后，柏林立即经历了建筑业的繁荣。在 1990 年代和 2000 年

代初期，重建计划使柏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之一。 

 

 

柏林墙的倒塌也产生了经济后果。涵盖明显不同程度的经济机会的两个德

国体系突然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尽管出于商业目的开发了场地，但柏

林仍难以在经济方面与斯图加特和杜塞尔多夫等主要西德中心进行竞争。

由规划政策指导的密集建筑活动导致办公空间过度扩张，“尽管大多数行政

部门和政府机构从波恩搬迁至柏林，但仍有大量剩余办公楼空间”。 

 

 

柏林被脱节的经济重组所破坏，并伴随着大规模的去工业化。经济学家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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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维奇断言，虽然东部无疑在经济上有所改善，但它“比[当时的赫尔穆特

总理]科尔所预测的要慢得多”。即使在统一之后，前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财

富和收入不平等今天仍在继续。前西德的成年人平均拥有价值 94,000 欧

元的资产，而前共产主义东德的成年人资产仅略高于 40,000 欧元。 

 

 

通过规划措施促进经济发展未能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不仅在经济机会

方面，而且在住房条件和交通选择方面。Tölle 说“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民

族的最初欣喜若狂，逐渐被东方人（“Ossis”）和西方人（“Wessis”）之间

日益增长的差异感所取代”。隔离墙的倒塌也立即引发了文化变革。第一个

后果是东柏林政治导向的文化机构的关闭。 

 

 

此外，柏林墙的倒塌导致了一个由两个不平等部分组成的国家。统一后，

西部所经历的成功并没有转移到东德。即使在重新统一 30 年后，德国仍

然存在分裂，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 

 

 

在经济上，东德的增长率为 10%，而西德为 5%。西德仍占 GDP 的 56%。

东西方之间的这种差异部分在于西方工会要求签订高工资协议，以防止出

现“低工资区”。这导致许多东德人在市场上被高估，加剧了东德企业的低

迷以及失业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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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上，“Jammer-Ossis”（抱怨东方）和“Besserwessis”（无所不知的

西方）的刻板印象成为德国仍然感受到的鸿沟的强烈标志。这些标签有助

于突出双方的怨恨。东德人对现状和与德国其他地区的文化疏远表示不

满，并认为他们的文化遗产在现在统一的德国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另一

方面，西部对东部所说的话变得不感兴趣，这导致了对东方的更多不满，

加剧了分歧。西方和东方都未能保持开放的对话，未能把握制度路径依赖

的影响，增加了双方的挫败感。 

 

 

柏林墙倒塌和上述因素导致东柏林和东德的大规模移民，在西方产生了巨

大的劳动力供应冲击。仅在 1989 年至 1992 年期间，来自东方的移民就

总计 870,000 人，导致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人、蓝领工人、男性和外国人

的就业结果更差。 

 

 

在本世纪末，很明显，尽管进行了大量投资和规划，柏林仍未重新占据“欧

洲全球城市伦敦和巴黎之间的席位”。然而最终，柏林东西部之间的差异导

致该市实现了新的城市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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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柏林的许多地方，其特点是使用废弃空间的住宅，几乎不出租，已成为

柏林蓬勃发展的创意活动的焦点和基础。柏林市长克劳斯·沃维雷特

( Klaus Wowereit) 表示，“柏林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是其独特的创造

力。创造力是柏林的未来。” 总体而言，柏林政府对创意的参与主要集中

在营销和促销活动上，而不是在创意生产上。 

 

 

创意一直是这座城市“欣欣向荣的音乐场景、活跃的夜生活和熙熙攘攘的街

景”的催化剂，所有这些都已成为德国首都的重要景点。该行业是该市经济

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超过 10% 的柏林居民受雇于文化部门。 

 

 

比较 

 

 

德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二战后分离的国家。例如，在日本帝国战败后，韩

国（1945 年至今）和越南（1954 年至 1976 年）因“西方资本主义”和“东

方共产主义”势力的占领而分离。两国分别在朝鲜战争（1950-1953 年）和

越南战争（1955-1975 年）中遭受了严重的分裂，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平

民损失。然而，德国的分离并没有导致另一场战争。此外，德国是这些国

家中唯一一个成功实现和平统一的国家。例如，越南在1976年越战后实现

了统一（因北越对于南越的军事征服），而朝鲜和韩国仍然在高度的政治

紧张和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差距中挣扎，这使得可能的统一成为一个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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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Russia_(1991%E2%80%93pre

sent) 

 

 

俄罗斯历史（1991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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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从 1991 年至今的历史始于1991 年 12 月 26 日苏联解体。俄罗斯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是苏联境内最大的共和国，但直到 

1990 年才取得重大独立。 

 

 

俄罗斯联邦是构成苏联的 15 个共和国中最大的一个，占苏联国内生产总

值 (GDP) 的60% 以上，占苏联人口的 50% 以上。俄罗斯人还控制着苏联

军队和共产党（CPSU）。因此，俄罗斯联邦在外交事务中被广泛接受为苏

联的继承国，并获得了苏联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并在联合国安理会

拥有否决权。 

 

 

在苏联解体之前，叶利钦于1991年6月在俄罗斯历史上的首次总统大选中当

选为俄罗斯总统。这确保了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后将成为俄罗斯继承国的政

治领袖。这种情况导致了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争夺控制权的政治动荡，最

终导致1991 年 8 月的政变，当时苏联军队保守派领导人曾试图推翻米哈

伊尔·戈尔巴乔夫。虽然政变最终被避免了，但这种情况导致了苏联政局

的极度不稳定。1991 年 10 月苏联濒临解体，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将进行激

进的改革，包括按照波兰的“大爆炸”路线进行市场化改革，也称为“休克疗

法”。1999 年叶利钦下台后，俄罗斯政治由弗拉基米尔·普京主导；他担

任总统或总理。尽管在叶利钦领导下的经济相对混乱之后，俄罗斯经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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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领导下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普京也因腐败、专制领导和广泛的侵犯

人权行为而受到广泛指责。 

 

 

在大多数情况下，俄罗斯武装部队在苏联解散一年后的 1992 年几乎完全

陷入混乱。在1994 年车臣战争期间，这种降低的军事效力将变得非常明

显，但在此期间，这对全球安全和军备控制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实际挑战。

在俄罗斯的领导下，《里斯本议定书》确保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解除核武器

的武装。这对哈萨克斯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在苏联解体后立即拥有世

界上很大一部分核武器。然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能够在其他军事领域保

持跨国合作，例如建立对火箭和太空基础设施（如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

的共同责任。 

 

 

=================================================================

========================================================== 

 

 

随着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及其他将其卫星国与苏联捆绑在

一起的条约的解体，无论选择何种政策，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控制的经济

体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都将异常困难。这个艰难的过渡选择的政

策是（1）自由化的、（2）稳定的、和（3）私有化的。这些政策是建基

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所谓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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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盛顿共识。 

 

 

自由化和稳定计划是由叶利钦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设计的；叶戈

尔·盖达尔是一位 35 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倾向于激进的改革，被广

泛认为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1980 年代，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 

(Jeffery Sachs) 最初在玻利维亚使用休克疗法来对抗通货膨胀。在玻利

维亚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功后，休克疗法随后在苏联解体后传入波兰，之后

也被俄罗斯采用。 

 

 

在俄罗斯，自由化（解除价格管制）的部分结果包括恶化已经明显的恶性

通货膨胀；最初是由于货币过剩，并在俄罗斯中央银行（一个对叶利钦的

改革持怀疑态度的议会下属机构）缺乏收入和印钞为其债务提供资金支持

后加剧。这导致俄罗斯大部分工业几乎破产。 

 

 

自由化的过程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这取决于特定行业、阶级、年龄组、民

族、地区和俄罗斯社会其他部门的定位。有些人会因竞争的开始而受益；

其他人会受苦。获奖者包括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 的改革之下出现的新一类企业家和黑市商人。但放开价格意

味着老年人和其他有固定收入的人的生活水平将严重下降，人们一生的积

蓄将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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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钞导致每月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宏观经济稳定被制定以遏制这

种趋势。稳定，也称为结构调整，是政府寻求控制通货膨胀的经济的严厉

紧缩制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稳定计划下，政府让大部分

物价浮动，将利率上调至历史高位，提高新税收，大幅削减政府对工业和

建筑的补贴，并大幅削减国家福利支出。这些政策造成了广泛的困难，因

为许多国有企业发现自己没有订单或融资。严重的信贷紧缩关闭了许多行

业并带来了长期的萧条。 

 

 

该计划的基本原理是将内在的通胀压力挤出经济，以便生产者开始就生

产、定价和投资做出明智的决定，而不是长期过度使用资源——这个问题

导致了苏联1980 年代的消费品短缺。通过让市场而不是中央计划者来决定

价格、产品组合、产出水平等，改革者打算在经济中创造一种激励结构，

在这种结构中，效率和风险将得到回报，浪费和粗心大意将受到惩罚。消

除通货膨胀的本质原因，——改革设计师认为，这是所有其他改革的先决

条件：他们认为，恶性通货膨胀会破坏民主和经济进步；他们还认为，只

有稳定国家预算，政府才能着手瓦解苏联的计划经济，建立一个新的资本

主义俄罗斯。 

 

 

改革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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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在后苏联转型期间不得不应对一些独特的障碍，包括政治改革、经

济重组和政治边界的重新划分。与这些变化相关的不适感在每个前苏联加

盟共和国都不尽相同。一般来说，俄罗斯西部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

捷克共和国自东方集团解体以来，情况略好于其东部邻国；而俄罗斯本身

和俄罗斯东部国家则经历了更大的困难，并在解体后立即发现自己的处境

比苏联解体前更糟。俄罗斯转型如此痛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正在同时

重塑苏联时代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除了旨在创建新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体制

改革外，俄罗斯还负责在苏联解体后重建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 

 

 

俄罗斯面临的第一个主要问题是苏联对冷战的巨大承诺。在 1980 年代后

期，苏联将其经济总产出的四分之一用于国防（当时大多数西方分析家认

为这个数字是 15%）。当时，苏维埃联盟——这家军工联合体，在苏联雇

用了至少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至少有一半的劳动力

受雇于国防工厂（美国的可比数据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十六分之一，劳

动力中大约有十六分之一）。这些对军事部门的过度依赖使得俄罗斯的工

业和人力资本在进入市场导向系统时相对缺乏竞争力。此外，冷战的结束

和军费开支的削减对工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得快速重组设备、重新

培训工人和寻找新市场变得困难。在经济重组的过程中，大量的经验、合

格的专家和专业知识丢失或分配不当，因为工厂有时会从生产高科技军事

设备转型为生产厨房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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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障碍部分与俄罗斯土地的广阔和地理多样性有关，是俄罗斯从苏联

继承的大量“单一工业”区域经济体（由单一工业雇主主导的区域）。生产

集中在少数大型国有企业中意味着许多地方政府完全依赖单一雇主的经济

健康状况；当苏联解体，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乃至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被切

断时，全国的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大约一半的俄罗斯城市只有一

家大型工业企业，四分之三的城市不超过四家。结果，生产的减少造成了

大量的失业和就业不足。 

 

 

第三，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没有继承苏联的国家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相

反，这些公司，主要是大型工业公司，传统上负责广泛的社会福利职能—

—为他们的劳动力建造和维护住房，以及管理健康、娱乐、教育和类似设

施。相比之下，城镇既没有提供基本社会服务的机构也没有资金。工业雇

员严重依赖他们的公司。因此，经济转型给维持社会福利带来了严重问

题，因为地方政府无法承担这些职能的财务或运营责任。 

 

 

最后，俄罗斯后苏联改革的失败还有一个人力资本方面的因素。前苏联人

不一定没有受过教育。识字几乎是普遍的，苏联人口的教育水平在科学、

工程和一些技术学科方面是世界上最高的，尽管苏联人对西方所谓的“文

科”投入很少。随着向后共产主义体制的转变，俄罗斯的大学体制崩溃了。

俄罗斯大学系统中猖獗的证书膨胀使雇主难以确定谁是真正的技能型人

才，而且高等教育系统本身的问题更普遍，这使得其难以补救因向市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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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系统过渡而产生的其他人力资源问题，例如技能提升和再技能培训。例

如，前国营企业管理人员在苏联计划生产目标体系下非常擅长应对企业对

他们的要求，但不鼓励市场资本主义以风险和回报为中心的行为。这些经

理负责为其雇员、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所在城镇和地区的人口提供广泛的

社会福利职能。然而，盈利和效率通常不是苏联企业管理者最突出的优先

事项。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乎没有苏联雇员或管理人员有第一手

的决策经验。 

 

 

经济萧条 

 

 

在经历了早期市场化的最初动荡和欣喜之后，到 1990 年代中期，由于改

革努力失败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低迷，俄罗斯经济陷入深度萧条；乔

治·HW·布什帮助叶利钦通过纳恩-卢格现金换武器计划和平结束冷战，以

避免巨大的苏联技术帝国解体的最坏情况。俄罗斯经济受到 1998 年金融

危机的进一步打击，然后在 1999-2000 年随着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再

次开始上涨而温和复苏。据俄罗斯政府统计，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其在

1990年代的经济下滑远比美国1920年代大萧条时期严重。通过其自身国内

历史比较，后苏联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大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制度

垮台和俄罗斯内战造成的经济灾难的严重程度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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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初经济崩溃后，俄罗斯的贫困率和经济不平等率急剧上升。世界

银行根据宏观经济数据和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做出的估计表明，在苏联晚

期，1.5%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定义为每月收入低于 25 美元），到 

1993 年年中，39% 至 49%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根据政府数据，到 

1998 年，人均收入又下降了 15%。 

 

 

公共卫生指标显示出相应的急剧下降。尽管所有后苏联国家的出生率都因

经济动荡而立即下降，这在俄罗斯可能尤为严重。1999年，总人口减少了

约75万。与此同时，男性的预期寿命从 1990 年的 64 岁下降到 1994 年

的 57 岁，而女性则从 74 岁下降到大约 71 岁。健康原因、年轻人非正

常死亡（例如谋杀、自杀、和事故）在部分程度上导致了这一趋势。与预

期寿命下降密切相关的是，在1990年代，与酒精相关的死亡猛增了60%；与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相关的死亡人数猛增了100％，主要是因为穷人不再负担

得起药品。 

 

 

虽然俄罗斯不再遭受 1980 年代苏联特有的消费品供应短缺，但这不仅与 

1990 年代初期俄罗斯市场对进口开放有关，而且还与俄罗斯人民相比于

1980 年代更加贫困有关。拥有固定收入的俄罗斯人（占劳动力的绝大多

数）的购买力急剧下降，因此虽然这些商店在叶利钦时代可能库存充足，

但普通人现在只能从这些商店买得起很少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到 2011 

年，平均收入已经上升到每月 700 多美元，是近年来温和复苏的象征，这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高油价。然而，不断增长的收入并未平均分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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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平等指数（基尼系数）相比于上世纪90年代期间已经大幅上升，例

如，在2010年底达到42％。俄罗斯的国内收入差距现在几乎与巴西的国内

收入差距一样大（巴西一直是贫富不均的世界领导者)，而贫困程度的地区

差异继续呈上升趋势。 

 

 

反弹 

 

 

结构改革和卢布严重贬值降低了俄罗斯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结果，在

政治上强烈反对改革。民主化为发泄这些不满打开了政治渠道，这转化为

反改革候选人的选票，尤其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及其在杜马的盟友的选

票。能够在 1990 年代投票支持反对党的俄罗斯选民经常拒绝经济改革，

并渴望苏联时代的稳定和人身安全。这些群体享有苏联时代国家控制的工

资和价格、国家补贴优先经济部门的高额支出、免受与外国产业竞争的保

护以及福利计划的好处。在 1990 年代叶利钦时代，这些反改革团体组织

良好，通过强大的工会、国有企业董事协会和民选议会中的政党表达了他

们对改革的反对，这些政党的主要选区来自那些在经济改革中脆弱、容易

遭受伤害的群体。 

 

 

法令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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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2日，叶利钦作为兼任总理，制定了最全面的经济改革的法令组

合，从而规避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俄罗斯议会是

在1990年3月当选，是在苏联解体之前）。虽然这使叶利钦免于与苏联代表

讨价还价和争吵的前景，但也消除了对国家正确行动方针的任何有意义的

讨论。尽管如此，激进的改革继续面临一些严重的政治障碍。苏联时代的

中央银行仍然隶属于保守的最高苏维埃，后者继续支持反对叶利钦和总统

的社会主义政策。在 1992 年至 1993 年恶性通货膨胀的高峰期，中央银

行实际上试图通过在通货膨胀期间积极印钞更多来破坏改革。毕竟，俄罗

斯政府缺乏收入，被迫印钞为债务融资。结果，通货膨胀爆发为恶性通货

膨胀， 

 

 

危机 

 

 

宪法危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夺权力中心和经济改革性质

的斗争最终在 1993 年秋季的政治危机和流血事件中达到高潮。代表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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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进程的叶利钦遭到反对派的反对。面对对总统令的反对和弹劾威

胁，叶利钦于 9 月 21 日“解散”了议会，违反了现行宪法，并下令进行新

的选举和对新宪法的全民公决。俄罗斯议会随后宣布叶利钦被罢免，并任

命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y）于9 月 22 日上任为代理总

统。紧张局势迅速加剧，10 月 2 日至 10 月 3 日的街头骚乱后，事情达

到了顶峰。10 月 4 日，叶利钦命令特种部队和精锐部队冲进议会大楼，

即“白宫”。特种部队用坦克对抗议会捍卫者的轻武器力量，结果是毫无疑

问的。Rutskoy、Ruslan Khasbulatov和其他议会反对派投降并立即被捕入

狱。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为 187 人，受伤人数为 437 人。 

 

 

至此，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政治过渡期结束。1993 年 12 月全民公决通过

了新宪法。俄罗斯被赋予了强有力的总统制。激进的私有化继续进行。

1994 年 2 月 26 日，旧议会领导人虽然未经审判获释，但此后他们不再

公开参与政治。尽管最终会恢复与行政部门的冲突，但改建后的俄罗斯议

会被大大限制了权力。（有关 1993 年通过的宪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俄

罗斯宪法和政府结构。） 

 

 

第一次车臣战争 

 

 

1994年，叶利钦向车臣南部地区派遣了4万名士兵，以防止其脱离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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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莫斯科以南 1,000 英里（1,600 公里）的车臣人多数为穆斯林；他

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以反抗俄罗斯人为荣。车臣共和国民族主义总统焦哈

尔·杜达耶夫（Dzhokhar Dudayev）将他的共和国从俄罗斯联邦中撤出，

并于1991年宣布车臣独立。俄罗斯很快就陷入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一般的

泥潭。当俄罗斯人在 1995 年 1 月的前几周袭击车臣首都格罗兹尼时，大

约 25,000 名平民在这座被封锁的城市里面，被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空袭和

炮火袭击。大量使用大炮和空袭仍然是整个俄罗斯战役的主要战略。即便

如此，车臣军队还是劫持了数千名俄罗斯人质，同时也让士气低落、装备

简陋的俄罗斯军队蒙受了耻辱。到年底，俄罗斯军队还没有占领车臣首都

格罗兹尼。 

 

 

经过激烈的战斗，俄罗斯人终于在 1995 年 2 月成功控制了格罗兹尼。

1996年8月，叶利钦与车臣领导人达成停火协议，1997年5月正式签署和平

条约。但1999年冲突再度爆发，1997年的和平协议因此失去意义。这一次

的车臣叛乱被弗拉基米尔·普京镇压了。 

 

 

寡头的崛起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俄罗斯经济开放带来的新的资本主义机遇影响

了许多人的利益。随着苏联体制的瓦解，共产党、克格勃和共青团（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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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联盟）中地位优越的老板和技术官僚正在利用他们在苏联时代的权力

和特权获利。一些人悄悄清算了其组织的资产，并将收益秘密存放在海外

账户和投资中。其他人在俄罗斯创建了银行和企业，利用他们的内部地位

赢得独家政府合同和许可证，并以人为的低价、国家补贴的价格获得金融

信贷和供应，以便以高市场价值价格进行业务交易。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

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地位不高的年轻人在转型的经济和法律混乱中看到了

机会。1987 年至 1992 年间，自然资源和外币交易，以及高需求消费品的

进口，以及其基本替代品的国内生产，使这些先驱企业家迅速积累了大量

财富。反过来，新兴的以现金为基础、高度不透明的市场为大量有组织犯

罪团伙提供了温床。 

 

 

