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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探究

———兼议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

李义男

[摘　 要]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存在这样一种认识: 苏联解体前, 人民生活水平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且长期

未有明显提高, 这导致苏共丧失了人民的支持, 进而引起苏联解体。 然而, 统计数据表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苏联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全方位改善, 到 80 年代中期即戈尔巴乔夫改革前, 苏联的人均食品消费水平和近半数

种类的耐用商品普及率已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在医疗、 教育、 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享受的福利则远

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尽管维持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但生活水平因素与苏

联解体不存在直接关联。 苏联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是在其解体进程开始之后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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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 学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 苏联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始终没有突破斯大林

时期建立起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长期偏重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发展, 并且在冷战

时期把大量资源投入军备竞赛的无底洞中, 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 而生活水平远不及西

方发达国家成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然而, 持上述观点的各种学术成果并未对 “苏联解体前

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这一论断进行详细的论证, 即使进行了论证的学者, 也只是使用了两种十

分简单的方法: 一种是将斯大林时期的高积累和消费不足现象泛化到整个苏联历史中; 另一种是

把苏联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些宏观或抽象的经济指标, 例如人均国民收入或名义工资、 恩格尔系

数等与西方国家作简单对比。 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工业、 轻工业和农业比例的长期失衡以及经

济增长速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陷入停滞自不待言, 然而是否能就此认为七八十年代苏联人民的生

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 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难以追赶的差距? 本文尝试对这一观点

进行辨析并对生活水平因素与苏联解体的关联性进行探讨。

一、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对比

一般意义上,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被视为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甚至是最重要、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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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的指标。 通过对比苏联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收入和平均工资很容易发现, 苏联在这

一方面是远不如西方国家的。 例如, 1970 年苏联工业部门职工的平均月工资是 133. 3 卢布, 美国制

造业工人的周薪是 133. 33 美元, 按当时官方汇率计算, 后者的年收入是前者的 3. 9 倍①。 同年苏联

职工家庭年收入在 1500 卢布以下的占总户数的 94% , 而美国年收入在 3000 美元以上的家庭占总

户数的 84. 2% 。 这意味着, 按美国标准, 几乎所有的苏联家庭都属于贫困户 (见表 1)。 又如,

1984 年苏联工业部门职工平均月工资为 205 卢布, 同年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

分别为: 美国 9. 18 美元 /小时、 日本 292255 日元 /月、 法国 35. 67 法郎 /小时、 加拿大 465. 64 加

元 /周②。 按当年年末汇率和各国每周平均工时换算成美元可计算出上述国家工人的平均年收入:
苏联———2894 美元、 美国———19429 美元、 日本———13967 美元、 法国———7485 美元、 加拿大———
18343 美元, 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收入为苏联工人的 5 倍—7 倍。 这样看来, 在工人的货币

收入上, 20 世纪 80 年代苏美间的差距似乎比 70 年代还大③。

表 1　 苏美家庭收入及其所占比重

(单位: % )

1970 年苏联注1 1977 年美国注2

600 卢布以下 14 4999 美元以下 16. 5

601—900 卢布 37 5000—9999 美元 20. 2

901—1200 卢布 29 10000—14999 美元 17. 9

1201—1500 卢布 17 15000—24999 美元 27. 1

1501 卢布以上 6 25000 美元以上 18. 2

　 　 注 1: 职工家庭。
注 2: 当年美国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为每户年收入不到 6662 美元者。
资料来源: 〔苏〕 吉·谢·哈恰图罗夫: 《现阶段苏联经济》, 辽宁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研究室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1 年, 第 130 页; 《世界经济年鉴 (19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第 987 页。

货币收入的差距自然而然会投射到居民消费上。 理论上, 在名义工资与西方相比差距如此之

大的前提下, 苏联人民也许要 “食不果腹” 了。 但令人吃惊的是, 实际上, 在食品、 衣着和耐

用消费品方面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远比名义工资小。 由表 2 横向对比可见, 20 世纪 70 年代末

苏联人均每天卡路里摄入量已追平英国、 法国和联邦德国, 超过日本; 蛋白质摄入量基本与美国

持平; 动物性脂肪摄入量接近意大利。 总的来说, 从营养摄入角度看, 苏联的食品消费水平在

70 年代末就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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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世界经济年鉴 (19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第 981 页。
参见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 (1986)》,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 年, 第 197、 198 页。
参见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 (1986)》,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 年, 第 199、 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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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78 年—1980 年苏联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均每天营养摄入量对比

