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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何以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崩溃，至今仍为学界热议。本书作者在细致梳理中外文献的
基础上，发现卢布信用危机与苏联实体经济崩溃、苏联政权式微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据此，作者从货
币因素这一重要视角探究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作者认为，货币因素是加速苏联解体进程的催化剂。一
方面，卢布的去功能化对苏联末期的社会生产造成了致命性打击。另一方面，卢布的急剧贬值也对各
加盟共和国由来已久的离心倾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卢布信用危机不仅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内容，
更是加速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富景筠编著的《卢布信用危机与苏联解体》提供了研究苏联解体
原因的新视角，这对于丰富现有的苏联学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也为多样地分析、思考重要
经济史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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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景筠，女，哈尔滨市人，1978年生。1996～200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先后获文学学士、硕士学位，经济学学士学位：1998～1999年，国家
教育部公派留学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200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主要从事区域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曾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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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国内层面的不可兑换外，卢布与外币之间也是不能自由兑换的。由于苏联长期实行外汇管制政
策，只有苏联国家银行和对外贸易银行有权经营外贸结算和其他外汇买卖业务，苏联公民被禁止从事
任何形式的外汇交易。在国际收支中扮演严格意义上的内部货币角色，是卢布与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本
质区别。当涉及对外贸易或其他国际收支时，它只是一种内部的计价单位。卢布交换价值的浮动并不
反映苏联对不同外汇的供求关系，而是基于行政指令决定的卢布兑美元比率计算得出的交叉汇率。也
就是说，卢布的官方汇率既不能反映出苏联与贸易伙伴国的支付流动，也不能被解释为使国际收支实
现平衡的均衡？亡率。实际上，由于出口商品用可兑换货币（如美元）计价，卢布的汇率水平与苏联
对外贸易活动基本无关。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现金支付只用于国家、企业同居民之间的货币
结算（其中包括支付工资、奖金和补贴等），使用范围非常有限。当企业间的结算金额低于100卢布时
，也可用现金支付。非现金支付则涵盖除现金支付外与国民收入的生产和构成有关的所有支付，以及
与信贷发放和还款有关的所有交易。国民经济的绝大部分结算都统一集中到国家银行并以非现金支付
方式办理。每家企业、组织和单位在国家银行均设有专门账户。当它们从其他经济单位购进生产资料
或设备时，国家银行就会把资金从其账户转到供货单位的银行账户。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存在彼
此交叉的付款要求时，它们就会使用相互冲账的结算方式。非现金支付方式包括付款通知书、付款委
托书、支票和信用证等。其中，付款通知书和付款委托书的支付方式最为广泛，二者占非现金支付的
比重之和达到90%以上。　　此外，企业、组织和单位的货币资金需要全部存人国家银行的指定账户
。作为“存货监督警察”，国家银行对它们账户余额的数量和用途实行统一管理。根据资金的用途，
企业的银行账户又被分为许多“子账户”，例如“投资货币”“原料货币”和“工资货币”等。“子
账户”的资金之间不能自由流动，也就是说，不同用途的货币是不能相互转换的。　　货币供给的严
格“两分法”是苏联国家银行组织货币流通的重要原则。它的目的在于避免社会对货币的过度需求，
进而实现货币变量对产出和价格的影响最小化。实际上，非现金支付的范围越广泛，人们对现金的需
求就越少，与货币发行和回笼有关的现金周转计划也就越容易实施。苏联国家银行体系的主要任务是
提供平稳的储蓄转移机制，进而将用于生产链条各个环节投入品的所有资金及时返还给每家企业，并
为其支付缺口提供信贷。　　现金流通与非现金流通的划分，彻底隔绝了现金卢布与转账卢布之间相
互转化的可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居民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借款、资产买卖等金融交易是不存在
的。一方面，居民既不能购买企业债券，又无从获取企业的消费信贷。他们持有的过剩货币的唯一投
资出路便是存入国家储蓄银行来获取存款利息。另一方面，生产部门也无法从居民那里筹措到任何资
金，它们的融资途径仅限于获取国家银行信贷及财政拨款。　　最后，这次信贷改革将苏联信用体系
正式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之中。苏联国家银行不但丧失了独立行使货币政策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
财政部的附属机构。“大财政、小银行”的财政金融格局基本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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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曾经辉煌一时的卢布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2、博士论文。观点独特然则废话极多。数据处理不见得高明。     观点绝对是对的。是卢布击垮了苏
联。      在论文写作方面，可借鉴之处不多。
3、王琦推荐，2014/6/16-6/21读第一遍。
4、数据很好
5、逻辑啊。懂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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