到 1990 年代中期，人脉最广的前任官长们积累了可观的财政资源，而另

一方面，最成功的企业家结识了政府官员和公共政治家。国有企业的私有

化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因为它让许多在 1990 年代初期获得财富的人有机

会将其转换为私有化企业的股份制。 

 

 

叶利钦政府希望通过私有化尽可能广泛地分散前国有企业的股份所有权，

为其政府和改革创造政治支持。政府使用免费券系统作为启动大规模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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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一种方式。但它也允许人们用现金购买私有化企业的股票。尽管最初

每个公民都收到了面值相等的代金券，但几个月后，大部分代金券都集中

在准备立即以现金购买的中间人手中。 

 

 

随着政府结束凭证私有化阶段并启动现金私有化，它制定了一个计划，它

认为这将同时加速私有化并为政府提供急需的现金注入以满足其运营需

求。根据这一在西方很快被称为“股票贷款”的计划，叶利钦政权拍卖了一

些最受青睐的企业（如能源、电信和冶金公司）的大量股票，作为银行的

贷款抵押品。 

 

 

为了换取贷款，国家交出了价值数倍的资产。根据交易条款，如果叶利钦

政府在 1996 年 9 月之前没有偿还贷款，贷方将获得该股票的所有权，然

后可以转售该股票或持有该企业的股权。第一次拍卖于 1995 年秋季举

行。拍卖本身通常以这样的方式举行，以限制银行竞拍股票的数量，从而

将拍卖价格保持在极低的水平。到 1996 年夏天，一些俄罗斯最大公司的

主要股份已经转移到少数几家大银行，从而使少数有实力的银行能够以惊

人的低价收购大公司的大量所有权股份。这些交易实际上是将宝贵的国有

资产赠送给少数实力雄厚、关系密切且富有的金融集团。 

 

 

股票贷款所帮助的巨大金融和工业力量的集中过程，扩展到了大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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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金融大亨之一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 Boris Berezovsky ) 控制

了几家银行和公司的主要股份，一段时间内对国家电视节目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别列佐夫斯基和其他控制着金融、工业、能源、电信和媒体大帝国

的超级富豪、人脉广泛的大亨被称为“俄罗斯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米哈

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弗

拉基米尔·波格丹诺夫、雷姆·维亚基列夫一起，瓦吉特·亚历克珀弗，

切尔诺梅尔金，维克多·维克塞尔伯格和米哈伊尔弗里德曼成为俄罗斯最

强大，最突出的寡头。 

 

 

在叶利钦时期猖獗的私有化期间，一个小集团利用他们在苏联时代最后几

天建立的关系来侵占俄罗斯的大量资源，寡头们成为该国最讨厌的人。西

方世界普遍主张迅速瓦解苏联计划经济，为“自由市场改革”让路，但后来

对“寡头”的新权力和腐败表示失望。 

 

 

1996年总统选举 

 

 

在竞选初期，人们认为叶利钦很难会再次当选；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明

（从一系列心脏病发作后恢复过来），而且行为不稳定、有时乖张。1996

年初竞选开始时，叶利钦的声望几乎为零。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反对

党、共产党在 1995 年 12 月 17 日的议会投票中已经取得胜利，其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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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根纳季·久加诺夫拥有强大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在农村和小城镇，并有

效地呼吁人们回忆起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和社会主义国内秩序的旧时

光。 

 

 

当民意调查显示生病的叶利钦总统很可能无法获胜时，叶利钦团队陷入恐

慌。他的随行人员敦促他取消总统选举，并从那时起有效地以独裁者的身

份进行统治。相反，叶利钦撤换了他的竞选团队，将关键角色分配给他的

女儿塔季扬娜·迪亚琴科，并任命阿纳托利·丘拜斯为竞选经理。丘拜斯

不仅是叶利钦的竞选经理，也是俄罗斯私有化计划的设计者，他开始利用

他对私有化计划的控制作为叶利钦竞选连任的关键工具。 

 

 

总统的核心圈子认为它只有很短的时间来采取私有化行动；因此，它需要

采取能够产生巨大和直接影响的步骤，使改革的逆转对他们的反对者来说

代价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丘拜斯的解决方案是拉拢潜在的强大利益集团，

包括企业董事和地区官员，以确保叶利钦的连任。 

 

 

企业董事在该计划中的地位对于维持该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管

理人员代表了该国最强大的集体利益之一；能够确保劳工不会在大规模罢

工浪潮中爆发的，是企业管理者。因此，政府并没有极力抵制“凭证私有

化”转变为所谓的“内部私有化”的趋势，即企业高级官员获得私有化企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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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例的股份。因此，丘拜斯允许关系密切的员工获得企业的多数股权。

这被证明是俄罗斯最广泛使用的私有化形式。四分之三的私有化企业选择

了这种方法，最常用的是代金券。 

 

 

寡头们的支持对叶利钦的连任竞选也至关重要。“股票贷款”赠品发生在 

1996 年总统大选前夕——当时看来久加诺夫可能会击败叶利钦。叶利钦和

他的随从让寡头们有机会攫取俄罗斯一些最令人向往的资产，以换取他们

在他的连任努力中的帮助。寡头们反过来回报了他们的恩惠。 

 

 

1996 年春天，随着叶利钦的人气低落，丘拜斯和叶利钦招募了一个由六名

俄罗斯主要金融家和媒体大亨（均为寡头）组成的团队，他们为叶利钦竞

选提供了 300 万美元的资金，并保证在电视和主要报纸上直接对叶利钦进

行正面报道，为总统的竞选战略服务。媒体描绘了俄罗斯在叶利钦和“回归

极权主义”之间做出决定性选择的画面。如果共产党候选人被选为总统，寡

头甚至发挥了内战的威胁。 

 

 

在该国的边远地区，叶利钦的竞选活动依赖于它与其他盟友的关系——当

地州长的赞助人-客户关系，其中大部分人是由总统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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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加诺夫竞选活动拥有强大的基层组织，但它根本无法与叶利钦竞选团队

所能提供的财政资源和赞助机会相提并论。 

 

 

叶利钦积极竞选，打消了人们对他健康的担忧；他利用在职的所有优势来

保持较高的媒体知名度。为了平息选民的不满，他声称他将放弃一些不受

欢迎的经济改革并增加福利支出，结束车臣战争，支付工资和养老金欠

款，并取消征兵制（他后来没有兑现他的竞选承诺，除了车臣战争在3 年

以后被停止）。叶利钦的竞选活动也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向俄罗斯

政府提供 100 亿美元贷款的推动。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是叶利钦和久加诺夫的自由派替代者。他呼吁受过

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将叶利钦视为无能的酒鬼，将久加诺夫视为苏联时代

的倒退者。叶利钦将亚夫林斯基视为威胁；叶利钦的核心支持者圈子努力

分裂政治话语，从而排除中间立场——并让选民相信只有叶利钦才能击败

共产主义“威胁”。选举变成了两人的比赛，缺乏叶利钦资源和财政支持的

久加诺夫不幸地看着他最初的强大领先优势被削弱。 

 

 

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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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第一轮投票的选民投票率为 69.8%。根据6月17日公布的选举结

果，叶利钦赢得了35%的选票；久加诺夫赢了 32%；前民粹主义将军亚历山

大·勒贝德( Aleksandr Lebed)出人意料地高达 14.5%；自由派候选人格

里高利·亚夫林斯基 7.4%；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

5.8%；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0.5%。在没有候选人获得绝对多

数票的情况下，叶利钦和久加诺夫进入了第二轮投票。与此同时，叶利钦

任命莱别德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安全理事会秘书，从而吸纳了大部分选

民。 

 

 

最终，叶利钦的选举策略得到了回报。在 7 月 3 日的决选中，叶利钦以 

68.9% 的投票率赢得了 53.8% 的选票，久加诺夫赢得了 40.3% 的选票，

其余的 (5.9%) 投票“反对所有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共

同为现任总统提供了超过一半的支持，但他在乌拉尔以及北部和东北部的

大城市也表现出色。叶利钦在俄罗斯南部的工业中心地带输给了久加诺

夫。该国南部地区被称为“红带”，突显了苏联解体以来共产党在选举中的

韧性。 

 

 

虽然叶利钦承诺，他会放弃他不受欢迎的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并增加

公共支出，以帮助承受资本主义改革的痛苦的人，但是，——在他当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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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内，叶利钦发布了取消几乎所有这些承诺的法令。 

 

 

刚刚大选结束后，叶利钦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越来越不稳定。因此，他

的许多行政职能都交给了一群顾问（其中大多数与寡头有密切联系）。 

 

 

金融崩溃 

 

 

1998 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始于1997 年 7 月的亚洲金融危机，加剧了俄罗斯

持续的经济危机。鉴于世界大宗商品价格随之下跌，严重依赖石油等原材

料出口的国家是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石油、天然气、金属和木材占俄

罗斯出口的 80% 以上，使该国容易受到世界价格波动的影响。石油也是政

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这对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外汇储备以及最终卢布的价

值带来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卢布面临的压力反映了经济疲软，导致卢布贬值。由于金融不稳定和政府

能力下降，大规模逃税继续并加速。这进一步减少了政府收入，很快，中

央政府发现自己无法偿还积累的巨额贷款，最终甚至无法支付员工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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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停止向供应商及时支付工资、养老金和债务；当工人获得报酬时，通

常是用易货商品而不是卢布。煤矿工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他们在夏季

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封锁了跨西伯利亚铁路长达几个星期，有效地将国

家一分为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除了要求工资外，还增加了要求叶利

钦辞职的呼声。 

 

 

3 月，一场政治危机爆发，叶利钦于 3 月 23日突然罢免了总理维克

多·切尔诺梅尔金及其整个内阁。叶利钦任命一位几乎不为人知的技术官

僚、现年 35 岁的能源部长谢尔盖·基里延科为代理总理。俄罗斯观察员

对基里延科的年轻和缺乏经验表示怀疑。杜马（俄罗斯议会）两次拒绝了

他的提名。只有在叶利钦威胁要解散立法机关的长达一个月的对峙之后，

杜马才在 4 月 24日的第三次投票中确认了基里延科。 

 

 

基里延科任命了一个坚决致力于阻止俄罗斯货币贬值的新内阁。寡头们强

烈支持基里延科维持汇率的努力。高汇率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少的卢布来购

买进口商品，尤其是奢侈品。 

 

 

为了支撑货币并阻止资本外逃，基里延科将利率提高到 150%，以吸引买家

购买政府债券。但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油价暴跌的担忧已经促使投资者

撤出俄罗斯。到 1998 年年中，很明显俄罗斯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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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来维持其汇率。 

 

 

俄罗斯危机在西方引起了恐慌。向俄罗斯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不是长久之

计，但美国尤其担心，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叶利钦政府将

无法在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中幸存下来。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财政部

长罗伯特·鲁宾也担心俄罗斯的崩溃可能会在世界货币市场上造成恐慌

（这确实导致了美国一家主要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于 7 月 13 日批准了 226 亿美元的紧急贷款。 

 

 

尽管有资金救助，俄罗斯每月支付的利息仍然远远超过其每月的税收收

入。意识到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尽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投

资者仍继续逃离俄罗斯。数周后，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卢布再次贬值，政

府陷入自生自灭的陷阱。为了偿还贷款的利息，它需要筹集更多的现金，

这是通过外国借款来实现的。随着贷款人越来越确定政府无法履行其义

务，他们要求更高的利率，从而加深了陷阱。最终泡沫破灭。 

 

 

8月17日，基里延科政府和中央银行被迫暂停支付俄罗斯外债90天，重组国

家全部债务，并使卢布贬值。由于俄罗斯人疯狂地寻求购买美元，卢布价

值开始自由落体。西方债权人损失惨重，俄罗斯新兴银行业的很大一部分

被摧毁，因为许多银行都有大量美元借款。外资纷纷出逃，金融危机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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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所未有的资金外逃。 

 

 

政治后果 

 

 

金融崩溃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因为叶利钦在国内支持逐渐消失的情况

下，不得不与议会中胆大妄为的反对派作斗争。一周后，也就是 8 月 23 

日，叶利钦解雇了基里延科，并宣布他打算让切尔诺梅尔金重新上任，因

为该国已经陷入更深的经济动荡之中。强大的商业利益集团担心可能导致

的另一轮改革，欢迎基里延科的倒台，共产党也是如此。 

 

 

随着健康状况恶化，叶利钦开始失去控制权，他希望切尔诺梅尔金回来，

但立法机关拒绝批准。在杜马议会两次拒绝了切尔诺梅尔金的候选资格

后，叶利钦的权力明显在减弱，他让步了。相反，他提名了外交部长叶夫

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担任总理，后者在 9 月 11 日获

得了杜马的压倒性批准。 

 

 

普里马科夫的任命恢复了政治稳定，因为他被视为能够弥合俄罗斯利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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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之间裂痕的妥协候选人。普里马科夫也受到了大众的热情欢迎。普里马

科夫承诺将支付工资和退休金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并邀请议会主要派系

的成员进入他的内阁。 

 

 

共产党人和工会主义者于 10 月 7 日举行了全国性罢工，并呼吁叶利钦总

统辞职。10月9日，同样饱受歉收之苦的俄罗斯呼吁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包

括粮食。 

 

 

恢复 

 

 

俄罗斯以惊人的速度从 1998 年 8 月的金融危机中复苏。复苏的很大一部

分原因是 1999-2000 年世界石油价格迅速上涨（正如世界市场能源价格下

跌加深了俄罗斯的金融困境一样），因此俄罗斯在 1999 和 2000 年出现

了大量贸易顺差。另一个原因是食品加工等国内产业受益于卢布贬值，导

致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因此国内消费者更加倾向于购买本国加工的食

品等）。此外，由于俄罗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易货交易和其他非货

币交换工具，金融崩溃对许多生产者的影响远小于经济依赖银行系统时的

影响。最后，经济得到了注入现金的帮助。由于企业能够偿还拖欠的工资

和税收，这反过来又使消费者对俄罗斯工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上升。2000 

年，随着企业增加工人，失业率多年来首次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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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该国的政治和社会平衡直到今天仍然脆弱，而权力仍然是高度

个人化的商品。其经济体系仍然软弱，例如，如果世界石油价格急剧下

跌，俄罗斯经济就会立刻受到衰退的影响。 

 

 

继任危机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 (Yevgeny Primakov) 并没有在他的总理职位上待

多久。当普里马科夫的实力和声望正在增加的时候，叶利钦开始怀疑他，

并于 1999 年 5 月解雇了他，当时他上任仅八个月。叶利钦随后任命谢尔

盖·斯捷帕申（Sergei Stepashin）接替他，后者曾担任FSB（克格勃的继

任机构）负责人，后来担任内政部长。杜马在第一轮投票中以较大优势确

认了他的任命。 

 

 

Stepashin 的任期甚至比 Primakov 还要短。1999年8月，叶利钦再次突然

罢免政府，任命弗拉基米尔·普京为新政府内阁领导人候选人。与 

Stepashin 一样，普京也有秘密警察的背景，曾在外国情报部门工作，后

来担任 FSB 负责人。叶利钦甚至宣布他将普京视为总统的继任者。杜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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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优势投票批准任命普京。 

 

 

被任命时，普京是一位相对不为人知的政治家，但他很快在公众舆论和叶

利钦的评价中确立了自己作为值得信赖的政府首脑的地位，这主要归功于

第二次车臣战争。就在叶利钦任命普京为总理候选人几天后，车臣军队在

车臣附近的俄罗斯自治州达吉斯坦与俄罗斯军队交战。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里，数百人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公寓楼爆炸事件中丧生，俄罗斯当局将

这些爆炸事件归咎于车臣叛乱分子。作为回应，俄罗斯军队于 1999 年 9 

月下旬进入车臣，开始了第二次车臣战争。当时的俄罗斯公众对恐怖分子

的爆炸案感到愤怒，广泛支持战争。这种支持转化为普京在车臣采取果断

行动的人气越来越高。 

 

 

在接近普京的政治力量在1999 年12月的俄罗斯议会选举中取得成功后，叶

利钦显然对普京有足够的信心，他于 12 月 31 日辞去总统职务，距离他

的任期届满还有六个月。这让普京成为代总统，也让普京有充分的机会将

自己定位为2000年3月26日举行的俄罗斯总统大选的领跑者，他赢得了大

选。车臣战局在这场俄罗斯总统竞选中占有突出地位。2000年2月，俄罗斯

军队进入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大选前一周，普京乘坐战斗机飞往车臣，宣

布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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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时代 

 

 

2000年8月，俄罗斯潜艇K-141库尔斯克号发生爆炸，导致潜艇沉没在巴伦

支海浅海区。俄罗斯组织了一场激烈但忙碌的尝试行动来拯救船员，整个

徒劳的努力都被无法解释的秘密所包围。这一点，以及对这一事件的最初

反应缓慢，尤其是对来自外国的、关于拯救船员的、救援帮助的缓慢应

对，给政府和普京总统个人带来了很多批评。 

 

 

2002 年 10 月 23 日，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占领了莫斯科剧院。在所谓的莫

斯科剧院人质危机中，里面的 700 多人被劫为人质。分离主义分子要求俄

罗斯军队立即从车臣撤出，并威胁说如果当局试图进入剧院，就炸毁大

楼。三天后，在人质被催眠毒气制服后，俄罗斯突击队冲进了大楼，射杀

了失去知觉的武装分子，并在此过程中用催眠毒气杀死了 100 多名平民人

质。在剧院人质事件之后，普京开始重新努力消除车臣起义。政府取消了

预定的撤军计划，用士兵包围了车臣难民营，并增加了对分离主义阵地的

袭击频率。 

 

 

车臣武装分子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加强游击行动并对联邦直升机进行火箭

袭击。发生了几起引人注目的袭击事件。2004 年 5 月，车臣分离主义分

子暗杀了亲俄车臣领导人艾哈迈德·卡德罗夫（Akhmad Kadyrov），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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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月前在俄罗斯当局主持的选举中成为车臣总统。2004 年 8 月 24 

日，两架俄罗斯飞机遭到轰炸。紧随其后的是别斯兰学校的人质危机，车

臣分裂分子劫持了 1,300 名人质。最初公众对车臣战争的高度支持已经下

降。 

 

 

普京在私有化过程中挑战了几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寡头（尤其是弗拉基米

尔·古辛斯基、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他们据称通过非法计划获得了大量国有资产。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被

迫离开俄罗斯并放弃部分资产。霍多尔科夫斯基在俄罗斯被判入狱，并失

去了他的YUKOS公司，该公司以前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生产商。根据 

Levada-Center 的另一项民意调查，普京反对寡头的立场普遍受到俄罗斯

人民的欢迎，尽管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监禁主要被视为政府官员接管其石

油公司行动的一部分（根据另一项民意调查）。 

 

 

这些对抗还导致普京控制了以前由寡头拥有的俄罗斯媒体。2001 年和 

2002 年，电视频道NTV（原为古辛斯基所有）、TV6和TVS（由别列佐夫斯

基所有）均被忠于普京的媒体集团接管。类似的收购也发生在印刷媒体

上。 

 

 

普京的受欢迎程度源于他作为强大领导人的声誉，与其前任的不受欢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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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鲜明对比，但这取决于经济复苏的持续性。普京上台的时机非常理想：

1998 年卢布贬值，刺激了国内商品的需求，而世界石油价格却在上涨。事

实上，在他担任总统的七年期间，实际 GDP 平均每年增长 6.7%，平均收

入实际每年增长 11%，联邦预算的持续正平衡使政府能够削减 70% 的外债

（根据复杂战略研究所）。因此，许多人认为普京时代的复苏是他的功

劳，但他抵御突然的经济衰退的能力从未经受过考验。普京轻松地赢得了

2004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期间没有任何重大竞争。 

 

 

一些研究人员断言，今天大多数俄罗斯人已经开始对1991 年苏联的解体感

到遗憾。甚至连鲍里斯·叶利钦精心挑选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也一再表示，苏联统治的垮台带来的收益很少，但却给

大多数俄罗斯公民带来了很多麻烦问题。例如，在 2004 年 2 月的竞选演

讲中，普京称苏联解体是“大规模的民族悲剧”，“只有共和国的少数精英和

民族主义者从中获益”。他补充说：“我认为前苏联和后苏联空间的普通公

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人们面临着大量的问题。”  

 

 

普京的国际声望在有争议的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期间在西方遭受重大打

击。普京在大选前曾两次访问乌克兰，以表明他支持亲俄的维克多·亚努

科维奇，反对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维克多·尤先科。当乌克兰大选

官方结果还没有正式揭晓的时候，他就祝贺亚努科维奇，随后白俄罗斯总

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也迅即对亚努科维奇表达祝贺。普京还发表言论

说，反对乌克兰重新进行有争议的第二轮选举。亚努科维奇因涉嫌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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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欺诈而获胜。第二轮最终重新进行；尤先科赢得了这一轮，并最终在 