食物类别 植物类食物 动物类食物

国家 热值 /大卡 蛋白质 /克 脂肪 / g 热值 /大卡 蛋白质 / g 脂肪 / g

苏注1 2505 50. 2 29. 9 938 50. 3 67. 2

美 2322 34. 7 66. 0 1331 72. 0 103. 2

英 2088 36. 3 47. 7 1228 55. 0 101. 2

法 2162 37. 6 46. 0 1228 67. 4 99. 0

联邦德国 2161 33. 2 44. 9 1376 57. 2 118. 5

日 2294 43. 3 35. 5 622 45. 1 39. 5

意 2754 54. 4 68. 6 896 49. 5 70. 5

发达国家注2 2363 42. 4 48. 1 1036 57. 1 80. 2

　 　 注 1: 1975 年—1977 年。
注 2: 1981 年—1983 年发达国家平均值。
资料来源: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 (1984)》,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 年, 第 122 - 124 页。

而纵向对比 1970 年与 1985 年, 苏联人均年面包消费量从 143 千克减少为 133 千克, 土豆消

费量从 124 千克减少为 104 千克, 而肉类及肉制品消费量从 48 千克增加到 62 千克, 鱼类消费量

从 15. 4 千克增加到 18 千克, 蛋类消费量从 159 枚增加到 260 枚, 奶和奶制品消费量从 307 千克

增加到 325 千克, 蔬菜消费量从 82 千克增加到 102 千克, 水果消费量从 35 千克增加到 48 千

克①。 总的来说, 排除个别特殊年份, 苏联的高蛋白食品人均消费量都呈逐年增加态势, 淀粉类

食物在总消费中的比例则不断下降。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苏联在 1979 年—1982 年连续四年粮食

歉收, 而且同期因美国谷物禁运导致牲畜饲料出现大幅缺口, 但其动物类食品消费量依然保持稳

定②。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食品消费水平鲜有变化。 例如, 1975 年—1983
年, 美国人年均肉类消费量减少 0. 4 千克, 蛋类消费量从 16 千克减少到 15 千克; 同期日本人年

均肉类消费量从 23. 4 千克增加到 25. 9 千克, 仅增加了 2. 5 千克, 鱼类和蛋类消费量还略微下降

了③。 因此, 虽然苏联肉类消费量始终低于美国, 但差距在不断缩小———从 1960 年相当于美国

的 40%增加到 1983 年的 55% ④, 连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苏联问题专家在有关苏联经济发展的

秘密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 “在生活水准比较上最亮眼的或许是食品领域。 1981 年苏联的日常

卡路里摄入水平几乎追平美国。 苏联人比美国人吃的淀粉类食物更多, 但差距在缩小。 同时, 禽

类产品也更加普遍……苏联人均蛋白质摄入水平几乎已能和美国媲美……苏联的日常人均卡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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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СССР в цифрах в 1973 г. М. : Статистика, 1974. С. 190.
СССР в цифрах в 1987 г. М. :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1988. С. 220.
参见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 (1987)》,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 年, 第 289、 290 页。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ttps: / / www. cia. gov / readingroom / docs / CIA - RDP87M01152

R000200130024 - 5.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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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美国的成年人建议值。”①

1982 年 5 月,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报告 《关于至 1990 年苏

联食品纲要及其实现办法》 中曾提出了这样的任务, 即到 1990 年苏联人年均食品消费量应达到

70 千克的肉、 19 千克的鱼、 330 千克—340 千克的奶、 260 枚—266 枚的鸡蛋、 45. 5 千克的糖、
126 千克—135 千克的瓜菜、 66 千克—70 千克的水果②。 尽管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一计划最终

未能完全按计划实现, 但根据西方学者的比较推算, 到 1990 年,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

和国居民年均肉类消费量已赶上瑞士, 而后者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前者的近 3 倍; 乌克兰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年均肉类消费量大约与英国、 芬兰和冰岛相当, 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

有后者的 40% , 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略超过乌克兰的巴西和委内瑞拉的肉类消费量仅有其 60%
左右③。 这样的成就毫无疑问是相当惊人的。

苏联和西方国家在居民的货币收入水平差距不断加大的情况下, 如何使食品人均消费量不断接

近西方水平? 可以尝试从物价和购买力角度来阐释这一问题。 冷战时期经互会国家自有一套以记账

卢布为货币基础、 较低程度依赖西方世界的独立经济体系。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

循环, 使苏联的基本消费品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国内物价不随世界市场波动。 例如, 1971 年—1982
年, 苏联消费物价的年均上涨幅度只有 0. 4%, 而美国为 7. 9%, 英国达 13. 1%, 意大利更是接近

15% ④。 表 3 给出了 1977 年按官方汇率计算的苏联与美国、 日本、 联邦德国的食品价格对比。 可

见, 苏联除了自身产量和消费需求均相对较低的大米外, 其他食品价格都低于美、 日、 德, 肉类更

甚。 也就是说, 考虑到购买力因素, 苏联与西方的实际工资水平差距远比名义上的小。 1970 年苏联职

工月均工资为122 卢布, 1980 年增加到169 卢布, 涨幅约30%, 而消费物价在整个70 年代几乎没有变

化, 所以名义工资的涨幅也代表了实际工资的涨幅⑤。 而西方国家不仅物价指数的涨幅远高于苏联,
且其工资和物价增速基本是同步的, 这是苏联在肉蛋奶消费量上快速赶上西方国家的原因之一。

