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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

内容概要

1940年代末，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成千上万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和各方面的技术
专家纷纷来到这片陌生的国土，他们胸怀革命的理想，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
给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一道挥洒汗水，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然而，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一道纸令，所有的苏联专家突然撤退回国⋯⋯
为了再现这段真实的历史，作者参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走访了当年聘请苏联专家的一些单
位和有关人员。在充分使用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的基础上，对苏联专家来华的基本状况、中苏双方在
专家问题上的政策方针、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条件和环境、苏联专家的作用和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
考察和论述，使读者能够对这段人所共知但又语焉不详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和真实的了解。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苏联顾问和专家在华历史的学术性著作。
自出版后，反响颇佳，俄罗斯、美国等正在翻译英文、俄文版，足见其影响。此次第三次再版，作者
补齐疏漏，内容更完善。
作者长期研究中苏关系史，为该领域权威学者，不乏知名代表作。
曾主编《中苏关系史纲》《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史纲》获教育部学术著作一等奖，《一个大
国》被中宣部列为党员干部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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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志华 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
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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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

书籍目录

绪言
第一章　逐步靠拢：斯大林时期之一（1948—1949）
一、战后苏联对华方针的调整
二、援助中共的第一批苏联专家
三、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
四、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
五、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
第二章　缔结同盟：斯大林时期之二（1949—1953）
一、关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条件的谈判
二、中国急需大量苏联顾问和专家
三、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
四、与苏联专家的矛盾和意见分歧
五、对苏联专家是如何派遣和管理的
六、毛泽东号召全面向苏联专家学习
第三章　共度蜜月：赫鲁晓夫时期之一（1953—1957）
一、赫鲁晓夫努力调整对华方针
二、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到中国
三、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
四、与苏联专家的友谊和矛盾
五、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思想
六、派遣和聘请专家方针的微妙变化
第四章　走向分裂：赫鲁晓夫时期之二（1958--1960）
一、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和暗流
二、中苏正面冲突与专家政策的调整
三、在“大跃进”浪潮中的苏联专家
四、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
五、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结论
征引和参考书目
来华苏联顾问和专家名单
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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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

精彩短评

1、拿史料说话。
2、嗯，读完了，今晚大功告成。
3、很有依据 也有故事 不错 正好在阅读这方面的档案
4、沈老师大作，单看参考文献就可间其功力有多深。
5、沈先生这本书资料详实，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档案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最后的对于体制之间的分析
更是有独到见解，好书，推荐。
6、在读
7、#亚马逊#54.40元，已购。读过2003年版（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07177/）的pdf，这两天重
温了一遍，新版没什么增补内容。
8、还属于比较好读的那一种，一些研究性的数据可以直接跳着就好了，喜欢从不同视角解读历史，
要不然正史中这些做有卓越贡献的专家们都没有踪影了，一直很喜欢苏联的专家学者们，有机会再详
细读读他们的历史
9、自上而下的决策也只能被自上而下的推翻，无关人性的善恶，可怜世间的悲剧
10、这样的历史著作感觉匠气特别重，虽然档案用得挺扎实，不过读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是可
以开头猜结尾那种。
11、因此书第一次关注到了沈志华教授和冷战史学。
一谈作者本人，沈教授个人经历在国内学者中很罕见，建议读书之前先了解作者。
二谈内容，本书详细介绍了苏联专家援华史，史学界对现代史的研究成果还未大量进入教科书，故对
这12年历史的研究很有必要；作者的数据、脚注，均可看出花费了大量的功夫心血，且论证尽可能保
持了中立客观，对矫正之前学界的误解，端正对历史的态度，引发进一步思考大有裨益。
三谈观点，作者观点罗列不多（这也是难得的客观）。将援华撤回史总结为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天然
矛盾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苏联专家撤回的大部分责任仍在中国。中国近年对朝鲜所谓”忘恩负义“
的指责，用来指责当时的中国看来是比较合适的。
12、Introdution和Conclusion
其余翻阅
P.S沈志华在前言说研究苏联在华专家的专著很少，所以此书也算中苏关系史的必要参考著作了
13、中苏档案、出版文献、口述访谈，还能苛求什么呢？结论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尤为精彩，不流
氓你就输了。
14、想看看具体到本行业相关的内容，结果没有！
15、很多中国人觉得越南人白羊狼，也有很多苏联-俄罗斯人也觉得中国人是白羊狼。很多中国人觉得
苏联-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很多越南朝鲜人认为中国侵犯其主权。
16、顾问专家的作用的影响分析不深，以高层决策和外交分析为主。实际的帮助效果和矛盾产生的原
因没有清楚地讲，只是点过，整体比较模糊
17、材料挺丰富（顺便黑了一下“一穷二白”和“独立自主”），然而沈志华在科学/科技史方面近乎
白痴也是显然的——“让史料说话”，那还要你们这些史家losers有何用？
18、沈志华的书都好看
19、中国的工业体系建立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而这本书描写了部分细节。大环境里面，也挑选了部分
内容。但并不完整，也缺乏体系。但作为书名来读，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0、全书看完之后对于结论印象很深刻，作者对于原因剖析中的党国不分和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的关
系的阐述让人耳目一新，沈志华先生在书中运用大量的史料对于苏联专家这一段历史进行了一个概括
性的描述，应该说写作水平很高，全书写的也非常严谨，读来给人酣畅淋漓之感。希望今后还能再读
到这样的好书。
21、史实翔实，非历史专业也可以愉快阅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分析极为透彻——不是不分
你我的国际共产主义兄弟，就是你死我活的侵犯主权利益的死敌。
22、人真是渺小的动物。
23、沈志华确实是大拿，通篇读下来，就有清晰的逻辑层次，又有丰富而细腻的内容，还不乏自己的
观点。要的就是这样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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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