2005 年 1 月 10 日被宣布获胜。在西方，对俄罗斯处理或干涉乌克兰选

举的反应唤起了冷战的回响，但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保持稳定。 

 

 

2004年3月14日，普京当选第二任总统任期，获得了71%的选票。别斯兰学

校人质危机发生在2004年9月，其中数百人丧生。俄罗斯媒体和国际媒体的

许多人警告说，2002 年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期间，特种部队在救援行动中

造成 130 名人质死亡，这将严重损害普京总统的声望。然而，2004年针对

恐怖分子的围攻战斗结束后不久，俄罗斯总统的公众支持率创下历史新高

——83% 的俄罗斯人表示他们对普京及其对围攻的处理感到满意。 

 

 

2005 年，俄罗斯政府以现金支付取代了苏联时代广泛的实物福利——例如

免费交通以及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暖气和其他公用事业的补贴。被称为货

币化的福利改革一直不受欢迎，并在俄罗斯各个城市引发了一波示威浪

潮，成千上万的退休人员抗议失去他们的福利。这是普京执政期间第一次

发生这样的抗议浪潮。改革损害了俄罗斯政府的声望，但普京个人仍然很

受欢迎，支持率为77%。 

 

 

苏联解体后、普京崛起前的近 10 年是俄罗斯动荡的时期。在2005年克里

姆林宫的一次演讲中，普京将苏联解体描述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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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普京阐述道：“而且，分裂的流行病感染了俄罗斯本身。”在普京执政

之前的时期，该国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安全网已经消失，预期寿命下降。

2005年，启动了国家优先项目，以改善俄罗斯的医疗保健、教育、住房和

农业。 

 

 

俄罗斯当时的首富、尤科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

斯基( Mikhail Khodorkovsky ) 因欺诈和逃税而继续受到刑事起诉，被国

际媒体视为普京对霍多尔科夫斯基向克里姆林宫的自由派和共产主义反对

者捐款的报复。普京政府说霍多尔科夫斯基正在“腐蚀”杜马议会的很大一

部分，以防止其修改税法。最终，Khodorkovsky 被捕，Yukos 破产，公司

资产以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被拍卖，最大的股份被俄罗斯国有公司Rosneft

收购。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命运被视为俄罗斯更广泛地转向国家资本主义制

度的标志。这一点，在2014年7月被突显；当时，尤科斯公司股东在海牙国

际常设仲裁法庭获得了500亿美元的赔偿。 

 

 

2006 年 10 月 7 日，在普京生日那天，揭露俄罗斯军队腐败及其在车臣

行为的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 Anna Politkovskaya)在她公寓楼的

大厅里被枪杀。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之死引发了国际批评，指责普京未能保

护该国新的独立媒体。普京本人说，她的死比她的报道文章给政府带来的

问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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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异议者游行”由反对派团体“另一个俄罗斯”组织，由前国际象棋

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和国家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爱德华·利莫诺夫领导。

在事先发出警告后，俄罗斯几个城市的示威活动遭到警察的打击，其中包

括干扰抗议者的出行，并逮捕了多达 150 名试图突破警察防线的人。 

 

 

2007年9月12日，普京应总理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的要求解散了政府内

阁。弗拉德科夫评论说，这是为了让总统在议会选举前夕“放手”。维克

多·祖布科夫被任命为新总理。 

 

 

2007年12月，根据选举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议会竞选中赢

得了64.24%的选票。许多人认为统一俄罗斯党在 2007 年 12 月的选举中

获胜，表明当时的俄罗斯领导层及其政策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 

 

 

普京被宪法禁止连任第三个任期。2008 年 5 月 8 日，第一副总理梅德韦

杰夫（Dmitry Medvedev）当选为普京的继任者。在将其总统职位移交给梅

德韦杰夫仅一天后的权力转换行动中，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维持其

政治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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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科索沃宣布独立，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明显恶化。它还见证了南

奥塞梯对格鲁吉亚的战争，随后格鲁吉亚试图接管南奥塞梯的分离地区。

俄罗斯军队进入南奥塞梯并迫使格鲁吉亚军队返回，俄罗斯随后在这片领

土上建立了控制权。2008年秋，俄罗斯单方面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

立。普京曾表示，克服世界经济危机给俄罗斯带来的后果是他第二次担任

国家领导人的两大成就之一。另一个是在 1990 年代开始的长期人口崩溃

之后，俄罗斯在 2008 年至 2011 年间稳定了人口规模。 

 

 

在2011 年 9 月 24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梅德韦杰夫

正式提议普京竞选 2012 年总统职位，普京接受了这一提议。鉴于统一俄

罗斯党在俄罗斯政治中几乎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普京

已获得第三个任期。预计此举将使梅德韦杰夫在 12 月的议会选举中被列

于统一俄罗斯党的选票上，其目标是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任期结束时成为总

理。 

 

 

2011 年 12 月 4 日议会选举后，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抗议涉嫌选举舞

弊，这是普京时代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者批评普京和统一俄罗斯

党，并要求取消选举结果。这些抗议引发了对社会颜色革命的恐惧。据

称，普京在 2005 年至 2012 年期间组织了一些忠于自己和统一俄罗斯党

的准军事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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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4 日，普京在2012 年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赢得了63.6% 的选

票，尽管人们普遍指责其操纵选票。反对派团体指责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

欺诈。虽然公开了使选举透明化的努力，包括在投票站使用网络摄像头，

但俄罗斯反对派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国际观察员批评了投票的程序性

问题，其中存在违规行为。 

 

 

反普京抗议活动发生在总统竞选期间和之后。最臭名昭著的抗议活动是2 

月 21 日的Pussy Riot表演，和随后的审判。5 月 6 日，估计有 8,000-

20,000 名抗议者聚集在莫斯科，80 人在与警察的对抗中受伤，450 人被

捕，第二天又有 120 人被捕。 

 

 

2012 年和 2013 年，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支持在圣彼得堡、阿尔汉格尔斯

克和新西伯利亚针对同性恋（LGBT）社区制定更严格的立法；2013年6月，

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名为《俄罗斯同性恋宣传法》的法律，该法反

对“同性恋宣传”（禁止彩虹旗等符号以及含有同性恋内容的出版作品）。

在回应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立法的担忧时，普京要求批评者指出该法律是“禁

止宣传恋童癖和同性恋”，他表示，参加2014 年冬季奥运会的同性恋游客

应该“不要碰孩子们”，但他否认在俄罗斯存在对同性恋者的任何“专业、职

业或社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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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吞并克里米亚 

 

 

2014 年 2 月 22 日，乌克兰亚努科维奇政府因2014 年乌克兰颜色革命而

垮台，俄罗斯政府称乌克兰的这场颜色革命为外国支持的代理人运动。同

一天，根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说法，他召集了他的军事领导人

进行通宵会议，在会议结束时，他命令他们“开始将克里米亚带回俄罗斯的

工作”。到2月27日，在乌克兰境内的、没有穿军服标记的俄罗斯军队正在

对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边界和乌克兰军事基地进行封锁，并武装

控制了其地区议会。 

 

 

乌克兰新政府成立并计划于 2014 年 5 月举行新的选举。3 月 1 日，流

亡国外的维克多·亚努科维奇要求俄罗斯使用军事力量“建立合法性、和

平、法律和秩序、稳定局面，和捍卫乌克兰人民”。当天，弗拉基米尔·普

京请求并获得俄罗斯议会授权，将俄罗斯军队部署到乌克兰应对危机，并

在一天内完全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 

 

 

2014 年 3 月 6 日，克里米亚议会投票通过“以俄罗斯联邦主体的权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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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俄罗斯联邦”，随后举行全民公决，询问这些地区的人民是否愿意作为联

邦主体加入俄罗斯，或如果他们想恢复1992 年的克里米亚宪法和克里米亚

作为乌克兰一部分的地位。虽然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公投以压倒性多数通

过，但投票结果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并得到其他人的赞同。克里米亚和塞瓦

斯托波尔正式宣布独立为克里米亚共和国，并要求他们被接纳为俄罗斯联

邦的成员。2014年3月18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签署了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

波尔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尽管联合国大会投票赞成一项不具约

束力的声明，反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 

 

 

与西方的关系 

 

 

俄罗斯独立初期，俄罗斯对外政策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指南，

强调与西方合作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并从西方寻求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以支持国内经济改革。  

 

 

然而，尽管俄罗斯领导人现在将西方描述为其天然盟友，但他们努力确定

与东欧各个国家的新关系，以及与南斯拉夫解体后形成的众多新国家的关

系，以及与整个东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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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反对北约在1997年扩大、吸收捷克共和国，波兰和匈牙利的前苏联

集团国家，尤其是2004年第二次北约东扩到波罗的海国家。1999年，俄罗

斯反对北约在两个月内轰炸南斯拉夫一事；但后来于 1999 年 6 月加入了

巴尔干地区的北约维和部队。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关系也玷污了与西方的关系。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是一名威权主义领导人，他对与

俄罗斯结盟表现出很大兴趣，对深化与不断扩大的北约的关系或实施西方

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毫无兴趣。1996 年 4 月 2 日，俄罗斯和白俄

罗斯缔结了联盟协议。该协议后来被进一步加强，1997 年 4 月 3 日成为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1998 年 12 月 25 日和 1999 年进一步更紧密地

加强了联盟。 

 

 

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通过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为满足中国日益

增长的能源需求而建设跨西伯利亚石油管道，寻求加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关系。他还多次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媒体上露面，两人称对方为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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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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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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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ltic_Tiger 

 

 

波罗的海“虎” 

 

 

波罗的海之虎是一个术语，用来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

罗的海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在其经济繁荣时期，从 2000 年开始，一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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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到 2006-2007 年。该术语以亚洲四小虎、塔特拉虎和凯尔特虎为蓝本，

后者分别用于描述亚洲、斯洛伐克和爱尔兰部分地区的经济繁荣时期。 

 

 

概述 

 

 

在经济上，随着政治变革和民主转型，作为法治国家，以前的命令经济通

过立法转变为市场经济，并建立或更新了主要的宏观经济因素：预算规

则、国家审计、国家货币，中央银行。一般来说，他们很快就遇到了以下

问题：高通胀、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和高政府债务。到2000年，所考察

地区的通货膨胀率较快地下降到5%以下。与此同时，这些经济体也趋于稳

定，在2004年至2013年之间都加入了欧盟。这对他们提出了新的宏观经济

要求；马斯特里赫特标准成为加入欧盟后的义务责任。 

 

 

2000年以后，波罗的海四虎经济体实施了重要的经济改革和自由化，加上

其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熟练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和经济增长。

2000 年至 2007 年间，波罗的海之虎国家的增长率在欧洲最高。例如，

2006 年，爱沙尼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10.3% ，而拉脱维亚增长了 

11.9%，立陶宛增长了 7.5%。到 2006 年 2 月，这三个国家的失业率都低

于欧盟平均水平。此外，爱沙尼亚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十个经济体之一，并

于 2006 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从中上收入经济体转变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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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均于2004 年 5 月加入欧盟。爱沙尼亚于 2011 年 1 月采用欧元，

拉脱维亚于 2014 年，立陶宛于 2015 年加入欧元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波罗的海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导致欧洲出现

了一些最严重的衰退。2008 年，拉脱维亚的 GDP 下降了 -4.6%，爱沙尼

亚的 GDP 下降了 -3.6%，而立陶宛则放缓至 3.0%。随着危机席卷东欧和

中欧，经济逆转加剧：爱沙尼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16.2%，拉脱维

亚的-19.6%，立陶宛的-16.8%。到 2009 年年中，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世

界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 

 

 

2010 年波罗的海国家的经济形势趋于稳定，2011 年波罗的海国家在通过

移民，尤其是立陶宛，大量人口流失后经历了欧盟最快的复苏。2011年爱

沙尼亚GDP增长8.3%，立陶宛GDP增长5.9%，拉脱维亚GDP增长5.5%。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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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eakup_of_Yugoslavia 

 

 

南斯拉夫解体 

 

 

南斯拉夫解体是发生于1990年代初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和冲突的结果。在经

历了 1980 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

组成共和国分裂了，但悬而未决的问题引发了南斯拉夫族群间的激烈战

争。战争主要影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的邻近地区，以及几

年后的科索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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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南斯拉夫被设置为六个共和国联邦，

沿着民族和历史线绘制边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马其

顿，黑山，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此外，塞尔维亚境内还建立了两个自

治省：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

分支和统治精英，任何紧张局势都在联邦层面得到解决。南斯拉夫的国家

组织模式，以及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相对成功；该

国在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Josip Broz Tito) 的独裁统治下，在 1980 

年代之前经历了一段强劲的经济增长和相对稳定的政治时期。1980 年他去

世后，削弱了的联邦政府体系无法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和政治挑战。 

 

 

在 1980 年代，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从1981 年的抗议活动开始要求授予

他们自治省的组成共和国地位。在整个十年中，阿尔巴尼亚人和科索沃塞

族人之间的种族紧张局势一直很严重，这导致塞族人越来越反对高度自治

省和南斯拉夫联邦层面的无效共识体系，这被视为塞族利益的障碍。1987 

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上台，通过一系列民粹主义运动，

实际上控制了科索沃、伏伊伏丁那和黑山，为他的中央集权主义政策赢得

了塞尔维亚人的高度支持。米洛舍维奇遭到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西部共

和国政党领导人的反对，他们还主张根据 1989年东欧革命，使该国更加民

主化。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联盟于 1990 年 1 月沿联邦线解散。共和共产主

义组织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 

 

 

1990 年，社会主义者（前共产党人）在全国举行的第一次多党选举中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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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输给了民族分裂主义政党，但米洛舍维奇及其盟友在塞尔维亚和黑山除

外。各方的民族主义言论越来越激烈。1991 年 6 月至 1992 年 4 月期

间，四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只有塞尔维亚和黑山仍保持联邦），但塞尔维

亚和黑山以外的塞族以及克罗地亚以外的克罗地亚族的地位仍未解决。在

一系列种族间事件之后，南斯拉夫战争接踵而至，首先是在克罗地亚，然

后最严重的是在多民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在该地区造成的经济

和政治损害在几十年后仍然存在。 

 

 

在政治学中，这些事件和周边问题被描述为“巴尔干化”。 

 

 

=================================================================

================= 

 

 

背景 

 

 

南斯拉夫占据了巴尔干半岛的很大一部分，包括亚得里亚海东海岸的一块

土地，从中欧的里雅斯特湾向南延伸到博亚纳河口以及内陆的普雷斯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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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向东延伸至内陆、到多瑙河上的铁门、以及巴尔干山脉中的米朱尔

山；因此包括很大一部分欧洲东南部，与种族冲突的历史的区域。 

 

 

造成不和的重要因素涉及当代和历史因素，包括南斯拉夫王国的形成，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一次分裂和随后的种族和政治战争、以及种族灭

绝，还有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大克罗地亚主义和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思想；

以及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相互矛盾的观点，以及新统一的德国单方面承认

分离的共和国。 

 

 

==================== 

 

 

二战之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的紧张局势首先源于君主制南斯拉夫的多民

族构成、以及塞尔维亚人在政治和人口方面的相对支配地位。紧张局势的

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新国家存在着不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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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们设想一个联邦模型，他们期望在

其中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超过他们原来在奥匈帝国中所处的地位。以前，

在奥匈帝国统治下，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仅在教育、法律、宗教和 

45% 的税收方面享有自主权。 

 

 

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倾向于将领土视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盟

国的正当奖励并将新国家作为塞尔维亚王国的延伸。 

 

 

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紧张局势经常导致爆发公开冲突，塞尔维

亚人主导的国家安全机构在选举期间实施压迫政策，克罗地亚政治领导人

在国民议会被暗杀，包括反对塞尔维亚君主专制主义的斯捷潘·拉迪奇。

暗杀和侵犯人权是人权联盟关注的主题，并引发了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

坦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抗议之声。正是在这种压迫的环境中，形成了激进的

叛乱组织（后来的法西斯独裁统治）Ustaš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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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国的紧张局势被纳粹轴心国占领军利用，该国

建立了一个克罗地亚傀儡国家，覆盖了当今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的大部分地区。轴心国将Ustaše （乌斯塔谢）任命为克罗地亚独立国

的领导组织。 

 

 

Ustaše 决心将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视为塞尔维亚扩张主义的第五纵队，并奉

行迫害塞尔维亚人的政策。该政策规定，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将

被杀害，三分之一被驱逐，三分之一皈依天主教并被同化为克罗地亚人。 

 

 

相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桑扎克，塞尔维亚族人的“南

斯拉夫祖国军”实施Moljević（“在我们的国家及其边界”）计划，针对非塞

族人进行迫害运动。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下达命令，其中包括“净化和清

洗国家的理解与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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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穆斯林都被纳粹党卫军招募为士兵（主要是在第13

武装山地师）。与此同时，前保皇党人米兰内迪奇将军被纳粹轴心国任命

为傀儡政府首脑，当地塞族人被招募到盖世太保和塞尔维亚志愿军，后者

与德国武装党卫军有联系。这两个南斯拉夫民族叛徒组织都面临南斯拉夫

共产党人的挑战，并最终被共产党人击败。共产党人领导的反法西斯游击

队涵盖了南斯拉夫各民族成员组成的运动，导致二战以后形成南斯拉夫社

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战后南斯拉夫官方估计，二战期间南斯拉夫的受害者人数为 1,704,000 

人。历史学家Vladimir Žerjavić和Bogoljub Kočović在 1980 年代收集的

后续数据表明，实际死亡人数约为 100 万。其中，有 330,000 至 

390,000 名塞族人因各种原因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丧生。这些历史学家

还确定了南斯拉夫各地有 192,000 至 207,000 名克罗地亚族人和 86,000 

至 103,000 名穆斯林死亡。 

 

 

===================== 

 

 

二战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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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初解体之前，南斯拉夫是一个地区性的工业强国，也是经济上

的成功者。从 1960 年到 1980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 

6.1%，医疗免费，识字率为 91%，预期寿命为 72 岁。1991年之前，南斯

拉夫的武装部队是欧洲装备最好的军队之一。 

 

 

南斯拉夫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横跨东西方之间。此外，其独裁领导人，约

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是替代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或

“77国集团”的基本创始人之一。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充当了西方和苏联

之间的缓冲国，也阻止了苏联在地中海取得立足点。 

 

 

由于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不满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支持“民族自决”的愿望，

南斯拉夫中央政府的控制开始放松。这导致科索沃成为塞尔维亚的一个自

治区，由1974 年宪法立法。该宪法打破了首都与伏伊伏丁那（南斯拉夫有

大量少数民族的地区）和科索沃（有大量阿尔巴尼亚族人口）的自治区之

间的权力。 

 

 

尽管二战以后的新南斯拉夫采用了联邦结构，但联邦主义者（主要是主张

更大自治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与单一主义者（主要是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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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仍然存在紧张关系。斗争将发生在为争取更大的个人和国家权利

（例如克罗地亚之春）和随后的镇压而进行的抗议循环中。1974 年的宪法

试图通过巩固联邦模式和使国家权利正规化来结束这种冲突模式。 

 

 

放松控制基本上使南斯拉夫变成了事实上的邦联，这也对联邦内政权的合

法性施加了压力。自 1970 年代后期以来，南斯拉夫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

间不断扩大的经济资源差距严重破坏了联邦的团结。 

 

 

最发达的共和国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拒绝按照 1974 年宪法的规定限制

其自治的企图。1987 年斯洛文尼亚的舆论认为，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经

济机会比在南斯拉夫内部要好。 

 

 

也有一些地区在南斯拉夫联邦架构内得不到任何经济利益；例如，科索沃

自治省不发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战后初期南斯拉夫平均水平的 47% 下

降到 1980 年代的 27%。它突显了南斯拉夫内、不同组成地区之间生活质

量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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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方的贸易壁垒和1973 年的石油危机，南斯拉夫的经济增长受到抑

制。由于该政权获得了大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南斯拉夫随后

陷入了沉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作为获得贷款的条件，IMF要求南斯

拉夫实施“市场自由化”。到 1981 年，南斯拉夫的外债已达 199 亿美元。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失业率，到 1980 年为 100 万人。这个问题因普

遍的“南方生产力低下”而加剧，这不仅加剧了南斯拉夫的经济困境，而且

进一步激怒了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 

 

 

=================================================================

================= 

 

 

原因 

 

 

======================= 

 

 

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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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八个联邦实体的聚集体，大致按种族划