表 3　 20 世纪 70 年代美苏日德食品价格比较

(单位: 美元 /千克)

美国平均价

(1977 年 6 月)
莫斯科国营商店价

(1977 年 10 月)
东京平均价

(1977 年 8 月)
德国黑森州平均价

(1977 年 9 月)

面包 0. 77 0. 61 1. 07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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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A Comparison of the US and Soviet Economies: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oviet System”, https: / / www. cia. gov /
readingroom / docs / CIA - RDP86T00591R000300460003 - 9. pdf.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СССР на период до 1990 г. и меры по ее реализаци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ай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1982 г. М. : Полидиздат, 1984. С. 11.

David J. Sedik, “A Note on Soviet Per Capita Meat Consumption”,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Vol. 35, No. 3, 1993.
参见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 (1983)》,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 年, 第 96 页。
参见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 (1950—1982)》,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年, 第 4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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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美国平均价

(1977 年 6 月)
莫斯科国营商店价

(1977 年 10 月)
东京平均价

(1977 年 8 月)
德国黑森州平均价

(1977 年 9 月)

土豆 0. 43 0. 14 0. 60 0. 25

大米 1. 10 1. 20 1. 37 1. 46

牛肉 5. 18 2. 72 11. 64 6. 42

猪肉 3. 59 2. 86 6. 08 4. 83

牛奶 0. 45 0. 42 1. 03 0. 49

奶酪 3. 54 4. 28 3. 93

啤酒 0. 84 0. 65 1. 15 0. 70

　 　 资料来源: 《国外经济统计资料 (1949—1976)》,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79 年, 第 383 页。

人均收入和食品消费、 价格的对比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 尽管在苏联购买相同数量的食品所花

费的货币金额比在美国低, 但卢布在食品购买力方面对美元的优势不足以弥补苏联平均工资绝对值

与美国的差距 (如按表 4 和当年汇率计算, 1977 年苏联工业部门职工的平均工资 2074. 8 卢布可在

莫斯科购买 1022. 5 千克牛肉, 而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 11902 美元可在美国购买 2297. 8 千克

牛肉, 换为面包则差距更大①), 而苏联的人均食品消费水平又不断接近美国, 那么, 这是否意

味着苏联的恩格尔系数会远高于美国, 即除食品外的其他种类商品的消费远少于美国?
对比表 4 和表 5 的数据可以发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家庭食品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比

例的确要比苏联工人家庭低一些。 但是, 如果排除吃、 住、 行、 医疗、 社会保障和纳税等必要支

出, 其他物质消费 (购买高档耐用商品等)、 文化消费 (看电影和戏剧等) 和储蓄 (往往被用于

出国旅游) 在 1981 年美国家庭总支出只占 16. 5% , 而同期苏联则高达 43. 2% , 且呈逐年上升趋

势, 而美国却相反。 换言之, 苏联在生活服务和社会保障上的支出比例远低于美国, 苏联人民可

以用更大比例的家庭收入来购买耐用消费品, 并由此在耐用商品消费上追上西方国家。

表 4　 苏联工业部门工人家庭支出构成

(单位: % )

年份 1970 1975 1982

家庭总支出 100 100 100

食物 35. 7 32. 9 30. 7

衣着及纺织品 15. 5 15. 4 15. 7

家具、文化生活用品 5. 8 6. 5 7. 8

燃料 0. 3 0. 2 0. 1

·37·
① 参见 《世界经济年鉴 (19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第 9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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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1970 1975 1982

建筑材料 0. 4 0. 4 0. 4

文化生活服务 23. 5 23. 1 23. 9

其中:教育、医疗 13. 9 13. 8 14. 7

　 　 房租、公用事业、住宅维修 2. 7 2. 7 2. 6

储蓄 4. 1 6. 3 6. 1

纳税 7. 9 8. 5 8. 7

其他 6. 8 6. 8 6. 6

　 　 资料来源: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 (1950—1982)》,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年, 第 475 页。

表 5　 美国城市中等收入家庭 (四口之家) 支出构成

(单位: % )

年份 1970 1975 1981

家庭总支出 100 100 100

全年消费支出 77. 0 76. 5 73. 3

其中:食品 22. 9 25. 0 24. 1

　 　 住房 23. 5 23. 1 22. 1

　 　 交通 8. 6 8. 3 9. 1

　 　 衣着 10. 7 9. 3 7. 6

　 　 医疗 5. 3 5. 4 5. 6

　 　 其他消费 6. 0 5. 4 4. 8

其他支出(礼物、商业保险、应酬) 5. 0 4. 6 4. 1

社会保险 3. 6 5. 5 6. 1

个人所得税 14. 4 13. 4 16. 3

　 　 资料来源: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 (1986)》,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 年, 第 204 页; 《国际经济