24、写了一篇书评，显示需要审核。我先预设不能通过，这里做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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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

精彩书评

1、仔细看了一遍《苏联专家在中国》（最新一版，2015）。借着苏联专家这个题目，对当年的中苏蜜
月以及反目成仇有了一个轮廓式的了解。再一次证明：历史真不是教科书上的样子，也不是政治话语
中的样子。中苏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可上溯到民国、晚清的中俄关系、下延到当今的中俄关系，真
真是一部割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史。如何看待当前这一段以甜蜜始、以成仇终的历史，其中固然有
领导者个人性格的因素——赫鲁晓夫是冲动的，毛泽东的自我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但最主要的两大因
素还是：1）冷战的大背景，2）意识形态下党、国不分的关系格局。将当年的中苏关系与今日的中俄
关系加以比较，显然上面这两条都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就是大国之间纯粹的利益考量。说到此，我还
真有点怀念当年：为了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苏联可以说是”倾囊相助“，帮助中国搭建起现代经
济和国防军工的基础。现在你可以批评这一套体制如何如何有问题，但在当时，对毫无国家治理经验
的共产党新生政权而言，对传统保守、满目疮痍的战后经济体系而言，这一切来得是多么及时啊。
2、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较为全面研究苏联专家的学术性著作，为我们再现了一段独特
的历史。讲的主要是1940年代末，成千上万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和各方面的技术专家纷纷来
到这片陌生的国土，他们胸怀革命的理想，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中国。然
而，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一道纸令，所有的苏联专家突然撤退回国，给中国人民及其建设事业留下了
众多困难和无限遗憾。
3、一直很喜欢中国近代史。但是这种喜欢一直停留在高中、初中历史课本的层面。只知道苏中关系
起初很好，是兄弟国家，苏联也经常帮助我国。后因各种原因撤回资助，和科研人员，苏中关系彻底
决裂。那么，苏联的专家都帮助了中国什么，对我国的后续发展又有什么帮助和影响呢。对于这方面
的资料相对较少，而本书就详细的解答的上面的问题，值得一读。
4、1950至1960年代，中苏同盟曾短暂存在过，也正是在这时苏联对新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斯大
林和赫鲁晓夫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来华帮助建设功不可没。由此，新中国开始全面复制包括政治制度
在内的苏联模式。尽管两党后来“反目”，蜜月期没持续多久就结束了，这种合作仅仅维持到第一个
五年计划结束，苏联专家就开始陆续回国，但是就整个的国家经济构架来看也基本搭成，中国在这个
基础上或延续苏联模式或自我创新都有了一个不错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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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笔记-第343页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一是主权观念不明确，表现为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或国家利
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这样的白眼狼频出。

2、《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笔记-第226页

        几经反复终于读到第四章了斯大林时期分了两章赫鲁晓夫时期也是两章说几点感觉吧一是感觉没
人帮助是不行的，中国不是独立于世界存在的二是感觉人的命运很没有办法，你只能在大环境下搏击
出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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