分，其中包括6个组成共和国：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克罗地亚, 

马其顿， 

黑山， 

塞尔维亚和 

斯洛文尼亚 

——以及塞尔维亚境内的两个自治省： 

伏伊伏丁那 

科索沃。 

 

 

随着1974年宪法实行以后，原有的南斯拉夫总统职位被新的南斯拉夫复杂

总统制度所替换；一个八人组成的、集体领导的状态形成。这八人来自，

——六个组成共和国的代表，以及，有争议的是，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

国的两个自治省，SAP科索沃 和 SAP伏伊伏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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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于 1945 年成立以来，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SR 塞尔维亚）包括 SAP 科索沃和 SAP 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随着 

1974 年宪法的颁布，SR 塞尔维亚中央政府对这两个自治省的影响力大大

降低，这赋予了它们长期寻求的自治权。SR塞尔维亚政府在制定和执行适

用于两省的决定方面受到限制。两省在南斯拉夫总统制、八人委员会中各

有一票，但它们并不总是支持有利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体的政策选择。在

塞尔维亚，人们对这些发展非常不满，公众的民族主义分子将其视为“塞尔

维亚的分裂”。1974 年的南斯拉夫新宪法不仅加剧了塞尔维亚对“弱塞尔维

亚，强南斯拉夫”的恐惧，而且，也触及了塞尔维亚民族情绪的核心。大多

数塞尔维亚人将科索沃视为“国家的摇篮”，并且不会接受它被大多数阿尔

巴尼亚族人夺走的可能性。 

 

 

为了确保他的遗产，铁托在南斯拉夫1974年宪法中建立了一个为期一年的

总统制度，由八位共和国和自治省的领导人轮流担任。铁托去世以后的南

斯拉夫政治局势表明，这样的短期任期制度是非常无效的。从本质上讲，

它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在 19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权力松散

开放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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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之死和共产主义的削弱 

 

 

1980 年 5 月 4 日，南斯拉夫的国家广播电台宣布了铁托的死讯。他的死

消除了许多国际政治观察家认为的南斯拉夫的主要统一力量。随后南斯拉

夫的种族紧张局势开始加剧。在南斯拉夫出现的危机与弱化，以及整个东

欧共产主义国家政权的衰落，最终导致冷战结束，导致柏林墙于1989年倒

塌。在南斯拉夫，国家共产党、官方称为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联盟”，已

经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力量。 

 

 

1986 年，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学院(SANU) 起草了有争议的SANU 备忘录，

抗议塞尔维亚中央政府的削弱，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塞尔维亚自治省、SAP 科索沃，塞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之间的问题呈

指数增长。这一点，再加上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整体的经济问题，导致塞尔

维亚人对1974 年宪法更加不满。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从 1980 年代初开始

要求给予科索沃组成共和国的地位，特别是在1981 年的科索沃抗议活动

中。由于塞尔维亚人与科索沃的历史联系，这被塞尔维亚公众视为对塞尔

维亚人自豪感的毁灭性打击。人们认为，这种分裂对科索沃塞族人来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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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毁灭性的。这最终导致了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镇压。 

 

 

与此同时，经济更繁荣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希望走向自

由、权力下放、和民主政治。 

 

 

历史学家巴兹尔·戴维森( Basil Davidson)争辩说，“以‘种族’来解释[冲

突]是伪科学的胡说八道……”甚至语言和宗教差异的程度“也没有即时评论

员通常告诉我们的那么重要”。戴维森认为，在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这

两个主要社区之间，“‘种族清洗’这个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戴维森同意巴

尔干事务专家苏珊伍德沃德的观点，后者发现了“经济环境崩溃及其巨大压

力的动因”。 

 

 

====================== 

 

 

经济崩溃和国际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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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总统，铁托的政策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1970 年代的增长确实很高。

然而，经济的过度扩张引发了通货膨胀，将南斯拉夫推入了经济衰退。 

 

 

南斯拉夫的一个主要问题是 1970 年代的巨额债务，在 1980 年代证明难

以偿还。南斯拉夫的债务负担最初估计为 60 亿美元，但结果却等于 210 

亿美元，这对于一个贫穷国家来说是一笔巨款。1984年，里根政府发出了

机密文件，国家安全决策指令133，表示关注南斯拉夫的债务负担可能会导

致该国倒向苏联集团。1980 年代是经济紧缩时期，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南斯拉夫施加了严格的条件，这引起了南斯拉夫人民对通过不顾

后果地向国外借款而对经济管理不善的共产党精英的极大不满。紧缩政策

还导致精英阶层的大量腐败行为被揭露，最引人注目的是 1987 年的“农业

贸易事件”，当时波斯尼亚的农业贸易企业成为遍布南斯拉夫的庞大腐败网

络的中心，并且 Agrokomerc 的经理发行了相当于 500 美元面值的期票却

没有抵押品，当 Agrokomerc 最终倒闭时，迫使国家承担债务责任。南斯

拉夫的腐败猖獗，其中“农商会事件”只是最戏剧化的例子，极大地抹黑了

共产主义制度，因为它揭示了精英们过着远超普通人承受能力的奢侈生活

方式。这些政治精英在紧缩时期从公共钱包中偷钱。 

 

 

到1980年代中期，沉重的债务和腐败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开始腐蚀共产

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因为普通民众开始对精英的能力和诚实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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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至 1988 年间，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终止各种补贴，工人们要

求提高工资以补偿通货膨胀，引发了一波大罢工，同时也有人指责整个系

统腐败。最后，紧缩政策使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富裕的共和国与塞尔

维亚等较贫穷的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凸显出来。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都认为他们在联邦预算中贡献过多资金以支持那些

“没有贡献”的共和国，而塞尔维亚则希望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在联邦预

算中投入更多资金以在紧缩时期支持他们。塞尔维亚越来越多地要求中央

集权，以迫使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向联邦预算支付更多费用；而这些要

求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则完全被拒绝。 

 

 

1985 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成为领导人后，南

斯拉夫与苏联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这意味着，西方国家不再愿意慷慨解

囊重组南斯拉夫的债务，因为西方不再需要苏联集团之外的共产主义国家

的榜样，以作为破坏苏联集团稳定的一种方式。南斯拉夫共产党赖以生存

的外部现状开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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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共产主义在整个中欧和东欧的失败再次暴露了南斯拉夫的内在矛

盾、经济效率低下【例如长期缺乏生产力效率，——该国领导人决定执行

充分就业政策助长了这一点】、民族主义，以及——宗教紧张局势。 

 

 

此前，南斯拉夫的不结盟地位导致它可以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集团获得贷

款。这种与美国和西方的接触比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更早地打开了南斯拉

夫的市场。 

 

 

1980年代十年的节俭（因南斯拉夫需要偿还贷款）导致南斯拉夫人民对塞

尔维亚“统治阶级”和被视为从政府立法中受益的少数民族越来越感到沮丧

和不满。从 1979 年到 1985 年，南斯拉夫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25%。到 

1988 年，南斯拉夫的移民汇款（南斯拉夫海外移民向南斯拉夫国内亲人等

的汇款）总额超过 45 亿美元（美元），到 1989 年汇款总额为 62 亿美

元（美元），占世界总额的 19% 以上。 

 

 

1990 年，美国的政策坚持对前Comecon （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即前东

欧共产主义国家）实施休克疗法紧缩计划（以消除其经济效率低下的成分

和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组织曾提倡这样的计划，“作为重新注

入资本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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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兴起（1987-89） 

 

 

======================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šević ) 明确希望维

护塞尔维亚人的团结，除了反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政治当局之外，

塞尔维亚人的地位受到了脱离联邦的每个共和国的威胁，进一步加剧了种

族紧张局势。 



Page | 311  

 

 

 

1987 年，塞尔维亚共产党官员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šević)被派去平息塞尔维亚人反对阿尔巴尼亚科索沃行政当局的种族抗

议活动。到目前为止，米洛舍维奇一直是一个强硬的共产主义者，他谴责

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是背叛，例如谴责SANU 备忘录是“最黑暗的民族主

义”。但是，科索沃自治在塞尔维亚一直是不得人心的政策，他趁机在科索

沃问题上背离了传统的共产主义中立立场。 

 

 

米洛舍维奇向塞尔维亚人保证，他们将不会再受到阿尔巴尼亚族人的“虐

待”。然后，他开始反对塞尔维亚共和国执政的共产主义精英，要求减少科

索沃和伏伊伏丁那的自治权。这些行动使他在塞尔维亚人中很受欢迎，并

帮助他在塞尔维亚上台。米洛舍维奇和他的盟友采取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议

程，在南斯拉夫联邦内，复兴塞尔维亚共和国，承诺改革和保护所有塞尔

维亚人。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的执政党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联盟（SKJ），这是一

个由来自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八个共产党人联盟组成的复合政党。

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SKS）管辖SR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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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9 月 22 日在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第八次会议上，斯洛博

丹·米洛舍维奇【自1986年5月以来成为塞尔维亚（SKS）的共产党人联盟

主席】，凭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情绪兴起的浪潮、和他因科索沃政局事件

而在塞尔维亚族人中间取得的巨大人气，——击败了他的昔日恩师、时任

塞尔维亚总统、伊万·斯坦博利奇，成为了塞尔维亚最强大的政治领导

人。 

 

 

在 1988 年贝尔格莱德的一次集会上，米洛舍维奇明确表达了他对南斯拉

夫塞尔维亚共和国面临的局势的看法，他说： 

 

——在国内外，塞尔维亚的敌人正在集结反对我们。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不

害怕。我们不会在战斗中退缩”。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1988 年 11 月 19 日】 

 

 

还有一次，他私下说： 

“无论我们是否遵守宪法，无论我们是否遵守法律，无论我们是否遵守党

章，我们塞尔维亚人都将代表塞尔维亚的利益行事。” 

—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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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官僚革命” 

 

 

发生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反官僚革命”，是米洛舍维奇策划的一系列抗议

活动，旨在把他在SAP伏伊伏丁，SAP科索沃和黑山社会主义共和国（SR黑

山）的政治支持者们推上政治舞台、使他们掌握那些地方政局的政治权

力，并把那些地方的反对他的政治势力赶下台。 

 

 

黑山政府在 1988 年 10 月的政变中幸存下来，但在 1989 年 1 月的第二

次政变中被推翻。 

 

 

现在，除了执掌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局本身以外，米洛舍维奇可以在南斯拉

夫总统委员会中安置两个省（SAP伏伊伏丁，SAP科索沃）和黑山共和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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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以前（1974年南斯拉夫宪法）减少塞尔维亚影响力的工具现在被用

来增加它：——在八名成员的总统职位中，米洛舍维奇可以控制至少四票 

- 包括，黑山共和国（SR Montenegro；在当地的叛乱事件发生以后），他

自己控制的SR塞尔维亚，以及现在被他掌控的SAP Vojvodina和SAP科索沃

也是如此。 

 

 

在一系列名为“真相集会”的集会上，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成功推翻了地方

政府，并用他的盟友取而代之。 

 

 

由于这些事件，1989 年 2 月，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矿工组织了一次罢

工，要求保护现在濒临灭绝的自治权。这导致了该省阿尔巴尼亚人和塞族

人之间的种族冲突。1980 年代，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占多数，是科

索沃总人口的77%。 

 

 

1989年6月，在塞尔维亚纪念科索沃历史性战役600周年之际，斯洛博

丹·米洛舍维奇向20万塞尔维亚人发表了加齐梅斯坦演讲，主题是塞尔维

亚民族主义，刻意唤起中世纪塞尔维亚历史。米洛舍维奇对联邦制度无能

的回应是集中政府权力。【相反，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更加期待独立；

然而这在米洛舍维奇眼中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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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同时，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SR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

和国（SR斯洛文尼亚）支持阿尔巴尼亚矿工及其争取承认的斗争。SR 斯洛

文尼亚媒体发表文章将米洛舍维奇与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

进行比较。米洛舍维奇辩称，这种批评是没有根据的，相当于“散布对塞尔

维亚的恐惧”。米洛舍维奇的官方媒体回应称，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

主席米兰·库坎，支持科索沃和斯洛文尼亚的分离主义。科索沃最初的罢

工变成了要求将科索沃建立为第七个共和国的广泛示威。这激怒了塞尔维

亚的领导层，后者根据塞尔维亚控制的总统府的命令，开始使用警察部

队，后来又使用了联邦军队（南斯拉夫人民军JNA）。 

 

 

1989 年 2 月，SAP 科索沃总统代表、阿尔巴尼亚族人Azem Vllasi（弗拉

西）被迫辞职，由米洛舍维奇的盟友取代。阿尔巴尼亚抗议者要求弗拉西

复职，而弗拉西对示威活动的支持导致米洛舍维奇及其盟友回应称这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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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反革命”，并要求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以武力镇压阿

尔巴尼亚族人的反抗。当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支持者在贝尔格莱德的南

斯拉夫议会外发起大规模抗议时，米洛舍维奇的目标得到了助力；他们要

求南斯拉夫军队加强在科索沃的存在，以保护那里的塞尔维亚人、并镇压

罢工。 

 

 

2 月 27 日，南斯拉夫集体主席、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代表米兰·库坎

（Kučan）反对塞尔维亚人的要求，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斯洛文尼亚共和

国，在卢布尔雅那的坎卡尔大厅参加了与民主反对派力量共同组织的会

议，公开支持要求释放 Vllasi（弗拉西）的阿尔巴尼亚抗议者的努力。在 

1995 年BBC纪录片《南斯拉夫之死》中，库坎（Kučan） 声称，1989 年，

他担心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各省和黑山的“反官僚革命”取得成功，如果

科索沃政变畅通无阻地继续下去，他的小小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将成为米

洛舍维奇支持者发动政治政变的下一个目标。塞尔维亚国营电视台谴责库

坎是分裂主义者、叛徒和阿尔巴尼亚分裂主义的支持者。 

 

 

贝尔格莱德的塞族抗议活动仍在继续，要求在科索沃采取行动。米洛舍维

奇指示共产党代表佩塔尔·格拉查宁（Petar Gračanin）在共产主义者联

盟理事会讨论问题时确保塞族抗议继续进行，以促使其他成员意识到他支

持在科索沃镇压阿尔巴尼亚人的罢工。塞尔维亚议会议长、米洛舍维奇的

坚定盟友鲍里萨夫·约维奇会见了南斯拉夫现任总统、波斯尼亚代表拉伊

夫·迪兹达列维奇，并要求联邦政府承认塞尔维亚的要求。迪兹达列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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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约维奇争辩说“你们[塞尔维亚政客]组织了示威，你们控制了它”，约维

奇拒绝对塞族抗议者的行为负责。迪兹达列维奇随后决定通过与塞族抗议

者交谈，通过为南斯拉夫的团结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试图让局势平静下

来：—— 

 

“我们的祖先为创建南斯拉夫而死。我们不会走上民族冲突的道路。我们将

走兄弟团结的道路。” 

—  Raif Dizdarević（迪兹达列维奇）, 1989.  

 

 

这一声明获得了礼貌的掌声，但塞族抗议仍在继续。后来约维奇热情地对

人群讲话，并告诉他们米洛舍维奇将到场支持他们的抗议。当米洛舍维奇

到达时，他与塞族抗议者交谈并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们，塞尔维亚人民正在

赢得与旧党官僚的斗争。然后人群中传来一声“逮捕Vllasi”。米洛舍维奇

假装没听清要求，但向人群宣布，任何阴谋反对南斯拉夫统一的人都将被

逮捕和惩罚。第二天，随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党委员会被迫向塞尔维

亚屈服，南斯拉夫军队涌入科索沃，弗拉西（Vllasi）被被捕。 

 

 

1989 年 3 月，南斯拉夫的危机在塞尔维亚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加深，该修

正案允许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重新确立对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有

效权力。在那之前，1974年宪法给予了这些省一些政治决定的权力，他们

在南斯拉夫联邦总统委员会级别有投票权（六名成员投票权来自六个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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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两名成员投票权来自两个自治省）。 

 

 

一群帮助推翻弗拉西的米洛舍维奇的科索沃塞族支持者宣布，他们将前往

斯洛文尼亚举行“真相集会”，谴责米兰·库坎（Kučan）是南斯拉夫的叛

徒，并要求将他赶下台。然而，重演1989 年 12 月卢布尔雅那“反官僚革

命”的尝试失败了：当 SR 克罗地亚警察与斯洛文尼亚警察协调阻止所有通

过其领土的过境时，原打算乘火车前往斯洛文尼亚的塞族抗议者被阻挡。 

 

 

在南斯拉夫轮值总统任期内，塞尔维亚的鲍里萨夫·约维奇（时任总

统）、黑山的内纳德·布钦、伏伊伏丁那的南斯拉夫·科斯蒂奇和科索沃

的里扎·萨庞修开始组成联合投票阵营。 

 

 

========================================= 

 

 

最后的政治危机（19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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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危机 

 

 

1990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召开。合并的

南斯拉夫执政党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联盟（SKJ）陷入危机。大会的大部分时

间都在与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代表团就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的未

来争论不休。SR克罗地亚阻止塞族抗议者到达斯洛文尼亚。以米洛舍维奇

为首的塞尔维亚代表团坚持“一人一票”的决策政策，赋予党内最大的族群

塞尔维亚人权力。 

 

 

反过来，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试图通过将更多权力下放给六个共和

国来改革南斯拉夫，并试图迫使该党采用新的投票制度，——但是，他们

在每一项议案中都不断被否决。结果，1990年1月23日，由伊维察·拉坎主

席率领的克罗地亚代表团和斯洛文尼亚代表团离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

盟大会，有效地解散了全南斯拉夫政党。加上外部压力，这导致南斯拉夫

内部开始在所有共和国都采用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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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党选举 

 

 

1990 年各个共和国组织了多党选举，前共产主义者大多未能赢得连任（除

了在塞尔维亚和黑山之外），而大多数民选政府则采取民族主义纲领，承

诺保护各自的民族主义利益。 

 

 

在多党议会选举中，民族主义者于 1990 年 4 月 8 日在斯洛文尼亚、

1990 年 4 月 22 日和 5 月 2 日在克罗地亚、1990 年 11 月 11 日和 

25 日和 12 月 9 日在马其顿、以及1990 年 11 月 18 日 和 25 日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都赢得了各地选举胜利。 

 

 

在多党议会选举中，重新命名的前共产党人分别于 1990 年 12 月 9 日至 

16 日在黑山和 1990 年 12 月 9 日至 23 日在塞尔维亚获胜。此外，塞

尔维亚再次选举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为总统。塞尔维亚和黑山现在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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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倾向于塞尔维亚人主导的南斯拉夫。 

 

 

====================== 

 

 

克罗地亚的种族紧张局势 

 

 

1991年克罗地亚的民族： 

  克罗地亚人(78.1%) 

  塞尔维亚人(12.2%) 

  南斯拉夫(2.2%) 

  其他 (9.7%) 

 

 

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政党“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赢得了选举；其

领导人是具有争议性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Franjo Tuđman ；他的竞选纲

领是承诺“保卫克罗地亚，不受米洛舍维奇的侵犯”，并公开推崇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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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独立地位。 

 

 

克罗地亚塞族人对 Tuđman 的民族主义政府持谨慎态度。1990 年，克罗

地亚南部城镇克宁的塞族民族主义者们组织成立了一个名为SAO Krajina的

分离主义实体。该组织要求，如果克罗地亚决定脱离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

联盟，那么，他们仍然要与其他塞族人保持联盟。 

 

 

南斯拉夫联邦内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支持克罗地亚塞族叛乱；他们声

称，——对于居住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少数民族来说，克罗地亚图季

曼（Tuđman）政府的统治，就相当于于二战时期克罗地亚法西斯独立国

（NDH）对塞尔维亚人所曾经犯下的种族灭绝罪。 

 

 

米洛舍维奇借此号召塞尔维亚人反对克罗地亚政府，塞尔维亚共和国报纸

也加入了论战。塞尔维亚共和国现在已经印制了价值 18 亿美元的新货

币，但却没有南斯拉夫中央银行的任何支持。 

 

 

在克罗地亚的克宁地区的塞族人，在当地警察督察米兰·马蒂奇的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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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开始尝试获取武器，以便使克罗地亚塞族人成功反抗克罗地亚政府。

包括克宁市长在内的克罗地亚塞族政客于 1990 年 8 月会见了南斯拉夫总

统府主席鲍里萨夫·约维奇，并敦促他推动总统理事会采取行动阻止克罗

地亚从南斯拉夫联邦分离，因为他们声称塞族人口将遭受克罗地亚图季曼

（Tuđman）政府的统治而处于危险之中。 

 

 