和社会统计资料 (1950—1982)》,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年, 第 474 页。

在衣着方面, 如果忽略流行样式仅计算织物消费量的话, 20 世纪 70 年代初苏联就已赶上甚至

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73 年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棉织品消费量为 22. 4 平方米, 美国为

27 平方米, 英国为 14. 3 平方米, 联邦德国为 13. 6 平方米; 毛织品的消费量则分别如下: 苏联 2. 9
平方米, 美国 0. 8 平方米, 英国 3. 1 平方米, 联邦德国 2. 9 平方米。 此外, 同期苏联居民年均皮鞋

消费量也接近英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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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苏〕 吉·谢·哈恰图罗夫: 《现阶段苏联经济》, 辽宁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研究室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1 年, 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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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耐用商品方面, 苏联一度较西方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 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其普及率

快速增长。 即便是按照当时美国人的统计方法, 1970 年—1975 年苏联耐用商品人年均消费额涨

幅高达 10% , 1975 年—1980 年出现明显下降, 但依然有 5. 3% ①。 因此,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苏

联在耐用商品人均拥有量上是在不断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 例如, 在电视每千人拥有量上美国与

苏联的差距从 1970 年的 2. 9 倍缩小到 1981 年的 2. 1 倍②。 1970 年—1979 年, 苏联每百户家庭私

人汽车拥有量从 2 辆增加到 8 辆, 电视机由 51 部增加到 83 部, 冰箱由 32 台增加到 82 台, 洗衣

机由 52 台增加到 70 台, 吸尘器由 12 台增加到 26 台③。 而到 1990 年, 这些指标进一步增加到了

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 19 辆、 电视机 107 部、 冰箱 92 台、 洗衣机 75 台、 吸尘器 48 台, 多种家用

电器的普及率追平日本和英国④。
不可否认, 在取得了相当进步的前提下,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小汽车和某些前卫的高档耐

用商品 (例如录像机) 的普及率距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除了自身产能不足外, 更重要的

原因在于, 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 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目标在于保证全体人民

的全面发展、 尽量缩小贫富差距。 在苏联, 食品、 住房、 交通、 医疗、 教育等基本生活服务和读

书、 看报、 观影、 听剧等文化服务的价格远低于成本, 而录像机、 小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在一定程

度上被视为非必需的 “奢侈品”, 由国家以高价销售, 所得利润用来补贴基本消费品。 例如, 60
年代的 ГАЗ - 21 伏尔加牌汽车成本为 1900 卢布, 售价为 5500 卢布; 70 年代初 ВА3 - 2101 日古

利牌汽车的成本不到 1000 卢布, 售价 5500 卢布⑤。 苏联官方对此也毫不讳言: 对食物、 药物、
燃料、 房租、 公共服务费和城市交通费等的补贴资金, 除了来源于国营企业的利润, “另一个来

源是烟、 酒、 钻石和其他高档工艺品的赢利, 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是定得偏高的”⑥。
类似的反差体现在文化服务领域。 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 文化服务属于私有产业, 具有资本

逐利性, 而对苏联来说, 文化服务是公共事业, 旨在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和个性发展的需要。 例

如, 根据同期先后访问了苏美的著名作家王蒙所记, 1984 年在莫斯科大剧院看一场歌剧的票价

是 3 卢布, 而当时在纽约百老汇观看同等规格的演出要 50 美元⑦。 又如, 尽管作为文化媒介载

体的电视机在苏联普及度不如美国, 但苏联的人年均观影次数和每千人拥有电影院座位数却远超

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在 1981 年苏联的这两个指标分别是美国的 3. 5 倍和 4. 4 倍、 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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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SR: Measur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1950 - 80,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p. 326.

参见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 (1950—1982)》,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年, 第 467 页。
参见 〔西德〕 玛利亚·伊丽莎白·鲁班: 《苏联东欧各国家用工业品消费情况》, 叶方咸译, 《今日苏联东欧》 1983 年

第 2 期。
参见 《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 (1992)》,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3 年, 第 426 - 428 页。
参见 《苏联经济基本资料》,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78 年, 第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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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蒙: 《苏联祭》,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年, 第 76 页。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 年第 4 期

10. 6 倍和 11. 9 倍、 法国的 4. 5 倍和 5. 6 倍①。 换句话说, 苏联是将文化服务从私人转向公共,
这与低工资、 高福利, 补贴基本消费品、 重课高档消费品一样, 反映的是迥异于资本主义的、 旨

在造福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念和价值追求。
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追求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并不在乎贫富差距的

扩大。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各类收入阶层的比例是非常分散的, 根本没有所谓的数量上占优势的

中产阶级, 而苏联社会的收入水平则是相对平等的。 在收入公平性方面, 苏联另一个瞩目的成就

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1980 年集体农庄庄员家庭人均货币收入已相

当于职工家庭的 75% , 1985 年进一步达到了 81% , 考虑到前者可通过集体分配和自留地获得免

费农产品, 其实际收入可能更高②。
资本主义国家阶层收入的巨大差距反映到消费品占有上的结果就是, 高档商品集中在少数富

有者手里 (且他们往往掌握着远超出自己实际所需的数量), 相当多的底层人民一贫如洗, 但表

现在绝对数量上的每千名居民或每百户家庭的平均拥有量却大都超过了苏联。 例如, 1974 年美

国白人拥有彩电的家庭共占总数的 64. 2% , 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黑人家庭彩电拥有率只有

37. 8% , 但由于白人的人口优势, 彩电普及率在全国却高达 61. 3% ; 同年美国拥有 1 辆小汽车

的家庭有 48. 8% , 拥有 2 辆以上小汽车的家庭有 32. 7% , 那么体现为每百户家庭拥有量 (或者

每千名居民拥有量) 的数据就很可观, 每百户至少有 115 辆, 即平均家家有车, 但实际上全国

却还是有近 20% 的家庭是没有私家车的③。 再如, 1988 年英国 45% 的家庭拥有 1 辆小汽车,
17. 5%的家庭拥有 2 辆小汽车, 3. 6%的家庭拥有 3 辆及 3 辆以上小汽车, 平均下来, 每百户小

汽车拥有量约为 91 辆, 然而实际上当时 34%的英国家庭是 1 辆小汽车都没有的④。 与资本主义

国家相反, 由于没有严重的两极分化, 苏联的高档商品平均拥有量更为均衡。 从这个角度来说,
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耐用商品普及率上的差距要比纸面上小。

在医疗、 住房、 教育等社会福利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得更加明显。 以医疗为例,
1969 年苏联就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的形式确定了提供给苏联公民医疗服务的 “普及性、 免

费性和高水平性”⑤。 苏联平均每 1 名医生的服务人口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远少于同期西方发

达国家。 1985 年苏联每万人平均拥有医生的数量为 42 名, 几乎是美国 (23. 3 名) 的两倍; 苏

联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同样居世界之首, 为美国 (56. 5 张) 的两倍⑥。 可以认为, 苏联人民享

受的医疗资源不仅完全免费, 而且比资本主义国家丰沛许多。
在住房方面, 苏联实行的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无偿分配制度, 房租标准自 1928 年确定后一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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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 (1950—1982)》,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年, 第 4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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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世界经济年鉴 (19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第 989 页。
参见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 (199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 第 4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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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樊亢主编: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七十年———苏联经济发展史》,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2 年, 第 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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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由于名义工资的不断增长, 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房租已完全变成了象征性收费。 到 1987 年

年初苏联人均居住面积达到 14. 9 平方米, 虽然只相当于美欧国家 60 年代水平, 但基本已达到人均

一居室的标准①。 而且, 这一数值还未包括郊外别墅的面积, 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 830 万城

市家庭在城郊拥有带院子的夏日别墅②, 它们所占用的土地同样完全是由国家免费提供的。
苏联人民维持生活必需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例远低于美国, 首要原因可归结于社会福利因

素。 在苏联, 房租、 水暖和公共交通费用在日常开支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除学前教育和夏令营

活动, 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完全免费。 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初苏联每平方米住房月均费用为

0. 14 卢布, 每立方米天然气价格为 0. 02 卢布, 地铁和公交车票价 0. 05 卢布。 而美国相对应的价

格分别为 4. 5、 0. 12、 0. 6 美元, 高等学校学费每年 5000 美元—9000 美元, 住院费每天 175 美元③。
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福利方面的 “隐性收入” 并不体现在纸面上的职工工资中。 根据苏联

官方统计, 1975 年苏联职工的月平均货币工资为 146 卢布, 而如果算上由社会消费基金支出的

各种优惠, 包括免费教育、 免费医疗、 奖助学金、 疗养优惠、 幼儿园保育费等④, 则平均工资可

达 199 卢布, 1985 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 190 和 268 卢布⑤。 不言而喻, 苏联是仅按照各种社会保

障服务的成本价计算而得出上述数据的。 但是, 换作在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住宅、 医疗、 托儿、
教育能够免费提供, 则其带来的隐性收入甚至将大大超过名义工资。 不妨作如下假设: 1985 年