会上，军队官员Petar Gračanin告诉克罗地亚塞族政客如何组织他们的叛

乱，告诉他们设置路障，以及组装任何类型的武器，并说“如果你不能得到

任何东西，就使用猎枪”。最初的起义被称为“木头革命”，因为塞尔维亚人

用砍伐的树木封锁了通往克宁的道路，并阻止克罗地亚人进入克宁或克罗

地亚的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BBC纪录片《南斯拉夫之死》透露，当时克罗

地亚电视台将“木头革命”斥为塞尔维亚人酒鬼的作为，试图缓和严重的争

议。然而，封锁对克罗地亚旅游业造成了损害。克罗地亚政府拒绝与塞族

分离主义分子谈判，决定以武力制止叛乱，通过直升机派遣武装特种部队

镇压叛乱。 

 

 

直升机飞行员声称他们给克宁带来了“设备”，但南斯拉夫联邦空军介入并

派出战斗机拦截他们，并要求直升机返回基地，否则将向他们开火，克罗

地亚军队被迫返回到他们在萨格勒布的基地。对克罗地亚政府来说，南斯

拉夫空军的这一行动向他们表明，南斯拉夫人民军越来越受塞尔维亚控

制。1990 年 12 月 21 日，由米兰·巴比奇( Milan Babić ) 领导的塞尔

维亚全国委员会正式宣布 SAO Krajina 为独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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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8 月，克罗地亚议会在“木头革命”爆发后以梅西奇（Stjepan 

Mesić）取代了原来的代表Stipe Šuvar。梅西奇于1990年10月就职，然后

加入马其顿的瓦西尔·图珀科弗斯基，斯洛文尼亚的雅奈兹·德尔诺夫舍

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博吉克·博吉斯维奇，——在南斯拉夫联邦

政府层面共同反对塞尔维亚人的要求；——塞尔维亚人要求宣布南斯拉夫

进入全面紧急状态；这样的紧急状态的宣布将导致派遣南斯拉夫人民军在

全国范围内实行军事戒严和军管。 

 

 

1990 年秋，在南斯拉夫各地进行了多党选举以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

和马其顿等共和国提出将南斯拉夫改造成一个由六个共和国组成的松散邦

联，但米洛舍维奇拒绝了所有这些提议；他争辩说，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

地亚人一样，塞尔维亚人也有自决权（以及保卫自己的利益不受分离主义

者的政治行动所侵犯）。 

 

 

克罗地亚圣诞宪法的措辞变化令塞尔维亚政客感到震惊，该宪法将克罗地

亚塞尔维亚族的地位从一个明确提及的邦族（narod）转变为一个与其他少

数民族并列的民族地位（narodi i manj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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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 

 

 

在1990年 12 月 23 日举行的1990 年斯洛文尼亚独立公投中，绝大多数居

民投票支持独立：所有选民中的 88.5%（参与投票人数的 94.8%）投票支

持独立，该公投于 1991 年 6 月 25 日宣布。 

 

 

1991年1月，南斯拉夫的反情报部门，KOS（Kontraobaveštajnaslužba），

显示一个秘密会议的视频（以下简称“斯皮盖杰录影带事件”）；他们声称

这个秘密会议发生于1990年中的某个时间，是克罗地亚国防部长马丁·斯

皮盖杰，和另外两个男人之间的会议。斯皮盖杰在会议上宣布克罗地亚与

南斯拉夫军队（JNA，Jugoslovenska Narodna Armija）进入战争状态，并

就武器走私以及与驻扎在克罗地亚城市的军队军官打交道的方法作出指

示。南斯拉夫陆军随后希望以叛国罪和非法进口武器（主要来自匈牙利）

为由起诉斯皮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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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军火走私的发现，加上克宁危机，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斯

洛文尼亚的独立倾向政府的选举，以及斯洛文尼亚人在公投中要求独立，

——都表明了，——南斯拉夫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解体危险。 

 

 

1991 年 3 月 1 日，Pakrac 冲突接踵而至，南斯拉夫军队（JNA）被部署

到现场。1991 年 3 月 9 日，贝尔格莱德的民众抗议活动在军队的帮助下

被镇压。 

 

 

1991 年 3 月 12 日，南斯拉夫陆军领导人会见了总统委员会，试图说服

他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便泛南斯拉夫军队控制该国。南斯拉夫陆军总

司令韦利科·卡迪耶维奇宣称，这是一场毁灭国家的阴谋，他说：—— 

 

“已经制定了一个阴险的计划来摧毁南斯拉夫。第一阶段是内战。第二阶段

是外国干预。然后在整个南斯拉夫建立傀儡政权。” 

—  Veljko Kadijević，1991 年 3 月 12 日。 

 

 

这一声明有效地暗示，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等共和国的、新的倡导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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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被塞尔维亚人视为西方的工具。克罗地亚代表斯捷潘·梅西奇对

该提议作出愤怒回应，指责约维奇和卡迪耶维奇企图动用军队建立泛塞尔

维亚国家，并宣布“这意味着战争！”。约维奇和卡迪耶维奇随后呼吁每个

共和国的代表就是否允许军事戒严进行投票，并警告他们如果不实行戒

严，南斯拉夫可能会分崩离析。 

 

 

在会议上，对颁布戒严令的提案进行了投票，以允许采取军事行动，通过

为塞尔维亚人提供保护来结束克罗地亚的危机。该提议被否决，因为波斯

尼亚代表博吉奇·博吉切维奇投了反对票，认为外交和平手段仍有可能解

决危机。 

 

 

1991 年 3 月，科索沃的Riza Sapunxhiu在关于戒严的第二次投票中“背

叛”了他的塞尔维亚族派系，南斯拉夫总统委员会危机开始陷入僵局。约维

奇短暂辞去总统职务以示抗议，但很快又回来了。1991年5月16日，塞尔维

亚共和国议会用Sejdo Bajramović替换Sapunxhiu，用Jugoslav Kostić替

换Vojvodina的Nenad Bućin。这实际上使总统委员会制度更加陷入僵局，

因为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派系获得了八分之四的联邦总统选票，并且能

够阻止联邦层面的任何不利决定，从而引起其他共和国的反对并呼吁改革

南斯拉夫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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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维奇在总统制度八人委员会中的集体主席轮值任期结束后，他阻止了他

的继任者梅西奇担任该职位，而是将职位让给了黑山亲米洛舍维奇政府成

员布兰科·科斯蒂奇。 

 

 

在1991年5月2日举行的克罗地亚独立公投中，93.24%的人投票支持独立。

1991年5月19日，关于南斯拉夫联邦架构的第二轮公民投票在克罗地亚举

行。问题的措辞并没有明确询问选民是否赞成分离。公投询问选民他或她

是否支持克罗地亚“能够作为主权国家与其他共和国建立主权国家联盟（根

据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解决南联盟国家危机的提议） ？”———

—83.56% 的选民参加了公投，克罗地亚塞族人基本上抵制了公投。其中，

94.17%（占总人口的 78.69%）对该提案投了“赞成”票，而投“反对票”的人

有 1.2%。克罗地亚于1991年6月25日宣布独立。 

 

 

========================================= 

 

 

南斯拉夫战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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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洛文尼亚战争 

 

 

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宣布了独立。6月26日上午，南

斯拉夫人民军第13军部队离开他们在克罗地亚的里耶卡的军营，向斯洛文

尼亚与意大利的边界地区进发。此举立即引起当地斯洛文尼亚人的强烈反

应，他们组织了自发的路障和示威活动，反对南斯拉夫人民军（YPA）的行

动。目前还没有战斗，双方似乎都有不首先开火的非官方政策。 

 

 

此时，斯洛文尼亚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其计划，以控制卢布尔雅那国际机场

和斯洛文尼亚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接壤的边境哨所。在大多数情况

下，边境哨所的人员已经是斯洛文尼亚人，因此斯洛文尼亚人的接管大多

只是更换制服和徽章，没有任何战斗。通过控制边界，斯洛文尼亚人能够

建立防御阵地，抵御预期的 YPA 袭击。这意味着 YPA 必须开第一枪。该

枪于 6 月 27 日 14:30 在Divača由 YPA 的一名军官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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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各民族自决权的同时，欧洲共同体向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施压，

要求他们暂停三个月的独立，并于 1991 年 7 月 7 日达成了布里俄尼协

定（所有共和国代表都承认接受）。在这三个月中，南斯拉夫军队完成了

从斯洛文尼亚的撤退。 

 

 

与外交官卡灵顿勋爵和欧洲共同体成员谈判恢复南斯拉夫联邦的会议没有

收获。卡林顿意识到南斯拉夫处于解体状态，并指出每个共和国都必须接

受其他共和国不可避免的独立；同时，他向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承

诺，欧盟将确保塞尔维亚共和国以外的塞尔维亚族人受到保护。 

 

 

卡灵顿勋爵的意见，在 1991 年重新统一的德国在那年圣诞夜承认了斯洛

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地位之后，变得没有实际意义。除了根舍尔（德

国）和莫克（奥地利）外长之间的秘密谈判外，德国单方面的承认态度，

对大多数欧盟政府和美国来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意外，他们没有事先与他

国协商。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都不知所措。虽然南斯拉夫已经一团糟，但德

国对分离的共和国的承认——以及奥地利在边境的部分动员——很可能让

这个正在解体的多民族国家变得更糟。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是唯一

提出反对意见的大国代表。梵蒂冈的影响程度和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干



Page | 331  

 

预这一事件的细节已经被熟悉细节的学者探讨过，但历史记录仍然存在争

议。 

 

 

米洛舍维奇拒绝同意卡灵顿计划，因为他声称欧洲共同体无权解散南斯拉

夫，而且该计划不符合塞尔维亚人的利益，因为它将塞尔维亚人民分成四

个共和国（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作

为回应，卡灵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所有其他共和国（除了塞尔维亚以

外），包括莫米尔·布拉托维奇( Momir Bulatović)领导下的黑山，最初

都同意解散南斯拉夫的计划。但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对黑山总统施压后，黑

山改变立场，反对南斯拉夫解体。 

 

 

======================== 

 

 

克罗地亚战争 

 

 

随着1991 年 3 月下旬/ 4 月上旬的十六湖事件，克罗地亚政府与SAO 

Krajina的叛乱塞尔维亚族人（得到了现在由塞尔维亚人控制的南斯拉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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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军的大力支持）之间爆发了克罗地亚独立战争。 

 

 

1991 年 4 月 1 日，SAO Krajina宣布将脱离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共和国

宣布独立后不久，克罗地亚塞族人还成立了SAO西斯拉沃尼亚和东斯拉沃尼

亚、巴拉尼亚和西斯里耶姆的SAO。这三个地区将在 1991 年 12 月 19 日

合并为自称为原始国家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RSK）。 

 

 

克罗地亚东部其他重要的塞尔维亚人主导的实体宣布他们也将加入 SAO 

Krajina。萨格勒布此时已停止向贝尔格莱德提交税款，克罗地亚塞族实体

也停止向萨格勒布纳税。在一些地方，南斯拉夫军队充当了缓冲区；在其

他方面，它帮助塞尔维亚人对抗克罗地亚新政府的克罗地亚军队和警察部

队。 

 

 

南斯拉夫解体的仇外心理和种族仇恨的影响在克罗地亚战争期间变得明

显。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方面的宣传传播了恐惧，声称对方会对他们进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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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并会夸大死亡人数以增加他们民众的支持。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

由塞尔维亚人主导的南斯拉夫陆军和海军故意炮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的平民区以及附近的克罗地亚村庄。南斯拉

夫媒体声称，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因为他们声称该市存在法西斯乌斯

塔谢部队和国际恐怖分子。 

 

 

联合国调查发现，当时杜布罗夫尼克没有这样的部队。克罗地亚的军事存

在后来增加了。黑山总理米洛·久卡诺维奇当时是米洛舍维奇的盟友，他

呼吁黑山民族主义，承诺占领杜布罗夫尼克将允许黑山扩张到他声称历史

上是黑山一部分的城市，并谴责黑山现在的边界是“由没有文化的老布尔什

维克制图师绘制的”。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反驳了其黑山盟友，塞尔维亚总理德拉古

丁·泽列诺维奇声称杜布罗夫尼克在历史上是塞尔维亚人的地盘，而不是

黑山人的地盘。 

 

 

国际媒体对“南斯拉夫人民军”在杜布罗夫尼克的轰炸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并声称这是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崩溃时追求建立“泛塞尔维亚国家”的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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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科瓦尔，当南斯拉夫军队进入该镇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

的种族紧张局势爆发为暴力。南斯拉夫军队和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在城市

战和对克罗地亚产业的破坏行动中摧毁了该镇。塞尔维亚准军事人员对克

罗地亚人犯下了暴行，在大屠杀中杀害了 200 多人，并驱逐了其他人。 

 

 

========================================= 

 

 

马其顿共和国，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独立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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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波斯尼亚的人口结构包括大多数波斯尼亚人以及少数塞尔维亚人和克

罗地亚人的混合人口，波斯尼亚大片地区的所有权存在争议。 

 

 

1991年至1992年，多民族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局势日益紧张。其议

会根据种族划分为多个波斯尼亚派系和少数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派系。

1991年，议会中最大的塞族派系——塞族民主党的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

奇曾向波斯尼亚议会发出严重而直接的警告，称如果议会决定分裂，——

那么，他说： 

 

“这，你正在做的，是不好的。这就是您希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走的道

路，也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所走的地狱和死亡高速公路。不要以为你

不会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带入地狱；——穆斯林人民可能会灭绝。因

为如果这里发生战争，穆斯林人民就无法自卫。” 

— 拉多万·卡拉季奇，1991 年 10 月 14 日。 

 

 

与此同时，在幕后，米洛舍维奇和图曼之间开始谈判，将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划分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管理的领土，以试图避免波斯尼亚

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战争。波斯尼亚塞族人于1991年11月举行

全民公投，以压倒性多数投票赞成与塞尔维亚和黑山留在一个共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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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场合，塞尔维亚的亲国家媒体向波斯尼亚人声称，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可以被纳入一个基于民主政府的新南斯拉夫内的一个新的自愿联

盟，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一点。 

 

 

1992 年 1 月 9 日，波斯尼亚塞族议会宣布成立一个单独的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塞族人民共和国（即将成为塞族共和国），并着手在全州成立塞

尔维亚自治区（SAR）。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宣布，——塞尔维亚人

关于留在南斯拉夫和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公民投票违宪。 

 

 

1992年2月29日和3月1日，一个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由波黑政府主办举行。

南斯拉夫联邦宪法法院、以及新成立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政府宣布，这

一场公民投票违反了南斯拉夫联邦宪法、以及波斯尼亚宪法。此次投票被

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抵制。根据官方结果，投票率为63.4%，99.7%的选民

投票支持独立。目前尚不清楚三分之二多数要求的实际含义以及是否得到

满足。 

 

 

1992 年被塞尔维亚大炮击中后，萨拉热窝的执行委员会大楼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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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于 1992 年 3 月 3 日宣布独立，并于次月 1992 

年 4 月 6 日获得国际承认。同日，塞尔维亚人作出回应，宣布塞族共和

国独立并围攻萨拉热窝，这标志着波斯尼亚战争的开始。1992年5月22日，

波黑共和国在宣布独立以后，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北约对波斯尼亚塞族目标的空袭促成了《代顿

协定》的签署和冲突的解决。在战争过程中，大约有 100,000 人丧生。 

 

 

==================== 

 

 

马其顿 

 

 

在1991年9月8日举行的马其顿独立公投中，95.26%的人投票支持即将于

1991年9月25日宣布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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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名美国士兵随后被部署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以监视马其顿与塞尔维亚

的北部边界。然而，贝尔格莱德当局既没有阻止马其顿离开，也没有抗议

或反对联合国军队的到来，表明一旦贝尔格莱德成立新国家（1992年4月南

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它将承认马其顿共和国。马其顿并与之发展外交关

系。结果，马其顿成为唯一一个在没有南斯拉夫当局和军队抵抗的情况下

获得主权的前共和国。 

 

 

此外，马其顿的第一任总统基罗·格利戈罗夫确实与贝尔格莱德以及其他

前共和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马其顿和塞尔维亚边防警察之间没有问题，

尽管科索沃和普雷舍沃山谷的小块区域兼并了一些历史上属于马其顿的北

部地区（否则会造成边界争端）。 

 

 

马其顿共和国的叛乱是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与马其顿共和国政府之间的

最后一次重大冲突，2001 年后暴力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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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解体的国际认可 

 

 

1991 年 11 月，由罗伯特·巴迪特领导的南斯拉夫和平仲裁委员会应卡灵

顿勋爵的请求得出结论，南斯拉夫正处于解散过程中，克罗地亚和波斯尼

亚的塞尔维亚人没有权利进行新国家形式的自决，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应被

承认为国际边界。 

 

 

由于冲突，联合国安理会于1991年11月27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第721

号决议，为在南斯拉夫建立维和行动铺平了道路。 

 

 

1992年1月，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在联合国的监督下签署了停战协定，而塞

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领导人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分治问题继续进行谈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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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5日，国际社会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独立。斯洛文尼

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后来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1992

年5月22日），马其顿也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1993年4月8日）。由于希

腊的反对（关于“马其顿”国家名称持有异议），马其顿成员国资格的批准

时间比其他共和国更长。 

 

 

199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斯卡·拉方丹在五一讲话中批评德国在南

斯拉夫解体中扮演的角色（德国在很早期就承认了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

共和国的独立）。 

 

 

一些观察家认为，南斯拉夫国家的解散违反了冷战后体制的原则，这些原

则被载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CSCE/OSCE）和1990 年的巴黎条约。 - 欧

洲的国家边界不应改变。一些观察家，例如 Peter Gowan，断言如果西方

国家在执行各方之间的内部安排方面更加果断，本可以防止分裂和随后的

冲突，但最终“不准备在南斯拉夫案例中执行这些原则，因为德国不想这样

做，而其他国家对此没有任何战略利益。” Gowan 甚至争辩说，“如果能够

为南斯拉夫空间内的所有主要人群提供安全保障的明确标准能够建立起

来，那么解散就可能是和平的、可以在没有大流血的情况下发生”。 

 

 

1992 年 3 月，在美国-波斯尼亚独立运动期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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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和未来总统Alija Izetbegović与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就

三国邦联和解达成了欧共体调解协议。但是，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

政府敦促他选择一个统一的、主权的、独立的国家。 

 

 

========================================= 

 

 

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后果 

 

 

新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独立被证明是对泛南斯拉夫主义的、南斯拉夫社

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最后一击。 

 

 

1992年4月28日，塞族为主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的形成为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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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仅包含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前社会主义共和国。南联盟由斯洛博

丹·米洛舍维奇和他的政治盟友统治。它的政府声称与前南斯拉夫国家具

有延续性，但国际社会拒绝承认它。国际社会的立场是，南斯拉夫已经解

体为几个互相独立的国家。 

 

 

1992 年 9 月 22 日联合国决议阻止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继续作为继承国

占据南斯拉夫原来的联合国席位（SFRY）。这个问题对于索取 SFRY 的国

际资产（包括位于许多国家的南斯拉夫原大使馆）很重要。南联盟直到 

1996 年才放弃其对原南斯拉夫SFRY连续性的主张。 

 

 

前南斯拉夫西部地区的战争于 1995 年以美国主持的俄亥俄州代顿和平谈

判结束，最终达成了代顿协议。五年的解体和战争导致了国际制裁措施，

导致经济崩溃。科索沃战争始于1996年，并因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而

结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于 2000 年被推翻。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南联盟）于 2003 年 2 月 4 日更名为塞尔维亚和

黑山国家联盟。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本身就不稳定，最终在 2006 年

解体，在 2006年 5 月 21 日举行的全民公投中，黑山独立得到 55.5% 的

选民支持，并于 2006 年 6 月 3 日宣布独立。塞尔维亚继承了南联盟的

联合国会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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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科索沃战争以来，科索沃一直由联合国管理，而名义上仍是塞尔维亚的

一部分。然而，2008 年 2 月 17 日，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成

立科索沃共和国。美国、英国和大部分的欧盟国家承认科索沃的人民自

决；美国派人来帮助协助科索沃。另一方面，塞尔维亚和一些国际社会其

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西班牙和中国——没有承认科索沃的独立。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breakup_of_Yugosl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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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南斯拉夫解体时间表 

 

 

南斯拉夫解体是一个过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散成几个共和

国；并在其中的过程开始了南斯拉夫的战争。一般认为，这一进程始于

1980 年 5 月 4 日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Josip Broz Tito)去世，并于 

1992 年 4 月 27 日最后两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宣

布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时正式结束。当时南斯拉夫战争仍

在继续，南联盟一直存在到 2003 年，当时它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国

家联盟。该联盟一直持续到 2006 年 6 月 5 日，当时黑山宣布独立。前

南斯拉夫自治省科索沃随后于 2008 年 2 月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 

 