一户夫妻都拿平均工资的莫斯科市双职工四口之家在排队 7. 5 年后免费获得一套三居室 60 平方

米的公寓 (80 年代后半期苏联家庭申请获得新住宅的平均排队时间为 7 年—8 年⑥)。 而当时同

样面积的一套公寓在纽约市价值 16 万美元 (80 年代纽约房价为每平方英尺 250 美元⑦)。 这相

当于国家 “白送” 给了这对莫斯科夫妻 16 万美元。 把这笔钱分摊到 7. 5 年里, 则意味着他们每

月仅在免费住房上就获得了 1800 美元的 “隐性收入”。 同样地, 假如按照美国标准来换算高等

教育的费用, 则仅两个孩子免缴大学学费就使这对苏联夫妻在将其抚养成人前每月省下至少 200
美元。 也就是说, 按市场价计算, 苏联仅提供免费住房和免费教育这两项给劳动人民带来的

“隐性收入” 就远超其名义工资。 忽略掉这种 “隐性收入” 的话, 苏联的恩格尔系数当然高。
归根结底, 脱离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环境, 名义工资和恩格尔系数的比较没有任何意义。

20 世纪 80 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 (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 一针见血地指出, “依据居

民的现金收入来对比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 这种方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对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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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就更不对!) ……俗话说, 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制度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的生活水平”, “总而言

之, 将苏联和西方家庭的现金收支结构进行机械的对比, 就会歪曲事实真相”①。

二、 生活水平因素对苏联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苏共把加速提高人民福利、 更充分地满足全体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自己最重要的

任务、 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和始终遵循的路线, 并将其明白无误地写入了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

历次党代会的报告和文件中②。 苏共认为, 只有通过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才能

够为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 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创造条件。 勃列日涅夫曾在苏共

二十三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共产党将领导人民并同他们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苏联人的生活

一年比一年更好、 更富裕、 更文明。 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最高职责, 为此我们正在建设共产主

义”③; “ ‘一切为了人, 一切为了人的福利’, 这就是党的纲领性原则”④。
此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 (1953 年的东柏林

事件、 1956 年的波兹南事件、 1980 年第三次波兰危机), 最初都是由工资水平下降或消费品价格

上涨等民生问题直接引发的, 1956 年匈牙利事件爆发的部分原因也是工资和消费水平的下降。 以此

为戒, 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各国尽力避免提高物价等可能对人民生活水平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
为了维持人民较高的生活水平, 苏联政府必须确保充足的消费品供应、 稳定的物价和不断增

长的工资。 而这些政策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苏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缓产生了几

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 在粮食问题上, 由于生产肉类所消耗的饲料粮始终存在较大缺口 (苏联大部分领土

处于高纬度地区, 气候寒冷, 生产相同重量肉所耗费的饲料粮要比中欧国家多 1 倍—2 倍), 在

经互会内部的相互协调仍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 只能从西方国家进口。 如果赶上灾年, 粮食产

量大幅减少, 则不得不进一步增加进口。 例如, 苏联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每年进口粮食约 1500
万吨, 1979 年因粮食连年歉收, 进口量增至约 3000 万吨, 1984 年更是超过 5000 万吨⑤。 即便是

正常年景, 因人民对肉类需求的增长, 这种进口规模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如 1986 年进口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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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6 万吨, 1987 年 3135 万吨, 1988 年 3584 万吨①。 相应地, 苏联进口农产品的支出不断上涨:
1986 年农产品进口额为 155 亿美元, 1987 年为 165 亿美元, 1988 年达到 179 亿美元②。 在对西

方国家的商品出口不够抵偿粮食进口的情况下, 有时不得不花费宝贵的外汇和黄金储备。 除了初

级农产品, 苏联还直接进口大量食品成品来弥补国内供应的不足, 且数量逐年增加: 1970 年食

品进口额占消费品进口总额的 29. 9% , 进口食品占食品零售额的 3. 9% , 而到 1980 年这两项比

例分别增加到 38. 2%和 10. 1% ③。
第二, 在稳定物价方面, 由于国家不断提高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又维持本就低于成本价的

销售价格保持不变, 加上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以及职工名义收入不断增加, 对消费价格的

补贴便成了苏联财政的沉重包袱且不断加重。 例如, 苏联 “八五” 计划期间, 用于肉类、 奶类、 马

铃薯等产品的补贴为 385. 5 亿卢布, 占国家预算支出的 6%; “九五” 计划期间的补贴为 868 亿卢

布, 比 “八五” 计划期间增长 1. 25 倍, 占国家预算支出的 9%以上; “十五” 计划期间仅肉、 奶类

补贴就达 1000 亿卢布, 年均 200 亿卢布, 比官方公布的国防预算开支还要多, 而 “十五” 计划第

一年的 1976 年, 苏联全部财政支出也不过 2267 亿卢布④。 1985 年后, 随着国际油价下跌, 价格补

贴问题更加凸显。 1987 年 4 月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报告指出, “自 1982 年以来实际国民收入

的增长停止了……商店里的油卖 3 卢布 40 戈比, 而其成本价是 8 卢布 20 戈比; 牛肉卖 1 卢布 50 戈

比, 而生产成本是 5 卢布。 如果一切照旧的话, (每年) 光在食品上的价格补贴就要涨到 1000 亿卢

布”⑤。 除了农产品补贴这一重项 (每年约占国家财政支出的 12%), 苏联其他消费性补贴和社会

保障方面的财政补贴也是惊人的, 如 20 世纪 70 年代每年的房租补贴为 50 亿卢布、 公共交通补贴

超过 20 亿卢布, 到 80 年代中期, 苏联每年各项财政补贴已占到国家预算支出的 15%—18% ⑥。
第三, 苏联国民收入增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逐渐放缓后, 居民名义工资和消费仍保持

了相当速度的增长, 甚至出现了工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现象。 例

如, 整个 70 年代工资基金年均增长 5. 1% , 而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3. 6% ; 1982 年在劳动生

产率增速已降到 2. 6%的前提下, 工资增长仍达到 3. 5% ⑦。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 这种趋势还在

加剧: 1986 年, 苏联职工平均工资增长 3. 2% , 国民收入只增长 2. 3% ; 1987 年平均工资增长

3. 6% , 国民收入却只增长 1. 6% ⑧。 此外, 自 70 年代起还出现了工资增长超过消费品生产和商

品零售额增长的问题。 1987 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曾公开承认, 1971 年—1985 年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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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流通量增长了 2. 1 倍, 而消费品生产只增加了 1 倍①。 长远来看, 以上几个问题显然会带

来如下的直接后果: 积欠外债增多、 外汇储备减少、 积累率下降、 居民储蓄利息支付持续增加、

供需比例失调、 通货膨胀加剧。

为了维持超前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活水平, 苏联只能不断扩大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使用中的

比例, 这使得其 20 世纪 80 年代积累率普遍较 70 年代有所下降。 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的减

少, 显然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而这又会反过来阻碍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在短时间内无

法大幅提高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下, 只有通过压缩居民消费、 缩减社会福利来缓解矛盾, 但这又

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本质和现实要求。 而且, 由于人们长期习惯于把食品价格的

“冻结” 看作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 把提高食品价格看作 “反人民” 的措施, 通过压缩居民消费、 缩

减社会福利来解决人民生活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脱节的矛盾也是不现实的, 甚至是危险的。

众所周知, 1980 年—1981 年的第三次波兰危机恰恰就是这样被引起的: 国家常年不惜一切

代价保证居民消费, 陷入了财政连年赤字、 对外债台高筑的困境。 为此, 波兰不得不减少基本消

费品价格补贴, 这一措施引发了习惯于长期低物价的人民的不满②。 长期低物价—国家财政困

难—提价—工人罢工—生产下降—国家财政更困难—生活水平下降—工人再罢工的恶性循环最终

导致波兰持续性的社会动荡。 事实上, 许多经互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与生活水平相关的经

济发展问题, 只是波兰以一种矛盾总爆发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那么, 既然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经济同样出现了高消费、 高福利与低增长的矛盾, 这些矛盾是

否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倒退, 继而引发人民的不满, 直至升级为政治动乱? 回答这一问题, 首先需

要追溯和澄清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是何时开始下降的。 以下两个代表性指标或许能给出答案: 俄罗斯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口预期寿命在整个 20 世纪后半叶的峰值位于 1987 年和 1988 年

(均为 69. 6 岁), 自 1989 年起才开始连续下降③; 多种食品人均消费量, 包括禽蛋、 鱼、 糖、 蔬

菜、 水果, 也是自 1989 年才开始减少; 肉类消费增长从 1989 年开始停滞④。 1989 年由于出现市场

供应全面短缺, 苏联官方首次实行商品限购⑤。 1989 年 6 月全苏工会首次确定和公布了贫困收入

线, 按当时的标准———每月 78 卢布, 全国约 14%的人口被定义为贫困人口, 而到 1990 年 9 月, 根据

更新了的贫困收入线, 这一比例竟达到了近 40%。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观察, 1991 年年初, 苏联长

期维持的社会福利体系, 包括免费医疗、 就业保障、 低房租、 稳定和较低的物价等, 已经开始崩坏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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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解释上述现象? 统计数据表明, 苏联本国食品和消费品的生产增长持续到 1990 年,

食品和消费品进口量在 1985 年至 1990 年间未出现较大波动①。 也就是说, 商品短缺的根源是在

流通和分配环节, 而非生产环节。 而流通和分配出现问题还要追溯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1988

年 6 月,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宣布要对政治体制进行 “根本改革” 和建设

“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 苏联改革自此深入政治领域。 在激进的政治改革推波助澜下, 苏