 

SFR 南斯拉夫 

 

1980  

 

日期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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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 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逝世。9个总统委员会委

员集体继承权力，包括来自南斯拉夫的每个组成共和国、和相关的省（总

共八人），再加上第9人是南共联盟主席团主席。 

 

6月10日  斯洛文尼亚的 60 名作家、诗人和公共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

请愿书，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的知识辩论空间，其中包括政治批评的权利。

请愿书还要求有权建立一个新的独立期刊进行知识讨论。 

 

10 月 1 日 五位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发起了一项全南斯拉夫请愿书，要

求废除南斯拉夫刑法第 133 条，该条允许对批评政权的个人进行迫害。 

 

1981  

 

日期 事件 

 

3月11日 1981 年科索沃抗议活动：普里什蒂纳大学学生抗议活动开始 

 

4月1日  5,000 至 25,000 名阿尔巴尼亚族示威者呼吁SAP 科

索沃成为南斯拉夫境内的组成共和国，而不是塞尔维亚的自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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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 总统府派遣特种部队制止示威活动，并宣布科索沃进入紧急

状态。紧急状态持续7天。 

 

4月3日  9 人死亡 250 多人受伤的示威活动结束。 

 

1982  

 

日期 事件 

 

2月2日 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举行了一个摇滚和朋克摇滚音

乐会，支持波兰团结工会运动。 

 

5月 在斯洛文尼亚，一份新期刊Nova Revija 创立。该事件通常被认为

是斯洛文尼亚逐步民主化的开始。 

 

1983  

 

日期 事件 



Page | 347  

 

 

4月12日 塞尔维亚东正教的主教签署反对在科索沃迫害塞族人的请愿

书。 

 

4月23日 斯洛文尼亚音乐团体莱巴赫 (Laibach)在萨格勒布音乐双年

展( Music Biennale Zagreb)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在此期间，他们展示了

使用铁托 (Tito) 视频和色情视频 (铁托与勃起的阴茎同时出现在屏幕上) 

的混搭。这一事件导致军队和警察部队的暴力干预。乐队不得不离开克罗

地亚，后来被禁止进入该国。莱巴赫还参与了 Neue Slowenische Kunst。 

 

六月至八月 Alija Izetbegović再次被共产党逮捕，并在1983 年著名的

萨拉热窝审判中受审。 Izetbegović 因其著作，特别是《伊斯兰宣言》而

受到指控和谴责，其中他写道，世界穆斯林正在复兴，他们从昏昏欲睡中

醒来。尽管这项工作具有理论性质，并且基于“正面”而不是“负面”态度，

但共产党人将伊泽特贝戈维奇的思想判处了 14 年监禁。这一次，他在监

狱里度过了五年零八个月。 

 

1984  

 

日期 事件 

 

1月1日 一群 26 名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要求修改南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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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宪法，明确保护言论和集会自由。签署人包括Rastko Močnik、Alenka 

Puhar、Gregor Tomc、Ivo Urbančič、Pero Lovšin和Dane Zajc 等人物。 

 

3月14日 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政策随着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133 而发生变

化，但政策目标在 1982 年的 NSDD 54 中显示，它呼吁共产主义国家进行

“沉默”革命。 

 

1985  

 

日期 事件 

 

5月1日 科索沃居民乔尔杰Martinović被用玻璃瓶插入到他的肛门。

调查人员对该事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从自残到用瓶子强奸。Martinović 

声称他被一名阿尔巴尼亚原教旨主义者强奸。最后这句话在塞尔维亚引起

了民族主义的强烈抗议。 

 

5月25日 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学院决定写作一个备忘录，关于南斯拉

夫塞尔维亚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辩论。 

 

7月20日 南斯拉夫联盟主席接受米兰·库坎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

出，由于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省的自治，塞尔维亚民族建立自己国家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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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没有得到实现。 

 

1986  

 

日期 事件 

 

四月 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第 12 届大会通过了一项支持公民社

会概念的决议，其中明确提及斯洛文尼亚的环保主义、人权、同性恋权利

和和平主义 草根运动。他们还需要在整个南斯拉夫引进言论自由，集会自

由，罢工权。对于依良心拒服兵役者的支持引发了与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对

抗。 

 

5月28日 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当选为塞尔维亚共产党

人联盟主席。 

 

9月24日 Večernje Novosti泄露了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学院的备忘录。 

 

9月25日 塞尔维亚总统伊万·斯坦博利奇批评该备忘录，称：“对于塞

尔维亚政治局来说，这是一场致命的沙文主义战争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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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日期 事件 

 

2月20日 斯洛文尼亚期刊Nova revija发表了对斯洛文尼亚国家计划的

贡献，共 16 篇文章，支持独立和民主的斯洛文尼亚 

 

2月26日 “海报丑闻”爆发。今年早些时候，斯洛文尼亚新前卫艺术运

动Neue Slowenische Kunst设计了一张海报，赢得了南斯拉夫青年节庆祝

活动的比赛。然而，这张海报挪用了纳粹艺术家理查德克莱因的一幅画，

只是用南斯拉夫国旗代替了纳粹德国的旗帜，用鸽子代替了德国鹰。旨在

指出铁托主义意识形态极权主义性质的挑衅，在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的

亲共民众中引起了强烈抗议。 

 

4月24日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šević)向 15,000 名

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发表关于科索沃的演讲，告诉他们：“你们不会被打

败”。当晚晚些时候，塞尔维亚电视台播放了米洛舍维奇演讲的视频。塞尔

维亚总统伊万·斯坦博利奇后来说，看完这段视频，他看到了“南斯拉夫的

末日”。 

 

6月26日 来自科索沃的一千名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在贝尔格莱德议会

大楼外抗议阿尔巴尼亚族人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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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 阿齐兹·凯尔门迪( Aziz Kelmendi ) 是一名阿尔巴尼亚族

的 JNA 士兵，他杀死了另外 4 名 JNA 士兵，并打伤了 7 人。在葬礼期

间，阿尔巴尼亚人拥有的商店遭到暴徒袭击。 

 

9月10日 塞尔维亚宪法的改革。 

 

9月24日 在塞尔维亚共产党人联盟第八届会议期间，米洛舍维奇击败

了后来辞职的伊万·斯坦博利奇。 

 

十一月 南斯拉夫赫尔辛基委员会成立。 

 

12 月 9 日 Litostroj罢工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爆发。工人要求建

立独立工会和政治多元化的权利。独立的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

会成立。该事件被认为是斯洛文尼亚政治多元化进程的开始。 

 

1988  

 

日期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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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塞尔维亚学术委员会要求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

亚境内建立一个“塞尔维亚自治州”。 

 

4月7日 克罗地亚电影Život sa stricem讲述了一名共产党官员回归天

主教的故事，尽管克罗地亚SUBNOR 提出了抗议，但还是上映了。 

 

4月25日 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学协会发布了一份替

代斯洛文尼亚宪法的提案。该提案的作者包括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如

Veljko Rus、France Bučar、Dimitrij Rupel、Veno Taufer、Milan 

Apih、Tine Hribar、Peter Jambrek、Janez Menart和Tone Pavček。 

 

5月12日 在卢布尔雅那群众大会上，斯洛文尼亚农民联盟成立；这是

南斯拉夫境内的第一个公开的、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协会。该事件通常被认

为是斯洛文尼亚之春的开始。 

 

5月15日 南联盟国防部长海军上将布兰科·马穆拉因反对米洛舍维奇

而被解雇。 Veljko Kadijević 接任新部长。 

 

5月31日至6月4日 南斯拉夫军队（JNA）在斯洛文尼亚抓获了Janez 

Janša和其他 3 人。被指控发现“国家机密”。这些逮捕行动在斯洛文尼亚

引起了全国的强烈抗议。在所谓的卢布尔雅那审判期间，成立了一个保护

人权委员会，成为斯洛文尼亚公民社会的中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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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 由于塞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博斯科

Kruni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以及丽珠Šetinc，南斯拉夫共产

党政治局斯洛文尼亚成员，宣布辞职。 

 

10 月 4 日 一群人聚集在巴奇卡帕兰卡，抗议伏伊伏丁那省政府。 

 

10 月 5 日 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šević) 的控制下，

米哈吉·科尔特斯( Mihalj Kertes)和来自巴奇卡帕兰卡和塞尔维亚其他

地区的 100,000 名男子进入伏伊伏丁那首府诺维萨德，以支持反对伏伊伏

丁那政府的抗议活动。 

 

10 月 6 日 在 JNA 拒绝驱散人群或保护新萨德的议会大楼后，伏伊伏丁

那的整个议会都辞职，并由忠于米洛舍维奇的政客取而代之。南斯拉夫总

统委员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有效地使得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总统委员会

的8 票中增添了 2 票（从而它将在不久的将来共拥有4票，占总票数的一

半）。 

 

10 月 9 日 黑山警察在铁托格勒干预抗议者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被

塞尔维亚视为敌对行为。 

 

10 月 10 日 南斯拉夫轮值总统拉伊夫·迪兹达雷维奇警告说，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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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机可能会导致“异常情况”。总统宣布，全国各地针对共产党领导人的

示威活动是“负面事件”，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 

 

10 月 17 日 Stipe Šuvar试图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赶出南斯拉夫中央

委员会的企图失败了。 

 

1988 年 11 月 南斯拉夫总统委员会成员数额由9人减少到8人；废除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联盟主席团主席职位。 

 

11月17日 科索沃省政府辞职；忠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政客取而

代之。这一事件引发了阿尔巴尼亚族人众多示威活动中的第一次。总统的

结构再次发生变化，塞尔维亚现在实际上拥有 8 票中的 3 票。 

 

11月18日 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近百万人的大规模集会，以支持米洛舍

维奇的政策。 

 

11月19日 大约 100,000 名阿尔巴尼亚族人因塞尔维亚人撤职省领导人

而激怒，他们游行穿过科索沃。 

 

11月28日 1500 名克罗地亚人在南斯拉夫驻澳大利亚悉尼大使馆外抗

议。一名大使馆南斯拉夫工作人员向一名 16 岁抗议者开枪、打伤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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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随后在下周关闭。 

 

12 月 31 日 面对高达210亿美元的外债、15%的失业率和250%的通货膨胀

率，布兰科·米库利奇的南斯拉夫政府辞职。 

 

1989  

 

日期 事件 

 

1月10日 超过 100,000 名抗议者聚集在铁托格勒抗议黑山地区政府。

政府次日辞职；新的领导层由Momir Bulatović、Milo Đukanović和

Svetozar Marović 组成，与 米洛舍维奇（Milošević） 结盟。南斯拉夫

主席团的结构现在有效地给予塞尔维亚 8 票中的 4 票（其余4票属于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斯洛文尼亚） 

 

1月11日 斯洛文尼亚民主联盟成立。 

 

2月16日 斯洛文尼亚的社会民主联盟成立。 

 

2月20日 Trepca 矿（靠近科索沃 Mitrovica）的阿尔巴尼亚工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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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2月27日 由于阿尔巴尼亚人的抗议，南斯拉夫总统宣布科索沃进入紧

急状态。 

 

2月28日 Franjo Tuđman在克罗地亚作家协会的大楼中公开露面，发

表演讲，概述了将成为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的政治纲领。 

 

3月1日 逮捕Azem Vllasi。 

 

3月4日 塞尔维亚作家协会讨论了克罗地亚、科索沃和斯洛文尼亚对

塞尔维亚人的仇恨。在这次会议上，Vuk Drašković 提到了“塞尔维亚西部

边境”。 

 

3月10日 斯洛文尼亚基督教社会运动成立。 

 

3月16日 安特·马尔科维奇是南斯拉夫的新总理，此前斯洛博丹·米

洛舍维奇拒绝了国防部长韦利科·卡迪耶维奇向他提供的这个职位。BBC将

称马尔科维奇为“华盛顿在南斯拉夫最好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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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 随着塞尔维亚修改宪法，南斯拉夫伏伊伏丁那省和科索沃省

的自治权被取消，但保留了南斯拉夫总统府的席位。 

 

5月8日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成为塞尔维亚总统。 

 

5月8日 斯洛文尼亚反对党和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发表联合宣言，称

为五月宣言，要求建立一个主权和民主的斯洛文尼亚民族国家。诗人托

内·帕夫切克在卢布尔雅那中央国会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行中公开宣读了该

宣言。 

 

5月29日 在克罗地亚社会自由联盟成立。 

 

6月11日 在斯洛文尼亚的绿党是建立在南斯拉夫的第一个环保政治组

织。 

 

6月17日 在克罗地亚成立克罗地亚民主联盟。 

 

6月28日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对多达 2,000,000 名塞尔维亚人发表

讲话，他在讲话中谈到了未来“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但也谈到了塞尔维亚

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公民都必须获得平等权利，不论民族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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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 在美国国会投票谴责南斯拉夫的侵犯人权行为后，南斯拉夫

驻美国大使 Živorad Kovačević 被召回。 

 

9月14日 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作家协会会议上，Vuk Drašković呼

吁在克罗地亚创建一个塞尔维亚克拉伊纳。 

 

9月17日 反对联邦警告，SR 斯洛文尼亚以更大的自治权和从南斯拉夫

分离的权利为名修改其宪法。共和国的官方名称中删除了“社会主义者”一

词，并制定了允许自由选举的条款。 

 

9月29日 反对斯洛文尼亚宪法修正案的示威活动在科索沃、黑山、塞

尔维亚和伏伊伏丁那举行。 

 

10月20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发现塞尔维亚

特勤局在波斯尼亚领土上的行动。 

 

10月30日 开始针对Azem Vllasi和其他科索沃政客的法庭诉讼。 

 

11月3日 警察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示威期间使用武力；一些示威者

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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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 克罗地亚农民党在萨格勒布实行改革。 

 

11月20日 斯洛文尼亚拒绝允许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在卢布尔雅那举行

示威。根据这一决定，克罗地亚宣布将不允许来自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人前

往斯洛文尼亚举行12 月 1 日的示威。 

 

11 月 27 日 斯洛文尼亚的民主反对派形成为斯洛文尼亚所有主要的反共

产主义政党的一个统一的平台，由流亡异议人士乔泽·普克尼克主持。 

 

11月29日 作为对示威禁令的回应，塞尔维亚开始对斯洛文尼亚进行经

济封锁。 

 

12 月 1 日 不到 100 人出现在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议会前的抗议活动

中。当地警方驱散人群。 

 

12月10日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总统的秘密会议。 

 

12 月 13 日 伊维察·拉坎违背南斯拉夫军队的意愿成为克罗地亚共产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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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 科索沃民主联盟成立。 

 

12 月 31 日 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决定停止向克罗地亚居

民供电。意大利外交部长詹尼·德·米歇利斯称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

人是极端分子，没有机会进入南斯拉夫以外的欧洲。 

 

1990  

 

日期 事件 

 

1月1日 总理安特马尔科维奇（1989 年 3 月 17 日任命）的经济计

划启动。 

 

1月20日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贝尔格莱德的

萨瓦中心开幕。 

 

1月22日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代表放弃参加了南斯拉夫共

产主义联盟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南斯拉夫共产党解散。 

 

1月25日 科索沃发生了更多阿尔巴尼亚人反对紧急统治的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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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 人被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驱散。 

 

1月26日 南斯拉夫国防部长Veljko Kadijević要求增加驻扎在斯洛文

尼亚的军事人员。JNA 为种族混合的地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克罗

地亚）制定了一项军事行动计划。 

 

1月29日 科索沃总罢工。 

 

1月31日 南斯拉夫总统决定派国民军进入科索沃以恢复秩序。 

 

2月3日 民主党成立于塞尔维亚。 

 

2月14日 克罗地亚议会通过了克罗地亚宪法修正案，允许多党选举。 

 

2月16日 兹德拉夫科Mustač，UDBA（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组织）领导

人，说，克罗地亚民主联盟选举胜利48小时后将发生针对克罗地亚塞族人

的大屠杀。 

 

2月17日 在克罗地亚的克宁，成立了当地塞族人的塞族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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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 来自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 50,000 名塞尔维亚人在彼得罗

瓦山举行了“反对弗兰霍·图曼和乌斯塔谢”的抗议活动，要求“南斯拉夫的

领土完整”。 

 

3月10日 BBC报道，在塞尔维亚提出关于佩特洛娃戈拉山脉的领土要求

以后，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趋于恶化。 

 

3月17日 塞族人Duško Čubrilović在Benkovac的选举集会上试图暗杀克

罗地亚领导人 Franjo Tuđman 。 

 

3月21日 扎达尔周围的塞尔维亚人每晚都会组织检查站，控制车辆甚

至公交车。 

 

3月22日 发生科索沃学生中毒事件。 

 

3月22日 塞尔维亚议会通过了米洛舍维奇的科索沃蓝图：实现和平、

自由、平等和繁荣的方案。 

 

3月23日 斯洛文尼亚的民主反对派发出了替代斯洛文尼亚宪法的建

议。该提案由Peter Jambrek、France Bučar和Tine Hribar 撰写，明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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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 

 

3月26日 塞尔维亚领导人开会评估南斯拉夫的局势，并认为，克罗地

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战争不可避免。 

 

3月30日 没有来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

马其顿的成员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会议。 

 

4月3日 克罗地亚警察从科索沃撤出。 

 

4月8日 DEMOS联盟赢得斯洛文尼亚的首次多党选举。前共产党人

Milan Kučan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基督教民主党人 Lojze Peterle成为总

理。 

 

4月22日 克罗地亚第一次多党选举。获胜者是克罗地亚民主联盟

(HDZ)，它在 365 个议会席位中占据了 193 个席位。塞尔维亚民主党赢得

了广大城镇，如科瓦茨，科雷尼察，克宁和其他人。 

 

4月26日 博里萨夫·乔维奇，总统府未来的轮值总统，和国防部长韦

杰科·卡迪赫维奇举行会议。国防部长报告说，南斯拉夫国民军（JNA）已

经准备好，进攻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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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 在迪纳摩的马克西米尔体育场举行的萨格勒布迪纳摩-贝尔格

莱德红星比赛中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骚乱。 

 

5月17日 JNA 开始试图解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本土防御武装；

但斯洛文尼亚的拒绝阻止了斯洛文尼亚被解除武装。 

 

5月26日 SDA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成立。 

 

5月30日 克罗地亚议会选举弗朗霍·图曼为总统，斯蒂佩·梅西奇为

总理。Jovan Rašković的塞尔维亚民主党与克罗地亚议会断绝了所有关

系。 

 

5月30日 在报纸 Svet 中，Vojislav Šešelj说：“我们塞尔维亚的边

界不是德里纳。德里纳是一条贯穿塞尔维亚中部的塞尔维亚河流”。 

 

6月3日 在对阵荷兰的国际表演赛期间，南斯拉夫国歌和国家队在萨

格勒布的马克西米尔体育场被嘘。 

 

6 月 6 日 克宁市议会提议建立北达尔马提亚和利卡市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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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 南斯拉夫国民军在萨格勒布，克宁，巴尼亚卢卡和黑塞哥维

那等地建立驻军。 

 

6月27日 克宁创建北达尔马提亚和利卡自治市协会。 

 

6月28日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告诉南斯拉夫总统鲍里萨夫·约维

奇，他认为：“克罗地亚的解体需要以北达尔马提亚和利卡自治市协会留在

我们边界一侧的方式进行”。 

 

6月29日 在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官方名称中删除了“社会主义者”一

词，并采用了临时的新国旗和国徽。 

 

6月30日 克罗地亚议会副主席弗拉基米尔·塞克斯说，南斯拉夫需要

成为一个邦联。 

 

7月1日 米兰·巴比奇在克宁（克罗地亚）附近的科索沃村谈论 SAO 

Krajina 的未来创建。 

 

7月1日 斯洛文尼亚议会投票宣布独立（但并未正式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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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 科索沃议会宣布科索沃共和国拥有与其他 6 个共和国相同的

权利和权力。作为对宣言的回应，塞尔维亚议会废除了科索沃议会。 

 

7月20日 塞尔维亚议会修改其选举法，允许首次多党选举。 

 

7月25日 克罗地亚议会投票通过一系列宪法修改。从政府机构和符号

中删除了对共产主义的提及，该国的官方名称成为克罗地亚共和国。

Vladimir Šeks在 6 月 30 日谈到了联邦。 

 

7月25日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民政治和民族组织的代表在塞尔维亚举

行会议，组成了“塞尔维亚议会”并创建了其执行机构塞尔维亚全国委员

会，同时还宣布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的主权和自治宣言。宣言指出，克

罗地亚的塞族人有权就自治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7月26日 克罗地亚通讯社成立。 

 

7月30日 克罗地亚政府HDZ成员在武科瓦尔附近的贝拉克遭到袭击。 

 

7月31日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就克罗地亚的

塞尔维亚自治举行全民公投，公投日期定于1990年8月19日。克罗地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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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禁止了此类公投。Milan Babić 当选塞尔维亚全国委

员会主席。 

 

7月31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议会修改宪法，正式成为波斯尼亚

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家园。 

 

8月5日 塞尔维亚民主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成立。 

 

8月13日 由米兰·巴比奇 (Milan Babić) 领导的克宁塞尔维亚人代表

团来到贝尔格莱德，会见南斯拉夫总统鲍里萨夫·约维奇 (Borisav 

Jović) 和南斯拉夫内政部长佩塔尔·格拉查宁 (Petar Gračanin)。 

 

8月17日 “克拉伊纳”的塞尔维亚人指责克罗地亚当局的歧视，在克宁

周围的主要道路上设置路障，开始了“木头革命”。在Benkovac 案中，克罗

地亚共和国警察阻止了塞尔维亚人直接投票分离。塞尔维亚人在被称为“木

头革命”的事件中设置了路障。塞尔维亚人解释说，他们“受到[克罗地亚政

府]的恐吓并[争取]更多的文化、语言和教育权利”来解释起义叛乱。塞尔

维亚报纸“Večernje Novosti”写道，“2百万 塞尔维亚人[准备]前往克罗地

亚战斗”。另一方面，西方外交官说塞尔维亚媒体正在煽动暴力，而克罗地

亚政府说“我们知道在克罗地亚制造混乱的情景......”  

 

8月18日 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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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 在克罗地亚举行的塞族公投中，97.7% 的人投票支持克罗地

亚的塞族自治。 

 

8月20日 南斯拉夫政府和国民军JNA要求克罗地亚不要对所谓的克拉伊

纳的塞族叛军采取行动。 

在国际篮联世锦赛的决赛中，弗拉德·迪瓦茨从一名观众手中接过一面克

罗地亚国旗并踩在了上面。 

 

8月24日 克罗地亚总统弗兰霍·图曼要求与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

丹·米洛舍维奇会面。 

 

8月27日 允许在塞尔维亚注册新政党。 

 

8月30日 克罗地亚宪法法院（在法律上）废除了“达尔马提亚和利卡北

部自治市协会”，宣布其违宪。 

 

九月 解散的科索沃议会的阿尔巴尼亚族成员秘密会面并通过了替代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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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 阿尔巴尼亚族人在科索沃开始总罢工。 

 

9月3日 Ivan Zvonimir Čičak和 Marinko Božić在黑塞哥维那创建了

克罗地亚爱国组织。由于该组织成员的黑色制服看起来与二战期间克罗地

亚Ustaše部队的制服相似，塞尔维亚媒体称他们为Ustaše。 

 

9 月 7 日 克罗地亚内政部长Josip Boljkovac向克拉伊纳地区的叛乱分

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一切违反克罗地亚宪法的行动，并在 9 月 12 

日中午之前将武器交给克罗地亚政府。 

 

9 月 9 日 塞尔维亚民主党要求南斯拉夫总统的保护。 

 

9月12日 克宁的塞尔维亚电台要求公民停止将武器归还给克罗地亚政

府。 

 

9月13日 塞尔维亚军队在波拉特（科索沃村庄）进行大屠杀。 

 

9月18日 波黑民主行动党“政变”失败。 

 

9月19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议会投票决定留在南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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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 来自Pakrac、Petrinja和Sisak（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开

始封锁道路交通。 

 

9月28日 塞尔维亚宪法修改：取消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的自治权，但

其南斯拉夫总统委员会保留其成员职位。塞尔维亚共和国删除了“社会主义

者”一词。 

 

9月30日 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全国委员会宣布先前举行的全民公投

（克罗地亚已宣布非法）取得了积极的结果，该公投在克罗地亚境内实现

了塞尔维亚自治，该国仍在南斯拉夫境内。 

 

10 月 1 日 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全国委员会正式宣布在南斯拉夫境内的

克罗地亚建立塞尔维亚政治自治。 

 

10 月 1 日 乔治布什在会见南斯拉夫轮值总统时，表示全力支持南斯拉

夫。 

 

10 月 2 日 克罗地亚塞族人在整个南斯拉夫举行的关于塞族自治的措辞

含糊的全民公投中宣布他们的自治。克罗地亚政府多次表示，塞尔维亚人

的公投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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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 日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向南斯拉夫总统委员会提出成立南斯

拉夫邦联的提议。 

 

10 月 4 日 斯洛文尼亚议会废除了斯洛文尼亚领土上的 27 项南斯拉夫

法律。 

 

10 月 11 日 伏伊伏丁那石油公司 Naftagas 控制了克罗地亚石油公司在

自称为塞尔维亚克拉伊纳自治州的所有权。 

在萨格勒布，Josip Jelačić的雕像回到共和国广场，其名称恢复为Ban 

Jelačić 广场。 

 

10 月 13 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人民主要政治和国家组织和

机构的代表在巴尼亚卢卡会面，成立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全

国委员会。 

 

10 月 16 日 在南斯拉夫主席国会议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再次要求

建立南斯拉夫邦联。来自所有其他共和国的代表投票反对该提议。 

 

10 月 17 日 克罗地亚足球队在其首个国际足球比赛中与美国队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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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 塞尔维亚议会投票赞成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商品征

税。 

 

10 月 26 日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要求只对克罗地亚采取军事行动，并

且“只”在有塞尔维亚人的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 

 

11月18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第一次多党选举。民主行动党

（SDA）（波斯尼亚穆斯林政党）接收86个席位（35％），塞尔维亚民主党

（SDP）72席位（29％），以及克罗地亚Democratis联盟（民主联盟）44席

位（18％）。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统任期内，SDA 获得 3 个席位，

SDP 获得 2 个席位。 

 

11月22日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总统就未来独立举行会晤。 

 

11月25日 VMRO-DPMNE赢得了马其顿共和国的首次多党选举，在议会中

拥有 37 个席位。共产党人只有31个席位。 

 

11月28日 Janez Drnovšek（1990 年 5 月之前担任南斯拉夫总统府的

斯洛文尼亚轮值总统）和南斯拉夫总统府主席鲍里萨夫·约维奇举行了一

次会议，斯洛文尼亚在会议上获得了离开南斯拉夫的绿灯。 

 



Page | 373  

 

11月29日 阿尔坎的准军事 塞尔维亚志愿者卫队在克罗地亚被抓捕，但

很快被释放。 

 

12 月 3 日 塞尔维亚东正教中一些人强烈支持米洛舍维奇，而另外一些

人则强烈反对他。塞尔维亚东正教任命帕夫莱为科索沃教区的新牧长。 

 

12 月 7 日 南斯拉夫国防部长Veljko Kadijević在贝尔格莱德电视台发

表讲话，抨击克罗地亚现任领导层重振法西斯主义和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

灭绝。 

 

12 月 9 日 塞尔维亚社会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 65.35% 的选票

赢得了第一次塞尔维亚多党总统选举。 

 

12 月 9 日 黑山共产主义者联盟赢得了首届黑山多党选举。 

 

12月21日 在克宁，塞尔维亚全国委员会宣布成立克拉伊纳塞尔维亚自

治州，覆盖南斯拉夫境内克罗地亚西南部达尔马提亚北部和利卡地区的自

治市。同月，巴比奇成为圣克拉伊纳临时执行委员会主席。 

 

12月22日 克罗地亚议会投票通过新宪法，根据该宪法，克罗地亚被定

义为“克罗地亚民族的民族国家和其他民族或少数民族的公民国家”。从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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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删除塞尔维亚人的名字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中引起了强烈

抗议。投票期间的议会参观者包括斯洛文尼亚总统米兰·库查和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总统阿里亚·伊泽特贝戈维奇。 

 

12月23日 塞尔维亚社会党获得塞尔维亚议会250个席位中的192个。 

 

12月23日 一月政变后，Momir Bulatović , 以76.9%的选票当选 

Montenegro总统。 

 

12月23日 在斯洛文尼亚独立公投中，88.5%的选民（94.8%的投票）和

93.3%的投票率支持国家独立。 

 

12月26日 塞尔维亚从南斯拉夫中央银行获得18 亿美元（25 亿德国马

克）的当地货币（南斯拉夫第纳尔）。在其他共和国和世界银行的压力

下，15亿德国马克后来被归还。 

 

12 月 31 日 克罗地亚宪法法院宣布SAO Krajina在法律意义上不存在。 

 

12 月 31 日 1990 年南斯拉夫的工业产值下降了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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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日期 事件 

 

1月4日 克罗地亚政府成立了国防委员会。 

 

1月4日 创建克拉伊纳警察部队。 

 

1月4日 南斯拉夫国防部长Veljko Kadijević要求南斯拉夫总统鲍里

萨夫·约维奇 (Borisav Jović) 由国家而不是共和国投票支持留在或离开

南斯拉夫。 

 

1月7日 克罗地亚东部地区的一群当地塞族政治领导人决定成立一个

地区政治机构，即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叙尔米亚塞尔维亚全国委员

会 

 

1月9日 南斯拉夫总统鲍里萨夫·约维奇要求总统委员会投票支持使

用南斯拉夫国民军（JNA） 反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控制下

的所有 3 个总统府成员（科索沃、塞尔维亚和伏伊伏丁那）和黑山成员投

票赞成使用武力，但其他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马

其顿和斯洛文尼亚）的总统府成员投票反对使用武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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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 在南斯拉夫总统府与国民军会晤后，军队被授权从“准军事部

队”手中夺取武器。 

 

1月10日 Radovan Karadžić要求总统委员会中的波斯尼亚代表、塞族人

Bogić Bogićević辞职，因为他在之前的投票中没有与其他塞尔维亚人站在

一起。 

 

1月15日 Veljko Kadijević 宣称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正在放弃他们

的武器，但克罗地亚人没有。 

 

一月 SAO Krajina 在克宁设立了“区域内务秘书处”，米兰·马蒂奇被任

命为内务秘书。克罗地亚政府获悉，克罗地亚警察将不再被视为在 SAO 

Krajina 拥有权力。 

 

1月24日 克罗地亚宪法宣布，南斯拉夫总统 1 月 10 日的决定是非法

的，克罗地亚必须保护自己及其公民。 

 

二月 欧洲委员会投票决定，若南斯拉夫要加入欧洲联盟，南斯拉夫必须

和平解决危机并举行联邦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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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 斯洛文尼亚议会批准了从南斯拉夫中央政府手中接管银行业

和国防的立法。 

 

2月21日 在收到斯洛文尼亚议会决定为独立和可能建立新的独立国家

联盟采取法律行动的决定的消息后，克罗地亚议会做出了类似的决定。 

 

2月22日 帕克拉克市议会以相对多数的塞尔维亚人投票进入克拉伊

纳。 

 

2月22日 “帕克拉克的武装塞尔维亚人控制了警察局并解除了 16 名克

罗地亚警察的武装”。 

 

2月26日 Baranja、Western Syrmia和Slavonia的塞尔维亚全国委员会

投票决定，如果克罗地亚离开南斯拉夫，那么该委员会控制的领土将从克

罗地亚分离出来。 

 

2月28日 SAO Krajina的塞尔维亚全国委员会投票通过Krajina将留在

南斯拉夫，并表达了克罗地亚和SAO Krajina和平分离的愿望。 

 

3月1日 帕克拉克冲突——帕克拉克警察局因反叛而被克罗地亚警方

收复。这一天在帕克拉克打响了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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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 帕克拉克冲突- 南斯拉夫军队被部署以阻止塞尔维亚村民

（他们控制了帕克拉克的一个警察局）和克罗地亚警察部队之间的战斗，

后者已经恢复了对警察局和城镇的控制。虽然没有人在战斗中丧生，但这

一事件标志着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的开始。 

 

3月9日 贝尔格莱德开始大规模学生示威。总统授权 国防军JNA 保护

重要建筑物，但 JNA 也以此为借口攻击示威者。 

 

3月12日 南斯拉夫总统在示威期间在 JNA 总部举行会议。JNA 要求宣

布战争。投票重复了 1 月 9 日的投票，米洛舍维奇控制的总统成员投票

支持战争，其他人反对（4:4）。投票后，南斯拉夫军队的重要成员前往法

国、英国和苏联执行“外交”任务。 

 

3月15日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时宣

称：“南斯拉夫已不复存在”。 

 

3月17日 塞尔维亚决议在南斯拉夫总统选举中被否决后，斯洛博

丹·米洛舍维奇下令动员塞尔维亚特种部队并宣布“塞尔维亚将不承认南斯

拉夫总统的任何决定”。 

 

3月20日 200 名塞尔维亚作家、电影制作人和演员签署了一份反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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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请愿书，因为他“选择了战争政策”。 

 

3月29日 十六湖事件- Mile Martić 领导下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警察

控制十六湖国家公园 

 

3月31日 十六湖事件- 在复活节星期天，克罗地亚警察部队进入并遭

到塞尔维亚叛乱分子的伏击。在交火期间，克罗地亚警察Josip Jović成为

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 

 

4月1日 克罗地亚警察部队重新夺回十六湖，随后发生了 15 分钟的

枪响。 

 

4月2日 南斯拉夫人民军命令克罗地亚警察撤离十六湖，他们服从

了。 

 

4月2日 在Titova科雷尼察，“克拉伊纳”领导人米兰·巴比奇宣称塞

尔维亚叛军控制的这个克罗地亚地区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合并。 

 

4月2日 萨格勒布军事法庭开始审理克罗地亚前国防部长马丁·斯皮

盖杰（Špegelj）针对南斯拉夫军队的叛国罪。最有力的证据来自Špegelj 

录影带。在克罗地亚民众的压力下，审判被推迟，Špegelj 逃往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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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未来的克罗地亚国防部长戈伊科·苏沙克组织并参与了向博罗沃塞

洛发射三枚肩扛式阿姆布鲁斯特导弹，试图煽动战争的火焰。 

 

5月1日 博罗沃塞洛杀人事件——四名克罗地亚警察进入博罗沃塞

洛，试图用克罗地亚国旗替换村里的南斯拉夫国旗。警察被当地塞族人杀

害或劫持为人质，后来被割伤眼睛和耳朵。 

 

5月2日 博罗沃·塞洛 (Borovo Selo) 遇害事件-一群试图恢复控制

权的克罗地亚警察 (150人) 陷入伏击中，造成 15 人死亡（12 名克罗地

亚人和 3 名塞尔维亚人）和 20 多人受伤。南斯拉夫军队到达并结束战

斗，在克罗地亚和叛军控制下的领土之间建立了边界线。 

 

5月6日 斯普利特的大规模反南斯拉夫示威以暴力告终。南斯拉夫军

队的坦克和大多数非克罗地亚和非塞尔维亚国籍的士兵被派上街。Sašo 

Gešovski，马其顿血统的士兵，被枪杀。 

 

5月12日 来自塞尔维亚人控制下的克罗地亚领土的塞尔维亚人关于与

塞尔维亚共和国联合的问题进行公民投票。 

 

5月16日 塞尔维亚代表鲍里萨夫·约维奇违反南斯拉夫宪法，要求投

票阻止斯捷潘·梅西奇成为南斯拉夫轮值总统。由于 3 票塞尔维亚票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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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黑山票的阻止票，梅西奇没有成为轮值总统。 

 

5月19日 克罗地亚举行了独立公投。86% 的克罗地亚选民参加投票，

其中 94.17% 投票支持独立。 

 

6月25日 克罗地亚做出关于独立的宪法决定。 

 

6月25日 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 

 

6月26日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关于南斯拉夫的新共和国间协议最后

期限的最后一天。 

 

6月27日 斯洛文尼亚的十日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 1991 年 7 月 6 

日。 

 

6月30日 在西方官员的需求下，塞尔维亚 

不再阻挠梅西奇担任南斯拉夫轮值总统。 

 

7 月 7 日 布里俄尼协定停止了斯洛文尼亚境内的敌对行动。斯洛文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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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和克罗地亚同意将它们的独立冻结三个月。南斯拉夫人民军同意从斯洛

文尼亚撤出。 

 

7月28日 在萨拉热窝举行 的和平音乐会 

 

7月31日 克拉伊纳叛乱塞尔维亚人主席米兰·巴比奇拒绝了欧洲共同

体部长们的和平提议。 

 

8 月 21-22 日 马其顿政府执行一项秘密计划，没收关于在马其顿领

土上招募南斯拉夫军队的所有联邦文件。 

 

8月25日 武科瓦尔围城战开始。 

 

8月27日 欧共体建立了巴丹泰委员会审议关于南斯拉夫冲突中的15个

法律问题。 

 

8月29日 妇女组织Bedem ljubavi在南斯拉夫人民军兵营周围发起抗

议，呼吁解除克罗地亚人和其他族裔的强制兵役。 

 

9 月 8 日 马其顿投票支持独立。选民的投票率为75%，其中95%的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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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支持独立。今天，这一天被庆祝为其独立日。 

 

9月15日 南斯拉夫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要求部分战争动员，违反了南

斯拉夫宪法。 

 

九月 在Hrvatska Dubica和邻近的Cerovljani村属于克罗地亚人的房屋被

纵火焚烧。TO、Milicija Krajine、JNA 以及当地塞尔维亚人进行了广泛

的抢劫。当地克罗地亚人被拘留并受到虐待，还被塞族部队用作活盾牌。

塞尔维亚人搬进了逃亡的克罗地亚人离开的房子。 

 

9月19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议会发现并讨论了塞尔维亚RAM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计划。南斯拉夫总理安特·马尔科维奇证实，斯洛博

丹·米洛舍维奇已命令南斯拉夫军队向拉多万·卡拉季奇控制下的波桑斯

卡克拉伊纳的领土防御提供武器。 

 

9月25日 马其顿宣布独立。 

 

9月26日 塞尔维亚议会获悉，对部分战争动员的反应非常糟糕，因为

只有 50% 的人到场。 

 

9月30日 为科索沃独立举行全民公投。大多数人赞成独立。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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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 

 

10 月 7 日 Banski dvori 遭到南斯拉夫人民军的火箭弹袭击。 

 

10 月 7 日 克罗地亚议会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独立。 

 

10 月 8 日 克罗地亚共和国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独立。 

 

10 月 13 日 拉多万·卡拉季奇告诉蒙奇洛·曼迪奇：“再过几天，萨拉热

窝就会消失，将有 50 万人死亡，一个月内，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穆

斯林将被消灭。”  

 

10 月 15 日 拉多万·卡拉季奇告诉米奥德拉格·达维多维奇和卢卡·卡

拉季奇：“首先，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领导人（波斯尼亚人）都不会活着，三

四个小时后他们都会被杀死。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生存。”  

 

10 月 16、18 日 克罗地亚人杀害了Gospić 的100-120 名平民。这一事

件被称为“戈斯皮奇大屠杀”。 

 

10月20日 40 名当地平民几乎全部是克罗地亚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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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进行了巴金大屠杀。 

 

10 月 26 日 最后南斯拉夫军队离开斯洛文尼亚，从科佩尔港出发。 

 

10月31日 载有南斯拉夫总统斯蒂佩·梅西奇和克罗地亚总理弗兰

霍·格雷古里奇等代表的“和平车队”在南斯拉夫人民军队的围攻中抵达杜

布罗夫尼克。 

 

11月10日 波斯尼亚塞族人投票决定与塞尔维亚留在共同国家。 

 

11 月 18-21 日 在奥夫卡拉发生武科瓦尔大屠杀（塞尔维亚民兵屠杀

了克罗地亚人，包括平民和人质）。 

 

12 月 2 日 马其顿总统发送到外国政府要求承认马其顿独立的正式信

函。紧接着希腊开始在马其顿-希腊边境进行军事挑衅。 

 

12 月 9 日 巴丹泰委员会公布了意见，认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

国“是在解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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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 日 乌克兰承认克罗地亚。 

 

12 月 12-13 日 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犯下了Voćin 大屠

杀。 

 

12 月 16 日 塞尔维亚总理、前南斯拉夫总统府成员德拉古丁·泽列诺维

奇从伏伊伏丁那辞职。 

 

12 月 17 日 南斯拉夫总理安特马尔科维奇辞职，拒绝接受南斯拉夫军队

将获得联邦预算所有资金的 86%。 

 

12 月 19 日 冰岛承认克罗地亚；德国宣布将于 1992 年 1 月 15 日承认

克罗地亚，无论它是否加入欧洲共同体。 

 