联的民族分离主义愈演愈烈: 1989 年 5 月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修改宪法, 确定本国立法高于苏联

宪法; 1989 年 12 月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领导; 1990 年 3 月立陶宛宣布独立。 从以

立陶宛为首的波罗的海三国开始脱离苏联, 苏联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瓦解②。 对于在苏联

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实行生产高度分工化的苏联来说, “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瓦解使其失去了相当

多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 民族离心力的加强带来的渗透性危机则削弱了联盟内部的经济联系、

影响到各地区的生产协调和物资调配。 根据当时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政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

1989 年和 1990 年苏联由于民族冲突和罢工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20 亿卢布③。 因此, 1989 年—

1990 年苏联首次出现的经济负增长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倒退首先是由政治危机造成的。 正是政治

动荡和民族分裂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涣散导致商品流通和分配的困难。 毋庸置疑, 是

先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 后有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三、 生活水平因素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无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宏观经济发展何时放缓、 何时陷入停滞、 停滞到了怎样的地

步, 以下事实都不可否认, 即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在 80 年代末以前一直在不间断地提高, 社会

上并未出现过大范围的商品短缺, 也未曾发生因对生活状况不满而抗议苏维埃政权的大规模动

乱。 而且, 无论是与斯大林时期及战后初期的纵向比较, 抑或是与同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横

向比较, 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显著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苏联人均每天吃肉蛋

鱼半斤、 饮奶近一升, 家家有收音机、 电视机、 电冰箱、 洗衣机。 尽管这时其纸面上的居民人均

货币收入仍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但苏联在衣食住行等广大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最大限度地保证

了高标准, 衡量生活水平的部分指标甚至赶上了西欧国家及美国, 在各种社会福利方面则达到了

西方国家完全无法与之比拟的高度。

当然, 当时苏联高度发达和不断提高的居民生活水平是超越了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 可以

认为,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苏联在略低于墨西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础上达到了与意大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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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上下的生活水平。 在工农业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不断降速的背景下, 国家为了维持并进一

步提高人民的高水平生活付出了巨大代价, 不得不扩大消费品进口, 对各种消费品及社会保障予

以大量财政补贴, 这对经济发展自然产生了消极影响。 但是, 经济低速发展和消费高速增长的矛

盾因持续时间较短, 并未在苏联解体前激化。 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实质性下降, 是在苏联解体的

进程中开始的。 生活水平下降是苏联解体的结果, 而非原因。 那种认为生活水平低下引起人民不

满, 从而导致苏联解体的看法是不成立的。
尽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和问题, 但我们无法否认 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当时条件下尽最大可能保障和改善了人民生活并使其达到相当高水平的这一

事实, 更不能抹煞苏联在消除两极分化、 城乡差距和建立发展普惠性与公平性世界首屈一指的社

会保障体系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及取得的伟大成就。 这一成就不仅是苏联一国或者苏联各民族的

成就, 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众所周知, 俄罗斯、 乌克兰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独立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遭遇灾难

性的断崖式下跌。 以人口预期寿命为例, 上文提到苏联的人口预期寿命在 1987 年—1988 年达到

历史峰值, 而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的这一指标急剧下降。 俄罗斯和乌克兰直到 2011 年才恢

复或超过其 1988 年的水平, 白俄罗斯的人口预期寿命到 2012 年才超过苏联时期的峰值, 即便是

原经济基础较好、 独立后积极融入西方的爱沙尼亚, 人口预期寿命也到 2002 年才突破苏联时期

的历史峰值①。 2007 年, 俄罗斯已度过大规模私有化带来的阵痛, 经济连续 10 年实现快速增长,
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几乎处于历史最佳时期。 但同年原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克维钦斯基 (Ю.
А. Квицинский) 在接受采访时说出的如下一段话却十分耐人寻味: “当我们的社会福利达到了

相当高的水平时———这是在 80 年代中期———出现了某种倦怠……当时我们以为, 西方模式会让

苏联已经获得的一切好上加好、 锦上添花, 但现实并非如此。 现在, 当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时我

们却发现, 问题不在于货架上摆的是什么, 而在于没钱去买这些商品。 我们曾以为, 免费医疗服

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它会永远存在下去, 但现在知道了, 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曾以为, 人人理

所应当都能买得起保障健康所必需的药品, 现在也明白了, 完全不是这样———你要么在晚年把所

有的钱都花去买药, 要么就只能安静地等待死亡。”②

(李义男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访问学者,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

博士候选人)

[责任编辑: 柳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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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Total ( Years) -Russian Federation, Ukraine, Belarus, Estonia”, https: / /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 SP. DYN. LE00. IN? locations = RU - UA - BY - EE.

Квицинский Ю. А. Раздачи пряников не будет / / Дипломат Юлий Квиц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3. С. 287 - 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