12月23日 德国成为第一个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为独立国家的大

国。 

 

12月23日 克罗地亚政府以克罗地亚第纳尔的名义推出了一种过渡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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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 南斯拉夫中央银行推出新的南斯拉夫第纳尔。 

 

1992  

 

日期 事件 

 

1月3-6日 萨拉热窝协议：一边是克罗地亚，另一边是塞尔维亚和塞尔

维亚叛军之间的停火协议。大约 10,000 名联合国士兵将很快抵达，以防

止未来在克罗地亚领土上发生战争。 

 

1月7日 一架南斯拉夫米格飞机袭击并摧毁了 2 架 EC 监测任务直升

机中的 1 架，机上有 5 名机组人员。此后不久，南斯拉夫国防部长辞

职。 

 

1月9日 波斯尼亚塞族人宣布成立自己的共和国，自波斯尼亚获得国

际承认之日起生效。新共和国的领土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塞族

人占多数的地方，“以及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种族灭绝而塞族人占少数的所

有其他地区”。 

 

1月15日 欧洲共同体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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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 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科列维奇先生与一家报纸谈论他与克罗

地亚总统弗兰霍·图曼讨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转型”的问题。 

 

1月27日 黑山议会投票支持举行全民公投，看公民是否仍然支持南斯

拉夫联盟。 

 

2 月 8 日至 23 日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参加1992 年冬季奥运会。 

 

2月22日 马其顿报纸 Nova Makedonija 发表了马其顿政府与南斯拉夫

军队之间关于南斯拉夫军队持续和平撤出马其顿共和国领土的协议。根据

该协议，最后一名南斯拉夫士兵应于 1992 年 4 月 15 日离开马其顿领

土。南斯拉夫军队从马其顿撤出是从 1991/92 年冬天开始的。 

 

2月21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 743 号决议设立了一支保护部队 

( UNPROFOR )，其任务是在克罗地亚建立三个 IJN 保护区 (UNPA)。 

 

2月29日 波斯尼亚举行独立公投。大多数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投票赞

成，但大多数塞尔维亚人抵制投票。 

 

3月1日 公投后的第一天，新郎的父亲、塞尔维亚族人尼古拉·加多

维奇在塞尔维亚人的婚礼上被波斯尼亚族人拉米兹·德拉利奇 (Ram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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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lic) 杀害。加多维奇被许多塞尔维亚人视为波斯尼亚战争的第一个牺

牲品。 

 

3月2日 马其顿总统基罗·格利戈罗夫公开谈论马其顿共和国与南斯

拉夫军队和平撤出马其顿的协议。 

 

3月3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宣布独立。 

 

3月17日 最后一名南斯拉夫士兵离开了马其顿领土。 

 

3月23日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维也纳协定。 

 

4月1日 塞尔维亚志愿卫队，在土匪、策尔杰科·拉兹纳托维奇指挥

下，占林了比耶利纳。 

 

4月3日 南斯拉夫军队和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围绕着博桑斯基布罗德

和库普雷斯地区，——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军

队作战。 

 

4月5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统阿里亚·伊泽特贝戈维奇下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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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民警卫队和警察预备队。 

 

4月7日 欧共体和美国承认波斯尼亚。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尔维

亚民族大会”宣布独立的波斯尼亚塞族共和国，后来被命名为“塞族共和

国”。 

 

4月10日 塞尔维亚志愿卫队占领了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兹沃

尔尼克。南斯拉夫军队拒绝保护当地穆斯林人口免受塞尔维亚游击队的袭

击，直到他们交出武器。 

 

4月16日 美国警告塞尔维亚控制下的南斯拉夫政府停止对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的攻击，否则将被国际组织制裁。 

 

4月27日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式结束，宣布由“联邦议会”

批准的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的新宪

法。在本次投票时，仍有10,000 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士兵留在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2  

 

日期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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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 757 号决议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实施广泛的经

济和政治制裁。 

 

8 月 26-27 日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ICFY）于伦敦举行。ICFY 

指导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是代表联合国的万斯和代表欧共体主席团的前英国

外交大臣大卫欧文博士勋爵。 

 

9月14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 776 号决议批准将联保部队扩展到波斯尼

亚，其任务是通过保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UNHCR) 管理的车

队，促进在整个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联保部队还打算保护被释放的被

拘留者的车队。 

 

10 月 9 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781推出了禁飞区规则，禁止波斯尼亚上空的

任何军事飞行。 

 

1993  

 

日期 事件 

 

1 月 11-12 日 万斯和欧文勋爵制定了“万斯-欧文和平计划”，根据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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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组合、地理和历史因素、交通和经济稳定，创建了 10 个主要自治的省

份。 

 

3月25日 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签署了与万斯-欧文和平计划有关的所有

文件。 

 

4月16日 克罗地亚军队在拉什瓦河谷实施了Ahmići 大屠杀 

 

5月1日 挪威前外交部长托尔瓦尔德·斯托尔滕贝格接替万斯出任联

合国代表和ICFY联合主席。 

 

5月1-2日 所有波斯尼亚领导人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总统在雅典举行

首脑会议。卡拉季奇签署了万斯-欧文和平计划。 

 

5月6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824号决议宣布，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以及

图兹拉、泽帕、戈拉兹德、比哈奇、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边地区应被有关

各方视为安全区，不受武装袭击。 

 

5 月 15-16 日 波斯尼亚塞族就万斯-欧文和平计划和独立进行全民公

投：计划被否决（96%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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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 英、美、俄、法、西班牙外长商定联合行动计划。 

 

5月25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 827 号决议 设立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

事法庭，其任务是起诉那些被指控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的人。 

 

6 月 4 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 836 号决议 授权联保部队保卫联合国安全

区并占领这些地区的实地关键点。 

 

6 月 19-20 日 在“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举行的关于与其他塞尔

维亚人统一的公投：投票率为 98.6%，总投票人数的 93.8% 投了赞成票。 

 

8月24日 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HDZ）宣布位于莫斯塔尔的“赫尔采格-

波斯纳克罗地亚共同体”为共和国。 

 

8 月 27-29 日 波斯尼亚塞族人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接受了欧文-斯

托尔滕贝格关于在波斯尼亚建立三个民族共和国联盟的新提议。 

 

9月29日 波斯尼亚议会投票支持欧文-斯托尔滕贝格提案，但前提是要

归还武力夺取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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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 波斯尼亚新政府：哈里斯·西拉吉季奇被任命为总理。 

 

12 月 3 日 前日本外交官明石康成为联合国秘书长前南斯拉夫问题特别

代表。 

 

12 月 16 日 英国等欧盟国家与马其顿共和国建交。 

 

1994  

 

日期 事件 

 

1月21日 米兰·马蒂奇表示，他将“加快统一进程”并“将接力棒交给我

们的全塞尔维亚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2月5日 波斯尼亚塞族用迫击炮袭击萨拉热窝市场，造成无数平民伤

亡。 

 

2月7日 欧盟外交部长支持在必要时使用北约空中力量来解除波斯尼

亚塞族对萨拉热窝的围困。 



Page | 395  

 

 

2月9日 应联合国要求，北约同意授权空袭，在萨拉热窝周围宣布20

公里的完全禁区，并要求波斯尼亚塞族人在10天内从该区域撤出重型武器

或将其置于联合国控制之下；还呼吁波斯尼亚政府将萨拉热窝的重型武器

置于联合国控制之下。“RS”与波斯尼亚政府就萨拉热窝停火达成协议，由

时任驻波斯尼亚联合国部队指挥官迈克尔罗斯爵士中将谈判达成。 

 

2月17日 俄罗斯的倡议确保了波斯尼亚塞族在从萨拉热窝撤出重型武

器方面的合作。 

 

3月1日 Silajdzic、克罗地亚外交部长 Mate Granic 和波斯尼亚克

族领导人克雷西米尔·祖巴克在华盛顿签署了波斯尼亚穆斯林（“波斯尼亚

人”）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之间的联邦框架协议，以及关于该联邦与波斯

尼亚共和国建立邦联的初步协议。 

 

3月24日 “RS”大会拒绝加入穆斯林-克罗地亚联盟，并要求取消对塞尔

维亚人的制裁。 

 

3月29日 克罗地亚政府和克拉伊纳塞族人在俄罗斯驻萨格勒布大使馆

签署了克拉伊纳停火协议。 

 

3月31日 塞族叛乱分子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在萨格勒布签署了在克拉伊



Page | 396  

 

纳和克罗地亚军队接触线上停火的协议。该协议于 1994 年 4 月 4 日生

效。 

 

4月11日 北约飞机轰炸波斯尼亚塞族车辆，以回应对戈拉兹德的炮击

恢复。 

 

4月22日 北约授权在戈拉兹德周围 20 公里禁区内对波斯尼亚塞族重

型武器进行空袭，除非： 立即停火；波斯尼亚塞族部队从戈拉兹德中心撤

退 3 公里；允许人道主义车队和医疗援助。北约还授权，如果任何联合国

安全区遭到袭击，或者波斯尼亚塞族重型武器进入这些区域周围 20 公里

的禁区范围内，北约立即对波斯尼亚塞族人进行空袭。 

 

4 月 22-23 日 明石在贝尔格莱德与米洛舍维奇总统和波斯尼亚塞族

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就戈拉兹德达成六点停火协议，波斯尼亚塞族同意立

即停火；在中心半径 3 公里和德里纳河两岸部署联保部队；安全的医疗后

送；联保部队和人道主义组织的行动自由。 

 

4月26日 由英国、俄罗斯、美国、法国和德国代表组成的“联络小组”

第一次会议在伦敦举行。该小组的成立是为了向交战各方展示统一战线，

并专注于确保就领土分配达成协议，作为政治解决的第一步。它制作了一

张地图供各方考虑。英国大使馆在萨拉热窝开设。 

 



Page | 397  

 

5月11日 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维也纳协定规定波斯尼亚人/

克罗地亚人联邦占波斯尼亚领土的 58%；将联邦分为八个州；并确定临时

联邦政府的组成。 

 

5月13日 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和欧盟三驾马车外长以及欧盟委

员会副主席在日内瓦会晤。他们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四个月，并要求在两周

内在联络小组的主持下，根据波斯尼亚联邦 51% 和波斯尼亚塞族 49% 的

领土划分进行谈判。 

 

5月31日 波斯尼亚议会选举 Zubak（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和 Ejup 

Ganic（波斯尼亚穆斯林）为联邦总统和副总统，直至定于六个月后举行的

联邦选举。大会还批准了华盛顿和维也纳协定（见 3 月 1 日和 5 月 11 

日）。 

 

6月10日 关于欧盟莫斯塔尔管理的谅解备忘录草案由扩大的欧盟三驾

马车和波斯尼亚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方面草签了公投计划。 

 

7 月 8 日 南非大法官理查德·戈德斯通被批准担任前南斯拉夫问题国

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 

 

7月20日 波斯尼亚塞族宣言提交给日内瓦联络小组。表示：他们无法

就联络小组和平计划采取立场，因为波斯尼亚的宪法安排没有得到充分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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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需要在地图上进一步工作。但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 

 

7月23日 来自德国的汉斯·科施尼克就任莫斯塔尔欧盟行政长官。 

 

8月3日 “RS”大会否决了联络小组和平计划。 

 

8月4日 米洛舍维奇总统宣布决定切断与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政治和经

济联系，因为他们拒绝和平计划。 

 

8月20日 “RS总裁”卡拉季奇和“RSK总裁”米兰·马尔蒂奇签署了一份统

一“RS”和“RSK”的提案。 

 

11月11日 美国宣布将停止对波斯尼亚政府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联邦实

施武器禁运。 

 

11月21日 在克拉伊纳的塞尔维亚飞机对比哈奇地区进行空袭后，北约

轰炸了“RSK”的乌德比纳机场。随后发生了激烈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包括联

合国安理会主席声明、试图促成停火、克拉伊纳塞尔维亚人继续袭击比哈

奇、北约近距离空中支援和波斯尼亚塞族拘留联保部队（联合国保卫部

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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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 克罗地亚政府和“RSK”当局签署了经济协议。 

 

12 月 31 日 波斯尼亚和“RS”政府签署了为期四个月的停止敌对行动协

议。 

 

1995  

 

日期 事件 

 

1月12日 克罗地亚表示，她不会在 3 月 31 日之后延长联保部队的任

期。联保部队将有三个月的时间退出。 

 

1月30日 萨格勒布 4方 计划提交给克罗地亚政府和克宁的“RSK”领导

层。该计划由欧盟、联合国、美国和俄罗斯代表起草，旨在通过政治解决

克罗地亚的冲突。“RSK”拒绝考虑，直到收到联保部队在 3 月 31 日之后

存在的保证。米洛舍维奇总统拒绝接待 4方 大使。 

 

2月5日 美国在慕尼黑召开会议以支持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联盟。宣布

了一项九点援助计划，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官员同意为穆斯林/克罗地亚争端

任命一名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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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 “RSK”大会暂停了与克罗地亚的所有经济和政治谈判，直到她

撤销终止联保部队任务的决定。 

 

2月13日 国际刑事法庭以种族灭绝罪起诉了 21 名塞族人。“RS”总统

拒绝允许引渡任何人。“南联盟”裁定，必须在那里审判被指控的“南联盟”

战犯。 

 

2月20日 “RS”和“RSK”宣布成立联合防卫委员会。 

 

3月6日 欧盟通过了欧盟与克罗地亚之间贸易与合作协定的谈判授

权，但谈判的开始取决于联合国在克罗地亚的持续存在。 

 

3 月 8 日至 10 日 祖巴克和加尼奇在波恩签署了关于实施波斯尼亚/克罗

地亚联邦的彼得堡协定。 

 

3月12日 克罗地亚图季曼总统宣布，一支经过重组的联合国部队可以

留在克罗地亚领土上。 

 

3月31日 安理会第981，982和983决议获得一致通过。981在克罗地亚

成立UNCRO（信心恢复行动）；982延长联保部队在波斯尼亚的任务；983将

马其顿共和国的联保部队转变为UNPREDEP（联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所



Page | 401  

 

有三项新任务都将持续到 1995 年 11 月 30 日。 

 

5月1日 克罗地亚进攻闪电行动开始，以夺回斯拉沃尼亚西部。克罗

地亚塞族人以炮击作为回应，并拘留了一些联合国人员。 

 

5月3日 克罗地亚和克罗地亚塞族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

议。 

 

5 月 24-26 日 针对高强度炮击和射击，联保部队波斯尼亚指挥官鲁

珀特·史密斯中将发出最后通牒：“RS”停止向萨拉热窝禁区开火；在 5 月 

25 日中午之前归还从联合国收集点移走的重型武器；并在 5 月 26 日之

前从禁区内移除所有重型武器或将其置于联合国控制之下。 

 

6 月 8 日 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单方面解除武器禁运。 

 

6 月 9 日 前瑞典首相卡尔·比尔特将接替欧文勋爵担任 ICFY 指导委

员会的联合主席。 

 

6月16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 998 号决议授权将联保部队人员最多增加 

12,500 人，以加强现有部队并建立快速反应部队（RRF）。中国和俄罗斯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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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 联保部队从萨拉热窝 20 公里禁区的武器收集点和观察哨撤

出。 

 

6月20日 北约请求联合国批准对巴尼亚卢卡机场进行空袭，以应对波

斯尼亚塞族人违反 NFZ 的行为。 

 

7月2日 位于萨拉热窝的联合国总部遭到波斯尼亚塞族人的炮击。 

 

7月3日 伊格曼山上的联合国车队开火并还击。 

 

7 月 8 日 “RS”部队进入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 

 

7月9日 “RS”部队占领了斯雷布雷尼察的联合国哨所，俘获了联合国

军队。联合国威胁称，如果波斯尼亚塞族部队靠近，将发动空袭。 

 

7月11日 北约空袭。“RS”威胁要杀死联合国人质。“RS”部队占领了斯

雷布雷尼察。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开始，超过 8,000 名波斯尼亚人被塞族

军队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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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 联合国和欧盟要求波斯尼亚塞族从斯雷布雷尼察撤出。 

 

7月19日 “RSK”和穆斯林分离主义领导人Fikret Abdic 的部队袭击了

比哈奇地区。 

 

7月21日 欧盟、联合国、北约、联络小组和其他联合国部队派遣国在

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应对塞族袭击安全地区的问题 

 

7月22日 图季曼总统和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在斯普利特会面。签署了

关于联合防御和实施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联邦的协定。 

 

7月23日 英国、美国和法国代表向“RS”军队指挥官拉特科·姆拉迪奇

发出最后通牒：攻击戈拉兹德或将联合国人员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将导致

大规模空袭。 

 

7月25日 国际刑事法庭以种族灭绝罪起诉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以战

争罪起诉马尔蒂奇。波斯尼亚塞族军队进入泽帕。 

 

7月26日 联合国秘书长将其空袭权力下放给联保部队指挥官伯纳

德·詹维尔。如果联合国决定退出或波斯尼亚政府要求联合国退出，美国

参议院投票决定解除对波斯尼亚的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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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 联合国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Tadeusz 

Mazowiecki）辞职。阿布迪奇宣布自己为“西波斯尼亚独立共和国”总统。 

 

7月28日 'RS' 和 'RSK' 都向他们的敌人宣布了战争状态。 

 

7 月 29-30 日 明石与图季曼总统和“总统”马尔蒂奇交谈，目的是避

免克罗地亚对“RSK”的进攻。 

 

8月1日 北约同意使用整个战区的空中力量来保护安全区域。 

 

8月3日 克罗地亚政府与“RSK”领导人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斡旋谈判破

裂。 

 

8月4日 克罗地亚发起了风暴行动，迅速夺回了北区和南区。大多数

塞尔维亚人通过波斯尼亚逃到塞尔维亚，有数万人在伏伊伏丁那定居。少

数人同意搬到科索沃。 

 

8月7日 波斯尼亚政府军控制了Abdic在 Bihac 地区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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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开始了为期四天

的伦敦、波恩、巴黎、马德里、罗马、莫斯科和安卡拉之行，以根据现有

的联络小组地图勾勒出新的美国和平倡议。 

 

8月28日 波斯尼亚塞族迫击炮袭击在萨拉热窝造成 37 名平民丧生。 

 

8月29日 “RS”大会欢迎美国的倡议。 

 

8月30日 北约和 RRF 开始对“RS”军事目标进行空袭，以回应 8 月 28 

日对萨拉热窝的迫击炮袭击。“RS”和“FRY”领导层宣布，由米洛舍维奇总统

领导的联合谈判小组将考虑美国的和平计划。 

 

9 月 8 日 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南联盟”外长在日内瓦会晤并就基本

原则达成一致，包括：1)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将继续其现有边界的合法

存在并继续得到国际承认；2）它将由两个实体组成，每个实体都有权与邻

国建立平行的特殊关系，符合波斯尼亚的领土完整。 

 

9月14日 北约/RRF 罢工运动同意暂停 12 小时，以允许美国特使理查

德霍尔布鲁克、姆拉迪奇和总统米洛舍维奇缔结“停止敌对行动框架协

议”。罢工暂停了 72 小时，以便从萨拉热窝禁区撤出塞族重型武器。24小

时内，将开通机场和进入城市的人道主义路线；将在144小时内完成武器撤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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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 克罗地亚撤销了该联邦所有来自波斯尼亚地区的人的难民地

位。 

 

9月26日 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南联盟”外长在纽约会面，同意波斯

尼亚将拥有中央总统、议会和宪法法院。议会将由三分之一的“RS”代表和

三分之二的联邦代表组成。在总统任期内，投票将以多数票通过，但结果

可能会被实体议会阻止。为举行国际监督的选举作出了规定。 

 

10 月 3 日 企图暗杀马其顿总统基罗·格利戈罗夫。 

 

11月1日 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南联盟/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以及联络

小组国家在俄亥俄州代顿举行会谈。 

 

1999  

 

日期 事件 

 

6月10日 签署塞尔维亚军队从科索沃撤军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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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日期 事件 

 

11月1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 1326 号决议接受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加入

联合国。南斯拉夫作为新成员重新加入联合国大会。 

 

2001  

 

日期 事件 

 

2001 年 6 月 五个继承国起草并签署了关于继承问题的协议。 

 

2006  

 

日期 事件 

 

5月21日 合法的黑山独立公投；55.5% 的投票支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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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 黑山议会宣布黑山独立。 

 

7月28日 黑山共和国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2008  

 

日期 事件 

 

2月17日 科索沃共和国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并最终得到113 个联

合国成员国的承认，其中包括 4 个前南斯拉夫国家。 

 

另见 

克罗地亚独立战争时间表 

南斯拉夫战争时间表 

科索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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